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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杂技艺术，是中国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国杂技艺术的创新是用杂技艺术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让世人通过观看杂

技来了解中国的文化。

纵观杂技艺术产生发展的历史，清晰可见，古今杂技在两千多年的时间两端交相

辉映，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中国杂技得以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中国当代杂技艺术所

取得的卓越成就，即积于它悠久的历史积累，同时也与杂技艺术独特的创新精神密不可

分。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今社会，当中国画的发展面临愈来愈严峻的冲击时，应该大

胆借鉴杂技艺术的创新成果，在保留自己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身与现代社会

不相适宜的地方，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画。

所以我觉得，由当今社会杂技艺术的创新所引发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画变革与发展

方向问题的感悟，思考，和解决。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 ·

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对陶瓷与中国画，京剧与中国画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

的研究，为我做好杂技与中国画这个论题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我们完全可以满怀信心的

以当今社会杂技艺术的创新方法和所取得的创新成果为依托来预见中国画的未来!

关键词：中国画、杂技、继承、创新、传统



Abstract

WitlIOut doubt China’s acrobatic an is tlle Chinese an impoft孔t constitucnt，ttlerefore it

alsO is the Chinese cultIlfe imD0naⅡt c0Ⅱstituent．The Chinese acrObatics an innovatiOn is

wi也伽e acTobatic an renected me China tTaditional cllhure spim，tIlIough 1ets the common

people watch the acmbatjcs to understaIld alinese the culturc．

L00ks 0ver the acrobatic an to have tlle development histofy，we clearly discemjble，the

ancient aIld modem a啪batics extremc王y afe all good，In such Ksto^cal enVifonment，the

alinese acrobatics i衄ovate unceasingty，deVelops unceasin酎y．chinese present age

a‘螂batics art obtains remarkable achievement，n锄ely because of its垂orious history

accumulation accumulation，also because of acrobatic an unique innoVation spirit．C0exists

now the socicty i11 the op邮unity a11d the challengc，when middle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dcvelop啊ent faced with increasjn—y Yan Jun impad，should boldly pmfit舶m tlle

acrobatic an the innOvation achicvement，in retains the oneself fine lradition ill the foundation，

continual readjus蜘ent own andmodem sodety unsu{table place，deVelopment仃aditional

ChiDcse p矗inting．

Thercfore I thought，initiates by now the social acrobatics art jnnovation a series of abou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transfb丌llation alld the deVelopment dircction question，as

well as concems these qucstiOns comprehension，the ponder，wjth solution．Has the special

p阳cticaI signjfic卸ce．

At pfesent domestic had the scholar t0 the ccr；埘ics and the traditi衄al Cminese paillting，

the Peking opefa alld mc tradit王onal Chinese painting and so on many aspects has c锄ducled

the quite tllOrough careful research，∞mpleted the acrobatics and tmdjtiOnal Chillese paiⅡtiIlg

tIlis theSis fof me h船provided tlle Very good illustration．Wb definitely might be fIIll of

c0商dence the iIln0Vation achievemcntwhich卸d obtains by now the sOcial ac坩baticS an

i|1nOvatiOn method for to rcst on foresee the traditiOnaJ alillese painting the futufe!

Keywor哇：alinese paintin＆acrobatics，inherits，innovates，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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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的杂技艺术，无疑是中国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国杂技艺术的创新是用杂技艺术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让世人通过观看

杂技来了解中国的文化。

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对陶瓷与中国画，京剧与中国画等者多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

的研究，为我做好杂技与中国画这个论题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我们完全可以满怀信心的

以当今社会杂技艺术的创新方法和所取得的创新成果为依托来预见中国画的未来!

