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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在田野调查和口述史采集的基础上，利用人类学、社会

学、历史学和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对杂技之乡河北省吴桥

县的杂技学童群体进行系统研究。当今吴桥杂技学艺、从艺行为

是当地人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现代性借用。历史上在生存压力下形

成的杂技文化传统，在当代语境中，被国家、地方和个人加以利用，

使杂技成为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职业选择模式。

本书分为六部分。

序论部分介绍了研究问题、研究对象、调查过程和研究方法，

从杂技、民间艺术研究两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在民间

艺术研究回顾中，特别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从人类学、社

会学角度对民间艺术研究的相关学术成果进行了概括性总结，并

对本文解释理论传统再造、记忆理论和有限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

阐释。

第二部分系统考察了杂技在吴桥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吴桥杂

技的发展历史充满波折——封建政府的打压、民国时期的“改造”

和“文革”期间的否定。但，杂技的诱惑力使得学艺、从艺行为

从未中止，并且形成绵延至今的规模大、影响力广的吴桥杂技学

童和艺人群体。

第三部分考察吴桥杂技教育形式的变迁。第一，学艺方式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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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由家族行为向个人行为转变的趋势；第二，国家力量的介入，

使现代学校教育模式和历史上延续而来的草根传承模式相结合，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杂技教育形式。

第四部分剖析当代吴桥杂技学童群体学艺传统的再生产。详

细分析学艺传统的恢复和发展、学艺动因的变化、群体构成及不

同人士的学艺态度，着重探讨时代背景的变化，即改革开放后客

观环境对学艺行为的许可，以及吴桥杂技从业者在状况发生变化

的情况下，吴桥杂技学童群体的学艺动因和构成情况。吴桥杂技

学童群体的学艺动因已由单纯的生存抉择，发展为对生活环境、

工作方式和名誉声望等更深、更高层次的追求；而在构成方面，

该群体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从而使学艺传统经历再生产。

第五部分从拜师仪式的消失、学艺日常生活和主要社会关系

变化等方面，进一步探讨了学艺过程的再造。作者认为，伴随学

艺机构、学艺类型的变化，学艺过程也被再造，如进入学艺领域

的程序的简化，即历史上拜师仪式消失；学艺行为由附属于演出

到步入规范化程序；杂技学童从由师傅完全负责到学校和家长共

同负责等。这些表明，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至今）的“再造”，

学艺行为正在向着更加合理化的方向迈进，吴桥杂技文化传统在

新时代下焕发出更为健康的生命力。

结论部分从个人（吴桥杂技学童）、单位（吴桥杂技团校）

与国家三者之间关系的角度论述吴桥杂技艺人再造。吴桥杂技学

艺行为的存在和发展，应置于时代背景和地方文化传统中加以考

察。吴桥杂技学艺传统的再造过程，表明国家力量在延续地域文

化传统上具有深层影响，它提供了有利于后者发展的空间和相关

支持；而在此空间中的学艺机构改变着学艺行为中家族的作用方

式，使学艺呈现新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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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　论

一、研究问题

2007 年 2 月笔者在河北省吴桥县搜集到一本有关杂技的小

说《杂技传说》，书中讲述了在杂技界号称“杂技之父”的孙福

有从一无所有实现发财致富的故事。

故事大意是这样的：

孙福有（1882~1945），沟店铺乡孙龙庄村人，该村位于吴

桥县东北部、土地条件最差的地区，耕地都是盐碱地，难以进行

农业生产，大多数村里人常年在温饱线挣扎。孙福有幼时家境贫

寒，5 岁丧父，跟着母亲和祖母艰难度日。村里有位在俄罗斯从

事杂技演出发财的张大财主，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孙福有因羡慕

他而练习杂技。

孙福有 9 岁那年，家乡遭遇大旱，难以为生，于是他背着

马叉开始外出演出，曾辗转在北京天桥游乐场、天津“三不管”

游乐场、中国东北和俄罗斯等地，随着演出经验的增加和资金

的积累，他以家族为主组建杂技班——孙家班，并不断扩大班底，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大盖篷，将团名改为“中华国术大马戏团”，

