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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达县地区杂技团的兴与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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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团丰富了群众文娱生活

原达县地区杂技团的前身是宣汉县曲
艺杂技队。1952年3月，为繁荣地方文艺、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宣汉县率先成立了“曲
艺杂技队”。1954年改为杂技曲艺队，1958
年发展为宣汉县杂技团。由于该团演出节
目新颖，深得群众喜爱和领导赏识，于1960
年3月正式调到地区，成立达县专区杂技
团，从此走上正规发展道路。

邹老说，当时的办公排练场所在达县城
大西街3号。如今虽然门牌号还在，却已是
物是人非，原来红火的杂技场早已被繁华的
闹市取代。岁月流逝，杂技团没有了，但好
在还有一批老艺人健在，加之纪念册为证，
他们共同见证了杂技团的辉煌。

1959年9月，地区杂技团建立伊始，青
年演员李兴明《高翻平台》杂技就参加了四
川省文艺调演，获优秀节目奖。文革以后，
杂技团节目质量日新月异，很多杂技节目参
加省和全国比赛多次获大奖。1976年，李志
兰、李天国的《顶碗》杂技因技艺高超、节目
惊险，娱乐性强，被文化部邀请参加全国（北
京）杂技调演获得特别创新奖的殊荣。1980
年，该节目在成都演出时，受到中外19个国
家和地区观众的热烈欢迎。四川省电视台
还作了专场录制，并在当年10月首次用彩
色录像播放，使达县地区杂技团名声大噪。
江明生、杨旭的《双人椅技》在1987年5月参
加西南区（贵阳）比赛，荣获三等奖。同年10
月，在上海参加全国第三届杂技比赛，获得
优秀节目奖。1990年5月，《双层分梯》、《胫
脖排椅》、《踩珠顶技》三个节目参加西南区
比赛，两个获最佳节目奖，一个获优秀节目
奖。同年10月，《双层分梯》参加第三届中
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在2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激烈竞争中，获得“铜狮奖”。1994
年，《滚杯》、《水流星》与重庆山峡杂技团组
团赴美国、加拿大、日本演出 3个多月。
1998年，杂技团再赴美国、加拿大商业演出
半年多，获得好评。期间，在地区重大节日
活动和接待贵宾时，都有地区杂技团的杂技
节目表演。杂技团连年被评为地区文化系
统先进单位并受到文化部门表彰。

从杂技团成立起到新世纪初淡出人们
视野，五十年来杂技团积极贯彻党的文艺方
针，服务工农兵上山下乡和支农劳动，足迹
遍及巴山蜀水，把杂技艺术送到田间地头、
工厂车间、部队营地。累计演出上万场，受
众达到数千万人次，为群众送去了精彩纷呈
的精神食粮，极大的繁荣了原达县地区的城
乡文化市场，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难忘辛劳演出的激情时光

交谈中，年逾七旬的邹老感慨万千：从
事杂技艺术50年，当年那些翩翩少年、花季
少女，而今都花白了头发，相继离开舞台。
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虽然时光斑白了演员
们的双鬓，地区杂技团也消失不见，但那刻
苦训练、无私奉献的演出岁月，却让他们难
以忘怀……

杂技艺术和体育、芭蕾一样，吃的是青
春饭。它又是一项高危职业，在练功和排演
过程中的疏忽，对学员和演员都是致命的，
如走钢丝、骑丝、空中飞人等高空节目，不慎
摔下，舞台遇滑轮破裂或绳断，跟斗空翻走
神失控等致残的事时有发生。这些足以说
明，做一个杂技演员是多么不易。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
话一点不过分。腰、腿、顶、跟斗，是杂技演
员必备的基本功，是每个节目的基本元素。
改革开放前，杂技团物质匮乏，环境又差，没
有像样的练功场和地毯。虽然条件艰苦，但
为练好一个节目，演员们都不畏艰辛、刻苦
训练，真的是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即便是最简单的动作，也要枯
燥而单调的重复练习数百遍。