所以我觉得，由当今社会杂技艺术的创新所引发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画变革与发展

方向问题的感悟，思考，和解决。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

方向问题的感悟，思考，和解决。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



第一章中国杂技发展概况

一、杂技艺术的产生与发展

杂技，起源于劳动生活，它孕育于中华原始文化，是一种能够直接反映各种技能的

艺术。它比较接近人们的生活，古代的杂技项目主要侧重于挖掘人本身肌体的内在潜力，

如：力技、投掷技等，它并不单单只为表现美，或表现某种情节，内容为目的。它最重

要的是表现技。原始的劳动技能，如上树、爬崖、打猎、捕渔等都蕴含着杂技的某些表

演技巧在内，弓箭、船、车等劳动工具的使用，到了超凡的境界，也可以说就是最原始

的杂技。张次溪的《人民首都天桥》关于杂技“掼子的说法就是最好的例证。盘损子，

早年此种技术极盛，二十年不见多矣，今天桥尚有，旧时习者大抵以棚匠为多，因精于

此技，搭棚时偶失足，易于挽救。”f11

这段话是说棚匠每天的工作都是在竹架之间进行，日久天长自然练成了攀缘横竿的

种种技能。若是将这些技术加以归类，提练及艺术处理，即是杂技盘掼子。所以从这个

意义上说，从猿进化到人的那一天，从原始人制造工具开始，就产生了杂技，它的萌芽

应该比舞蹈、绘画，诗歌更早，也就是说劳动创造了人类的同时也创造了杂技。

原始人因熟练的使用和操纵生活用具，而逐步将其发展成杂技项目的，到了今天仍

有很多踪迹可寻。比如杂技表演项目中的“钢叉”、“五虎棍”就是由原始人类熟练使用

树枝、棍棒等工具演化而来，杂技中的弹、射、投、掷等表演技巧，则是人类操纵弓箭

的结果。

一万年前，原始人自从发明了农业种植和畜牧，便进入了定居的生活，生活有了基

本保障。这也给表演艺术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最主要的应该是对动物的饲养，它对杂技

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原始人从捕获动物到对其进行畜养。从驯养动物再到对

其进行训练，然后将其用于娱乐，可以说这就是最初的马戏，在一些远古的文献记载中，

关于驯练和畜养动物的记载屡见不鲜《山海经》：

有苏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罢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

此诸天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百兽相与群居。『21

原始人类学会了种植农田，不必再以终日去追杀禽兽来维持生计。祭祀等风俗便臼

渐复杂，人类的游戏活动逐渐变得更加丰富，并且形成了传统习惯，向表演形式靠拢了

一步，虽然杂技的技巧、素材大都来源于劳动生活，但从生活素材上升到表演艺术尚需

一个发展过程，众所周知的火药发明，起初并非出于战争需要，而是杂技表演的音响及

烟火效果的需要而发明递造的。

原始的部落战争，对杂技的起源具有重大的意义，战争促使兵器的精良和武技的发
'



展，杂技中耍练兵器的项目相当多，如舞剑、拉弓、飞刀等等。民问杂技中出现的角抵。

就是起源出于人们对皇帝战蚩尤战争的追忆和纪念，所以角抵又称作“蚩尤戏”。针对

这一说法可以找到详实的记载，如南梁任防《述异记》中就曾说：【3】

秦汉间说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

今冀州有乐日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以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

据《列女传》记载，我国最早从事杂技表演的专业艺人，应产生于夏代，夏代最末

的一个暴君夏桀，荒淫享乐，在他的宫庭表演中，倡优和从事滑嵇表演的侏儒已经盛行

宫延。

有关商代的杂技史料中记载，商人可以教象跳舞，且重占人，由此得出商代必有幻

术的推论，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商代的卜辞中已有了球类表演的记录，庚寅卜，贞：手

舞，从雨。【4】

“0p”字，象两足在弄球形，“妒”舞，也是一种巫术的表演活动。可以看出是弄

丸，踢弄之类杂技的～种。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乐舞活动大力开展，民间也有各种游乐方式，出现了大批的