演出地点遍及中国南部地区、中国香港和东南亚各国。在泰国

演出时，泰国国王曾将他请到王宫演出，并举办国宴款待他，

还为他颁发金质奖章和国宝“大王宫”象牙雕。1944 年，孙福

有携华侨马戏团（即原“中华国术大马戏团”，在抗日战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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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了演出便利进行了更名）在重庆曾为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

演出，并得到蒋介石亲笔题词的匾额，上书：“华侨马戏团团

长孙福有惠存：杂技之魂”，落款是“蒋中正赠”，时间“甲

申年菊月”。书中介绍孙福有一度非常富有，曾在上海外滩花

费近三十万大洋购买欧式别墅，并为俄罗斯妻子在孙龙庄兴建

俄式别墅。① 

在吴桥有关孙福有的故事流传很广，几乎家喻户晓，虽有不

同版本，但内容大同小异。

孙福有确有其人，他的故事也并非完全是吴桥人的虚构。

据吴桥县民国版《吴桥志料》第 4 册《技术志》记载：“孙福

有，城东北孙龙庄人。郜维明，城东北郜庄人。郑明德，城北

杨校尉庄人。皆善武术，能为踏肩之戏，以一人为底盘，六人

次第猱升作直线形，望之若七级浮屠，其巅一童子高跃数尺翻

筋斗而下，仍立原处，面不红、气不喘，真绝技也。孙久住新

加坡、郜久住日本东京、郑久住俄之莫斯科，与外人订约。共

同营业，每岁博得巨金运回祖国，亦一吸收外资法也。” ②引

言中证实孙福有的存在，籍贯孙龙庄村同样属实，从“每岁博

得巨金运回祖国”可知，孙福有也确从杂技演出中发财致富。

吴桥县沟店铺乡孙龙庄村的孙福有故居也属实，即是孙福有发

财的明证。而且“亦一吸收外资法”说明在吴桥，像孙福有一

样从杂技中致富的人应该大有人在，学艺、从艺应该已形成一

定规模。

①武润玺、武鹏：《杂技传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年版，第 53~177 页。

②杨双印：《吴桥杂技》，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 年版，第 47~48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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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在吴桥的存在和兴盛并非始于孙福有所处的晚清时

期。吴桥杂技历史悠久，千百年来大量吴桥人以杂技为生，吴桥

杂技艺人走南闯北，在杂技界有“没有吴桥不成班”和“上至

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会一手”等说法。吴桥

人从何时开始练杂技已无从考证，民间盛传吴桥杂技起源于炎

黄帝与蚩尤大战。1958 年在吴桥小马厂村发掘出一座南北朝时

期的古墓，在古墓中发现了绘有杂技表演图案的壁画，由此可

见，至少在南北朝时，杂技已经在吴桥盛行。近代在吴桥形成了

专门的杂技庙会——九月黄镇庙会，并有“不赶九月庙会，不算

生意人（即杂技艺人）”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吴桥向全国

29 个省市区六十多个杂技团及部分国外杂技团体输送杂技演员

一千七百多人。① 

①吴桥县人民政府：《面向未来，迎接二十一世纪挑战；负重奋进，再创吴

桥杂技辉煌》，1996 年 3 月 28 日。

图 1-1  孙福有在沟店铺乡孙龙庄村的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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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反右倾”和“文

革”期间，杂技被作为“社会

主义毒草”加以限制，学艺、

从艺传统遭到破坏。

改革开放后，吴桥杂技迅

速得到恢复发展。改革开放后

不满十年即成立 76 所民办杂

技 团；1985 年 吴 桥 杂 技 学 校

成立，屡屡在国际国内重大比赛中获奖，五年后成为世界马戏

学校联合会成员，承担中国文化部委托培养留学生的任务；1992

年吴桥杂技大世界建立，这是世界上唯一以杂技为特色的旅游景

点，斥资 1 亿元，占地 3000 亩，1994 年被国家旅游局定为九五

中国民俗风情旅游国际专线、中国休闲度假游全国三十条重点旅

游专线之一。由此，吴桥杂技学校、杂技大世界和大量民办杂技

团体形成新的杂技网络。而 1986 年成立第一个县级杂技家协会；

从 1987 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以吴桥命名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