邹老曾记得，在农忙季节的大战红五
月，抢收抢栽、抗旱支农，白天演员们与社员
一起劳动，而休息间歇却还要在田间地头为
农民兄弟表演节目，晚上还得赶回场镇剧场
演出，谁也不甘落后，没人叫一声苦。“有
时演至中途，忽然天色大变，狂风暴雨，我
们马上抢救台上的幕布、服装、道具，刚收
拾完毕，雨过天晴，我们又装台演出。有
时一个晚上装台卸台反复达两三次之
多。但演员们从不抱怨，只要农民看到
戏，就是我们最大的愉快。”那些忘我的演
出岁月，邹老至今仍历历在目。

邹老告诉社区记者，几十年来，演出
征途中的空地、院坝、操场、河滩草坪，都
是练功场地，与烈日为伍，风雪相伴，这中
间倾注了他们不厌其烦的心血，而演员们
周而复始的艰辛付出，练就一个个倍受欢
迎的创新节目，才有历次去参加市（地）、
省（大区）、全国的汇演、比赛及国际上获
奖的辉煌。

“杂技艺人死也要倒在舞台上。”这是
杂技团老团长王正国说的一句行话。虽
然是正规的专业杂技团，但单位小，人员
少，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像成渝大剧团设
AB角可替换。所以演员常常带病负伤演
出，有的拔掉输液针头就上台献艺，或因
负担节目多而累倒在谢幕的舞台上。

但凡杂技演员，或多或少留下了负伤
的职业病，一批又一批学员和演员都有过
不凡经历，但他们不曾为过去的得失而后
悔过。

希望杂技艺术有更好传承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随着现代文
化娱乐方式的多元化，人们已被电视、网

络等文化娱乐所迷醉，而传统的杂技表演也
离我们渐行渐远。走过50年风雨历程的地
区杂技团也在阵痛和徘徊中走向衰落。
2001年12月，为配合文化发展需要，达州市
对剧团资源进行整合，地区杂技团与原来的
达县地区川剧团、歌舞团、京剧团一起，重组
为达州市艺术剧院。自此，杂技团就再也没
有独立组团对外演出。

采访中，老一辈杂技演员都吐露心声。
他们说，杂技是中国的一门古老艺术，至今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很多精彩的杂技节目
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与愉悦的心
理享受，成为人们喜闻乐见和离不开的艺术
形式，滋润着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地
区杂技团几十年的发展，也有很多不错的杂
技节目给人们带来过欢乐。他们希望杂技
艺术在达州继续得到重视和振兴，去创造更
加灿烂的未来。

据达州市文化艺术中心负责人唐荣健
介绍，自2001年剧团重组后，专门保留了杂
技团。演员们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艺术的追
求，结合时代需求，积极探索创新，创编了不
少新颖别致、高难度的杂技节目，时常参加
惠民演出和外出参赛交流。古老的杂技艺
术，正在新生代演职人员的辛勤努力下，绽
放出更加灿烂的光彩，为繁荣达州地方文
化、建设文化强市做出新的贡献。

5月初的一天，社区记者收到一
封特殊的来信，写信者是原达县地
区杂技团一位叫邹名政的七旬老艺
人，在听闻晚报改版后，特意写来信
件，并附有一本原达县地区杂技艺
术团图片资料纪念册，希望借助晚
报副刊《南门口》能留下一代艺人们
无私奉献的敬业故事。老人不但在
信中详细介绍了杂技团的兴衰历
程，而且还呼吁大力发展现代杂技，
为群众文艺生活再添光彩。

昨日，应老人之约，社区记者来
到达城南门口滨河路的早茶摊，翻
阅那一张张陈旧的黑白演出照片，
倾听老艺人讲述杂技团风雨历程的
岁月记忆……

□本报社区记者 邱一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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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在大竹东柳乡三合
村农村院坝表演《顶碗》。

杂技演员利用自然条件练功。这是在桥湾
演出，演员在河中练《抖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