杂技表演专业人才，演员队伍的逐步形成，促使各项技艺向艺术表演的方向发展，也促

使一些技艺从乐舞中分化出来，杂技中的大门类、力技、形体技巧、耍弄技巧、高空技

艺、幻术、马戏和滑嵇戏的雏形，在春秋战国时期都已出现。

汉代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加之汉帝国与西域各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很好的

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杂技乐舞等表演艺术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东罗马帝国和天竺国

的杂技艺人已经开始到中原表演，“百戏”活跃于朝野。据载魏武帝曹操，不拘小节， 好

倡优，宴饮观舞时，每至欢乐，须浸杯中尚不自觉，他又好方土，秘术，广为招集奇人

异士，亦喜武技，乐舞，平定河北，剿灭袁民之后，曾于马上舞三巴， 表明自己是继

承正统，《记纂渊海》中就曾说他“增修杂戏，⋯⋯以备百戏。”可见杂技自古就被灌以

了政治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51

魏晋南北朝是宫廷杂技向极盛的隋唐时代过渡的重要时期，魏晋南北朝的技艺由

于地域阻隔，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南北各自不同的表演风格，南方风格纤细，如“逐鼠”。

鼠戏是让老鼠穿上衣服做荡秋千，爬梯子，系扣子等动作，其纤巧可知，蒲松林，《聊

斋·鼠戏》有云：f61

一人在长安市上卖鼠戏，背负一囊，中蓄小鼠十余头，每于稠人中，出小木架，置

肩上，俨如戏楼状，拍鼓板，唱古杂剧。歌声甫动，则有鼠自襄中出，蒙假面，披小服

自背登楼人立而舞。男女悲欢，悉合剧中关目。这些记叙，足可以反映出南方百毁柔美

讲究意境且精细。北方则为然。北方的君主们带有游牧的粗犷强悍之息，杂技节目如杀

马、剥驴之类惊验的杂技大为发展，形成了雄健的北方风格，到了唐代，封建社会进入

极盛时期，科学、文学、艺术、工艺、宗教等各项文化均有极大发展。具有历史传统的

杂技艺术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唐六典》载，当时唐帝国曾与世界三百多个国

家和地区发生往来，由于盛唐国际上的交往频繁，对杂技的需要增加，杂技节目也不断

增加了新内容。同时中华的杂技亦随同中华文化向四方传播，中国杂技通过陆地与海上



的丝绸之路西渐东传，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宋代是杂技艺术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演出及节目的创作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杂技演出的重点从宫廷转移到民间。瓦舍勾栏成为演化的主要形式，“社火”组织兴起，

“社”与“火”的兴起，促进了杂技节目的提高与创新，是宋代杂技繁荣不可忽视的因

素，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花样跳水”和“空中飞人”均出现在宋代。水上秋千的出现，

为以后高空杂技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宋代的元宵活动，可以说是对那时杂技百戏等

表演艺术的大检阅，大会演，对于杂技艺术的不断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出现了很多前

代未见过的新节目。体现了杂技回到民间之后的丰硕成果。

在宋代杂技表演中，能入勾栏的，俱是高手，但大部分杂技表演艺人都在瓦市勾栏

之外，流浪江湖卖艺谋生，他们被称为“路岐”和“村落百戏”是民间杂技演出的主要

群体，路岐望文生义，岐路就彷徨，流浪不定的意思，宋代诗人苏轼有“俯仰东西隔数

州，老于岐路岂伶优的诗句，但是比路岐人境遇更差的是村落百戏，他们大都是破产农

民，靠种地不能维持生活，使全家流浪卖艺，据《梦梁录，百戏伎艺》记载：

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传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