艺术节”；吴桥杂技演员不断在国际国内大赛获奖、民间杂技团

演出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等，更说明吴桥杂技的影响力开始恢复并

扩大。

近年来，吴桥杂技的知名度进一步扩大。2004 年，中国文

化部命名第一批共 42 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吴桥杂技文化

经营集团公司成为河北省唯一入选者；2005 年，中国吴桥国际

杂技艺术节，被评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十大节庆活动之一，吴

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吴桥人周良田被评为突出

贡献人士；2006 年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吴

桥杂技榜上有名，两年后吴桥杂技艺人王保合作为杂技界唯一的

代表，当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08 年国家

图 1-2 南北朝时期杂技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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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局把吴桥杂技大世界定为 2008 年奥运旅游线路；同年 11 月

7 日，吴桥杂技亮相北京第二届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荣毅

仁基金会成员赴吴桥考察，决定投资吴桥杂技由张艺谋执导一台

大型音乐杂技晚会《印象吴桥》；同年 12 月 2 日，河北省文化

产业与民营资本对接恳谈会上，推出的具有创意性、预期效果好

的文化产业招商项目，其中有“中国吴桥杂技博物馆”项目……

吴桥杂技，正以它自身越来越强大的吸引力，昭示着它的魅力。

吴桥杂技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得以迅速崛起，一个突出特点

便是充分挖掘和利用了地方的传统文化资源。进一步，我们又会

意识到，这些传统并不是以其本来面目出现的，而是经过选择与

优化的。

在《传统的发明》（霍布斯鲍姆，2004）一书中，霍布斯鲍

姆说：“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

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被发明

的传统’这一说法，是在一种宽泛但又并非模糊不清的意义上被

使用的。它既包含那些确实被发明、建构和正式确立的‘传统’，

也包括那些在某一短暂的、可确定年代的时期中（可能只有几年）

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式出现和迅速确立的‘传统’。” ①

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同样适用于杂技艺人的再造过程。虽然从

艺传统号称已在吴桥延续了千百年，而真正影响到今天的部分却

是“相当晚近”时期的，主要是孙福有所处的晚清时期及以后，

“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同时，这些传统在新的条件下进

行着自身的再生产，以便“生产”出符合市场需要的杂技人。

那么，吴桥人如何以及为何利用地方文化传统资源？吴桥杂

技文化传统因此而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扬弃了哪些传统？创造

① 霍布斯鲍姆·兰格：《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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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哪些新传统？发生变化的原因何在？）吴桥本地人对此如何理

解？是否接受并认同？就学艺和从艺者个人而言，学杂技是辛苦

的，甚至具有一定风险，这是对人身体极限的挑战，要忍受难以

想象的痛苦。如果说过去艺人们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学艺、卖艺（如

孙福有学艺选择），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基本温饱已经解决之

后，谁还继续选择学艺并成为杂技艺人？动因何在？他们的生存

状况怎样？这些就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二、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吴桥杂技学童群体。

吴桥县，地处河北省东南，属沧州地区，为河北省和山东省

交界之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三种学习杂技的途径：杂技学校、

团体教育、家传或拜师学艺，如今拜师学艺的形式已经很少见了，

家传也不多，且主要附属于杂技学校和团体教育，所以学校和团

体教育已经成为当今学艺的最主要方式。

（一）杂技学校和团体运作情况简介

学校和团体教育机构有两种分类方式。一种是按照公、私划

分，公立机构有吴桥杂技艺术学校（为了和当地称谓相符，以下

简称“艺校”）、吴桥县职教中心杂技学校和吴桥县杂技团团带

班；民办机构包括民办杂技团体和民办杂技学校，是吴桥杂技教

育机构的主力。另一种分类方式是按照团、校划分，即杂技团体

和杂技学校，吴桥县大约有二十多个杂技学校和六十多个杂技团

体。学校和团大同小异，均兼顾演出和培养学童，虽然业内人说

学校和团侧重点不同，团以演出为主，招生是为了扩充他们自己

的队伍，学校以培养杂技学童为主，演出是附属，以实习的方式

进行。但在实际操作中，二者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有人说他们

对本地招生时称“学校”，对外演出时称“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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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教育机构的教学形式，与我们通常了解的教学形式有着

