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十年的刻苦训练和积累，年轻演员岳俊贤在
《汉风·百戏》《梁祝》《乐淘陶·顶花坛》《坛三彩》等杂技
节目中厚积薄发、表现亮眼。于他而言，这项技艺是力
与美的极致融合，是对身体极限的勇敢挑战，更是坚韧
精神的象征。

岳俊贤八岁开始学习杂技，注重从生活中汲取创
作灵感，更在每一次练习中深化了对杂技艺术的理
解。“看到水流的灵动蜿蜒，启发我设计出柔美的肢体
线条动作；观察建筑工人的协作与力量运用，让我构思
出稳定且有力量感的多人配合动作。尤其是孩子们玩
耍时的欢快节奏和天真姿态，为我的创作注入了活泼
俏皮的元素，使杂技动作更具生活气息和感染力。”岳
俊贤说。

杂技《坛三彩》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民间常见的陶
器。这些陶器用途广泛、形态各异、装饰丰富，反映了
民众独特的审美观念和传统工艺技术。坛子不仅在日
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还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娱乐
方式——耍坛子，这一活动深深植根于黄河流域的农
耕文化之中。

每当秋收时节，在黄河两岸的麦田旁或是泰山脚
下的菜园里，“耍坛子”成了当地居民展示技艺、增进交
流的重要活动之一。“耍坛子”不仅能锻炼参与者的身
体素质，也为乡村生活增添了欢声笑语。这项技艺历
史悠久，见证了时代变迁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
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和文化遗产。

在继承黄河流域民间传统“耍坛子”技艺的基础
上，杂技《坛三彩》融入了“大坛子三节抖上接坛”“二节
三坛提篮套脚”和“二节四过口”等新开发的技术技
巧。节目通过讲述一位老师父向年轻弟子传授坛子制
作工艺及“耍坛子”技巧的故事，深刻诠释了文化传承
的重要性，从而为表演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杂技《坛三彩》精心创编音乐、舞美、服装、道具，生
动展现了齐风鲁韵的豪迈气概，尽显齐鲁汉子的洒脱
与力量。该节目荣获第十二届全国杂技展演优秀节目
奖、俄罗斯2024尼古林“艺术家”国际马戏节金奖、法
国第22届瓦兹河谷马戏节三项“评委会特别奖”。

立足民间文化 传承传统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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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三彩》选用民族音乐与现代摇滚乐相融合的
方式，使摇滚的活力动感与杂技的惊险刺激相互交织，
为节目注入了全新的活力，让人耳目一新。”观众李
女士说。作为中国传统杂技节目，《坛三彩》从国际视
野的角度创编，融入极具冲击力的现代摇滚音乐元素
和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该节目不仅展示了传统
的“顶花坛”技巧，还为观众带来了独特的观赏体验。

济宁杂技团团长赵建刚说：“《坛三彩》是近年来我
们重点打造的传统杂技节目。这次参加法国第22届
瓦兹河谷国际马戏节比赛的是为第十二届全国杂技展
演创排的最新版本，技术上结合了南北坛技风格，‘顶’
为核心，‘耍’为灵魂，使其艺术性更强、技术难度系数
更高。编创大胆启用青年创作人才，秉承民族的也是
世界的创作理念，用现代思维构建传统作品，让中国美
学意象更具国际化表达。”

济宁杂技团演员刘亿表示，大坛子“桌上二节四过
口”“三大坛背剑”“大坛叠筋两头忙”“抖轿子翻上三节
接大坛”等绝活体现了顶花坛新技术的突破和应用。
比如，“桌上二节四过口”要求演员从自身发力，改成底
座发力、二节起范，其难度大大增加。“三大坛背剑”“大
坛叠筋两头忙”均从单纯耍、抛、接等提升到既有难度
又有美、帅、飒的舞台呈现。

近年来，济宁杂技团在继承传统杂技艺术表演的
基础上，开拓创新，大胆借鉴融合其他艺术门类，逐渐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齐鲁文化特色，创作出
了一批具有原创性、代表性的艺术作品，逐步成长为在
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杂技表演团体之一。

“《坛三彩》不仅展示了杂技的精湛技艺，还传递了
深刻的文化价值。未来，我们将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不
断创新，在国际赛场和演出中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杂技和
中国民俗文化的窗口。”赵建刚说。

融入现代元素 创新坛技表演

本报记者王艳茹

古有陶艺“唐三彩”，以黄、绿、白之三彩传
世。今有杂技“坛三彩”，以二节三小坛提篮套脚、
桌上二节大坛过口、抖轿子翻上三节接大坛之三
彩见长。

“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传承发展是坛三
彩的动机，技术创新是坛三彩的追求。比如，原创
技术——传底动作‘抖轿子翻上三节接大坛’，在
二节挑脖发大坛子，接抖轿子三节盲接坛子这一
过程中，从想到实现，从无到有，经历了困难重重，
最终成功立上舞台。”12月26日，记者专访了济宁
杂技团《坛三彩》演员岳俊贤、刘亿，讲述杂技表演
的传承与突破，彰显中国传统杂技艺术的文化底
蕴与时代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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