元代开始，杂技艺术流落江湖已成定局，由于中原文化艺术受战火破坏，杂技也遭

受摧残，进一步沦落为走马卖解的江湖把戏。民间杂技也备受摧残。元代社会存在着尖

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元统治者为了巩固专制统治，对民间杂技活动采取了严历的

控制，《元史刑法志》载

诸弄禽蛇，傀儡藏于撅钹，倒花钱，击鱼鼓，惑人集众，以卖伪药者，禁之。违者

重罪之，诸弃本逐末，习用角抵之戏，学攻刺之术者，师弟子并杖七十七。按这条法令

规令，不担不允许聚众进行杂技表演，连续习杂技武术的也要挨打。

元代虽重骑射，但却限制汉人，南人养马，其产连耕种用的马匹也要受到限制，民

间不允许耍兵器，耍弄节目也无法生存，总的来说，杂技艺术经元代近百年的压迫摧残，

地位沦落，以至明清时代再也无法恢复到艺坛主力的位置，但是它不仅没有消亡而且顽

强地延续着祖国，优良的传文化。

有着两千年谋生经验的杂技艺人，并没有因此而灭绝，而且与当时同样受压迫的文

人一起，投身于各个戏班中，为谋生计而共同奋斗，促使元代出现了多种以杂技为主要

内容的杂剧。元代杂剧《喜还京》中就有这样的写照。

鼓锣，鼓锣声催，施呈百戏，抹土搽灰做硬鬼，看舞傀儡，身份诙谐越样美。【7】

到了明清两代，古老的中国事实上己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者继承两宋以

来地主阶级的偏见，视杂技艺术为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江湖把戏，因此在宫廷也很少找到

有关杂技的记载，也很少用杂技表演来招待外国使节，杂技演出活动主要是在民间展开，

其主要形式是流浪江湖，撂地卖解或参加各种走会，承应堂会等。

明代刘桐、于奕正所编的《帝京景物略》如实地记述了北京清明节前后杂技艺人撂

地卖艺的情况：

岁清明，桃柳当候，岸草遍矣，都人踏青高梁桥，⋯⋯棚席幕青，毡地藉草，骄妓

勤优，和剧争巧。【8】
4



在这种形式下，明清杂技在形式上多为个人表演，父子师传的杂技发展，形成了小

型多样系列的表演。

为了对付统治者的镇压，杂技艺人在清代往往采取秘密给社，结伙的形式一个家族

或一个师门的成员，或同行之间有自己的联系方式，创立了自己的独立宣言——“春典”。

画符治病能知病缘者，日“火季子”

走乡送符取义，日“劈斧头”。

做戏法在茶馆内搭台，日“海李子”。

父日“日宫”，母日“月宫”。f9】

据说这些春典总共约有四五万字。杂技艺术正是利用这些语言相互照顾，彼此掩护，

把古老的技艺保存了下来。

中国杂技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兴衰浮沉，到20世纪前期，沦落到了难以生存的地步，

许多优秀节目失传了，不少杂技演员被迫改行。更多的流浪江湖的艺人，采取“生吞五

毒”滚钉板，下火海，当众割自己的肉来验证自己所卖药膏的灵验等，严重摧残杂技演

员身心健康的节目来招敛观众，挣钱糊口，这时的杂技已谈不上是什么艺术，马戏表演

也消声匿迹了，古老的杂技艺术陷入了绝境。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杂技的进程，杂技演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长期被

贬为下九流的杂技又有了生机。杂技作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不容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

得到了提倡与发展。

1953年“中国杂技团成立”，这是新中国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国家杂技团体，是文化

部建立的第一支杂技队伍，随后中国杂技团出访欧美各国获得巨大成功，在国内外都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对杂技队伍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中国杂技团在建团

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出访了十多个国家。通过杂技演员的精彩演出，使一贯视中国人为

东亚病夫的欧洲人，第一次了解到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智慧、乐观、文明的人民。

杂技演员也因此第一次被称为中国文化的使者，和平友谊的使者。1979年6月，在中国

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决定建立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这是中国

杂技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全国性的杂技专业性群众组织，随后在1981—1987的六年