很大的不同。第一，民办杂技团校，通常由拥有一定师资力量的

杂技艺人或相关人士，在文化局注册登记申办，由文化局颁发三

证：演出证、工商许可证、税务登记证，从而取得合法地位。第

二，杂技团校学制在 3~5 年之间，艺校和县团团带班学制 4 年，

民办杂技团校根据学费标准设置 3 年制和 5 年制两个类别。如艺

鑫杂技学校，每月缴纳 150 元学杂费的学童 3 年毕业，没有缴纳

任何费用的 5 年毕业，原因是学童需为团校免费服务 2 年。民办

杂技团校的收入来源为杂技学童缴纳的学杂费、演出收入和学童

毕业后被外地团校选用后向培养单位支付的培养费，具体数字不

等，一般一个学童最少 2 万、最多 12 万。第三，杂技团校几乎

全部实行封闭式管理，平时不许出去，家长只能在探视日看孩子，

多数学校一个月一次，杂技艺术学校、职教中心杂技学校、县团

团带班都有明确规定，民办团、校往往相对灵活，但大体相同。

（二）杂技学童群体简介

吴桥杂技学童一般开始学艺年龄在 5~12 岁之间，以七八岁

居多。没有固定入学时间，一般为“随到随学”。学童从入学到

毕业一般经历这样的过程，以艺校为例：两年基本功→技巧课→

外地实习演出→毕业分配。其他学校和团体与此类似，只是有所

“精简”或合并，主要是缩短基本功部分。学童在校期间，除了

学习杂技外，还接受文化教育，只是比例较小。学童毕业按杂技

演出水平评定，而且除了杂技艺术学校和职教中心杂技学校毕业

颁发中专毕业证外，其他学校和团体以用人单位满意与否为标准。

学童毕业两个去向，一是留在本地杂技团体和学校，二是到外地

杂技团体工作，签订长期用人合同，有编制，户口随走。目前杂

技就业市场仍为买方市场，基本上杂技学童毕业都能顺利找到聘

用单位，用人单位需为杂技学童培养单位支付一定数额的培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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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杂技团体常年到吴桥挑选杂技人才，因此，相当数量的杂技

学童在学艺年限之内即可找到工作。

三、学术史回顾

与本主题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杂技研究和民间艺术研究，在

民间艺术研究的回顾中，本书对近年升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研究和从社会学、人类学领域对相关研究进行探讨。

（一）吴桥杂技研究

1. 有关吴桥杂技的专门记载

（1）介绍性文献资料

《吴桥县志》（1992）；《吴桥县文史资料》（第一辑，杂

技专辑，1992）；《天下杂技第一乡》（李敬义，1993）；《吴

桥县文史资料》（第二辑 1997）；《吴桥杂技老照片》（边发吉，

1999）；《春典——江湖行话用语》（张钰军，2007）等。这些

文献主要包括：追溯吴桥杂技历史；介绍近现代吴桥杂技状况，

对杂技团、杂技班和杂技艺人都有记载；杂技民俗；介绍当今吴

桥杂技存在方式，对杂技大世界和主要杂技学校、团体有所涉及。

（2）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类

《杂技之乡吴桥民间故事集》（1987）；《杂技传奇录》（武

润玺、武鹏，1998）；《杂技传说》（武润玺、武鹏，2001）；

《杂技王传奇》（苑建国，2005）；《父亲的神话》（张彦广，

2006）等。

（3）其他相关研究

《杂技，我们共同的语言——第六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

节文集》（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组委会办公室编，1998）；

第五届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论文之一，边献海、宋金凤：《浅谈

我国培养杂技艺术人才的理想年龄》；第六届全国杂技理论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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