中，中国杂技团共派出26个节目参加国际演出比赛，便获得金奖22项，其中包括11

硕首奖。获金牌60多枚，被誉为杂技强国。

1989年在河北省吴桥成立了以吴桥命名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这种国际性

杂技会，每两年一届，已成功的举办了10届。是我国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设施

最完善的国际性杂技艺术节，世界各大赛场的负责人，各杂技强国的著名杂技团体和国

际杂技名流都曾亲临吴桥杂技节，其运作水平、节目质量和国际地位都得到了国际杂技

界的极高评价，被赞誉为东方杂技大赛场。200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书记处收记曾庆等领导出席了第八届中国吴

桥国际杂技艺术节闭幕式，并观看了演出，这是对杂技艺术的充分肯定和对杂技艺术工

作者的极大鼓舞，是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历史性辉煌，体现了代表先进文化的前

进方向和重要思想。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S



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自创办以来，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俄罗斯

也称得上是世界上的杂技强国，他们的杂技演员都以能在吴桥杂技节上获奖为荣。因为

在吴桥杂技节上获得金狮奖的演员，将被俄罗斯政府给予杂技演员的最高荣誉一“演
员终身成就奖”，并享受国家最高级演员的待遇。中国杂技以其独特的魅力，在近年来

的国际比赛中屡次获奖，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第一杂技大国。”

二、杂技艺术的继承与创新

有着二千多年优久文化传统的中国杂技艺术，发展到二十世纪前期，曾沦落到难以

生存的境遇，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杂技艺术的命运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长期被

贬为下九流的杂技艺术，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倡与发展。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曾亲自调

查恢复组建杂技团的事情，并招集各地杂技演员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的汇报演出，

并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政领导人的肯定与鼓励。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十七年杂技艺术从恢复从向发展，杂技演员的工作重点是在继

承、整理，挖掘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如何从传统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杂技工作

者的首要任务。

杂技工作者所采取的创新方法是：

1、对旧时代杂技节目进行全面、彻底的分析。停演一批形象恶劣，有损身心健康

的杂技节目。

2、加强杂技舞台的艺术氛围，因为杂技长期的流浪江湖，演出的主要形式是撂地，

因此在以往的杂技艺术表演中只是“耍变练”组合，而忽视了形式美，为了促进杂技艺

术的创新与发展，各大杂技团，逐步建立起杂技艺术委员会，编导组，舞美设计组，灯

光音乐创作组及专门的艺术室来负责改革杂技节目的面貌。

3、创办了全国性的杂技专业刊物，如《杂技与魔术》、《杂技通讯》等为杂技艺术

交流，研讨技艺，沟通信息，培养建设专门的杂技理论队伍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杂技更

快的向新的高度发展。

五十多年来，中国杂技艺术在“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

在很好的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逐步形成了，既能体现时代风

貌，又有本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杂技艺术体系。



第二章 中国画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画的核心是笔墨，没有笔墨，就无由谈论中国画，中国画的魅力也在笔墨之美，

舍弃了这一点，就等于舍弃了中国画的命脉和灵魂，中国绘画大师黄宾虹就曾说过；“画

中三味，舍笔墨无由参悟。”【101换言之，没有笔墨，便没有了传统的中国画。纵观中国

画发展的历史，中国画的笔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千百年来，笔墨负载着历史沉淀下的

深厚文化内容，对笔墨的认识，是认识中国画最关键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画的生存与发

展，有笔有墨可以称得上是传统中国画的千年古训。

“笔墨”并不是“有了笔”，“有了墨”以后就自然产生的概念，“笔”与“墨”作

为一个有机整体，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二者直到唐代才被合到一起使用。

中国画用笔用墨虽然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但至少在唐代以前，“墨”的价值远远

不能与“笔”相提并论，因为在中国绘画的发展史上，“笔法”的运用远远早于墨法。

提出“六法”的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只涉及到骨法用笔“与随类赋彩”，并无墨法一

说。【11】直至盛唐王维以诗入画，仓4造出简淡抒情的意境。特别是对水墨皴染的追求，

采用“破墨”山水的技法，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山水画的笔墨意境对山水画的变革做出了

重大贡献，宋代梁楷的《泼墨仙人图》用酣畅的泼墨笔法，绘出仙人步履蹒跚的醉态，

可谓是匠心独运。

明代的徐渭，把中国写意画推向了能够强烈抒写内心情感的高境界，把在生宣纸上

充分发挥并随意控制笔墨的表现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八大山人以轶世之才，于笔

墨集先贤之大成，笔情恣纵，放逸不群，道劲圆秀，逸气横生，往往将物象人格化，笔

墨不同凡响，到了近代，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近代大师们，在坚守并继

承中国笔墨传统的基础上，做出了世人瞩目的成绩，受过西画，训练的画家如李可染、

傅包石等人，在自己的创作中或多或少的吸取了西画的技巧，属于传统范畴内的画家。

到了近代，由于徐悲鸿、林风眠等一大批留学海外画家的出现，使中西艺术进一步融合，

使中国画开创了一个暂新的纪元。

到了20世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西方的思想和文化破门而入。真可谓是“泥

沙俱下”，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画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一些人试图从

西方绘画观念来看待中国画的笔墨。这些对笔墨没有深入认识所引起的误解，致使传统

笔墨受到了忽视。有些人甚至想彻底放弃传统。认为中过画的笔墨传统已发展到了极限。

我们学习中国画的主要方式是临摹历代大师的作品，从谢赫将传移摹写作为六法之

一，便可以知道临摹在南北朝时就已经受到普遍重视，中国画笔墨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临摹历代大师的作品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中国画中的一些笔法技巧，正如学习中国

书法，只有不断复摹历代大师的碑帖，才能领会其中的技艺，只想通过自己的钻研来学

习，等到何时才会超过前人千百年传承的深厚积淀，拒绝通过临摹来吸收历代名作精华



就无法领悟运用前人的成功技艺，也很难认识到中国传统笔墨的丰富文化内涵，若是水

墨画家以西画观念来作画，在他们眼中的笔墨就等同于素描中的明暗调子，或者把笔墨

看成是以点线而组成的立体空间。这样的水墨画将失去它本来的面目，中国传统绘画历

来都强调以形写神，进而达到形神兼备的一种高境界，中国画的笔墨是以笔为主，而墨

只是起到一种烘托，渲染的效果，若是以西方的观念来看待中国画就是把笔与墨的主次

关系颠倒过来，也就是重墨轻笔，谢赫六法中的第二条讲的就是“骨法用笔”，他把中

国画笔法中的线条比喻成是人的骨骼，起到支撑全身的作用，换言之。没有中国传统笔

法中的线条，单有水墨，这样的中国画作品好比一个软骨病人，和西方的一些写实主义

绘画作品相比，此种有墨无笔的水墨画会显得苍白而无生气!中国画的笔墨深刻反映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但对笔墨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中国画有着悠久的历史

传统，它产生于中国人民的劳动与生活，和人民的思想、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千百年

来，历代画家，不断的刻苦钻研，推陈出新，使中国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

族气派，我们继承传统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扬传统，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

曾这样说过，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是发扬民族传统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我们中华民族的审美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做为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中

国画也需不断发展变化。近代西方的美术思潮大量传入中国，致使中国画自身发展的特

殊性和稳定性受到了影响。从一定意识上说，20世纪引发的一切关于中国画传统笔墨的

论争，引起了美术界同仁的普遍关注，主要有关冠中的“笔墨等于零”，张丁的“要守

住中国画发展的底线”，李小山的“该把传统扔到博物馆里”，关山月的“笔无罪，默亦

无罪”⋯⋯等等关于中国画传统笔墨的创新去留问题，除了中西之争，还有古今之争，

真可谓是“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但是笔精墨妙，是中国文化慧根之所在，

如果中国画不相消亡，就必须留住中国画笔墨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华。正如中国绘画

大师潘天寿所既：“笔墨取于物，发于心，为物之象，心之迹。”【13】可见传统的中国画

必须以笔墨为中心。也就是说没有笔墨就没有传统的中国画。绘画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创

新，中国画唯有在不断创新中才能不断向前发展。面对中国画的创新问题，应该以中国

厕优久历史传统为出发点去研究创新，因为世界上任何一种事物都是环境的产物，它发

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特征，发展成任何一种模样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中进化出来

的，所以说文化是人类对所存社会环境的一种反映，是环境和人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画当然也不例外，大部分中国画家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以中国画产生发展的历史

为出发点，主张要很好的继承中国画的优良传统，本着一种深度研究和重新认识的态度，

主张保留中国的艺术品质和中华民族的审美特征。并把它看作是中国画自身的固有的特

点和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中国画汇集了几千年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做为一种适合于中

国人的独特的审美心理，对整个东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存在的现实意义，就是因

为它是民族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经过多年的实践，对于中国画的传统问题我们

已经有了更加清晰正确的理解和态度，所谓继承传统，不仅仅指的继承哪种模式、哪种

技法，继承传统是指很好的理解和把握传统的本质和精髓。要以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为

基础，使传统具有更加深远的现实意义。那种背离了中国画传统的创新，到任何时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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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站稳脚跟，因为它不符合中国画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只有从传统的成分中寻求符

合现代意识的某些因素，重新认识传统才能达到真正意义的创新。80年代中期流行的所

谓新文人画风，这种看起来很遵守传统，很有中国画传统笔墨的画风，从侧面表明中国

画画家已经从追求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困惑中醒悟过来，又重新从自己本民族的艺术基

础出发，重新回到本民族文化艺术传统中，来谋求新的出路，但是所谓的新文人画的创

作实践并不能算做是成功的。因为他所谓创新作品的形式风格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是简

单的考贝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形式风格。基本应归属于一种形式上的以旧为新。而在精

神内涵方面对传统文人的创新和推进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新文化的一个致使弱点是远

离了社会和生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脱离社会和生活的艺术实践活动，好比无本

之木，无源之水，很难获得成功。

在当代美术领域，“实验水墨”一直是～些美术评论家争议的中心，“实验水墨”是

传统中国画的现代存在状态?还是当代艺术发展中的一种现象?是对传统的一种创新

还是彻底的背离?艺术批评和史学界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

来，一些画家对传统的水墨材料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更多画家通过大胆地借鉴西方艺

术中的一些程式、方法，创作出了一系列完全不同于传统中国画的水墨画，甚至一些美

术评论家也对此大加倡导，这些都从客观上反映出了一些中国画艺术家在中国画发展前

途方向做出的努力，然而，这种实验是在缺乏理论支持的前提下出现的产物。它不能形

成一种完整的艺术体系，在文化内涵的表现方面也是有限的，因此，这种实验带有一定

的盲目性。中国画要想使自己的传统发扬光大，就一定要坚持以保留中国画特色为出发

点，以中国画的传统笔墨为中心，来发展中国画。

我们常常提到所说的传统，并不是仅限于文人画范畴，杂技艺术，宗教艺术、工艺

美术、甚至远古艺术都是传统的一部分。

中国杂技艺术即有严密的继承性质，同时，又与姊妹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杂技作

为一种表演艺术，在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后，已由当初的纯技巧表演逐步成为一

种以技巧为核心充分利用各综合艺术手段，不断追求更高的审美层次的艺术，这是杂技

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国内外杂技界人士的共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文学为杂技艺术增添

了活力。

广州杂技团推出的全新的杂技剧《现在梦幻时——聊斋》这部杂技剧，观众在体验

杂技表演惊险刺激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文学作品才具有的意境。新、难、美是杂技的三

大目标，因为技巧上的突破有着生理极限等局限性，所以杂技的观赏性和娱乐性要用美

术来突破，而以往的杂技表演，多是一个个毫无相干的节目的技巧展示，而《金木水火

土》晚会和人们称作是杂技剧的《聊斋》等。编者不仅以独特的造型，奈张，前卫的服

装全新包装了杂技节目，并且还注入了文学元素。如《聊斋》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聊

斋走异》为创作蓝本，给每个节目以完整的故事情节，以四大主要角色贯穿全场，几个

节目相互连接，《火孤越障》然后是《碧空虹影》，《碧空虹影》之后就是《冰雪迷踪》，

让观众在一连贯的故事情节中得到艺术享受。

难因为纯粹的杂技表演缺乏灵魂，造成娱乐性和观觉性严重不足，导致观众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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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为了杂技的生存发展，杂技文学剧本便应运而生。因此也把杂技事业推上了另一个

高峰，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杂技，要想在新的时代赢得更多的观众，在世界舞台上

赢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对自身进行改革、创新。文学与杂技的结合，给杂技技术带来了

新的广阔空间，文学剧本能给零散的杂技节目提供一条合理的线，这条线甚至可以成为

杂技的灵魂，当文学剧本成为节目的一个中心，无论音乐、舞美、灯光，还是 节目

的编排，都向剧本靠拢，整个节目就会做到形散而神不散，精彩的文学元素还能赋予杂

技表演更美的意境和更加深遂的文化内涵，从而更好的满足观众的欣赏要求，杂技在这

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尝试。

纵观杂技艺术以及发展的历史，清晰可见。古今杂技艺术在两千多年的时间两端互

相辉映，至今我们可以看到彼此的传承与影响。在这种历史氛围中，中国杂技才得以不

断创新、不断发展。

主题杂技晚会是九十年代初中国杂技舞台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演出形式，一般的杂技

晚会，通常上都是由若干个互不关联系的节目组成，而主题杂技晚会，却是把多个杂技

节目用一种思想、一种情调、一种意义、一种文化观念，有序的串连在一起，组成一个

有机的整体，使得整台晚会都富有一定的意蕴，在杂技界，这种形式的晚会被称作是主

题杂技晚会，当然，对于杂技而言，它不能像文学戏剧那样，具体、生动、鲜明的反映

主题。它和标题音乐相类似，往往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主题杂技晚会是以杂技为主体、

吸收舞蹈、美术、音乐、武术、游艺等多种姊妹艺术因素融为一体，结合现代灯光、

音响、舞美多种艺术手段相互配合，尽可能创造出既能表达主题立意，又能体现独特个

性的新主题杂技晚会，使观众在欣赏杂技高难、新奇技艺的同时，体味多种艺术手段共

同营造的意境之美。

主题杂技晚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宋代的元宵杂技晚会可以说是现代杂

技晚会的雏形，杂技在古代被称为百戏，鱼龙百戏或散乐百戏。汉代的著名科学家张衡

(公职元78年——公元139年)在《西京赋》中，所描述的就是皇家主题杂技晚会。

创新是杂技艺术的生命，杂技与其它艺术一样，创新是前提，但是我们所指的创新

是指在继承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我们地杂技几千年悠久历史积累视而不

见，就会使我们的创新失去根基，失去自己的特色，最终失去自我。例如杂技节目《手

技》合着音乐在《土耳其进行曲》的旋律中进行表演，可以说是杂技艺术与音乐完美结

合的典范，有人说得好，因为杂技姓“杂”，所以什么都可以为其所用，各种姐妹艺术

的表现手法都可以在杂技上体现，现代的中国杂技艺术以自己本民族优良传统为出发，

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各门艺术的先进成份，才使其在今天获得了如此殊荣，并被世人誉为

“不败的奇葩”!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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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杂技艺术的创新对中国画未来发展的几点启示

一、《车马出行图》与《韩熙载夜宴图》的对比研究

中国杂技艺术的创新是用杂技艺术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让世人通过观看杂技

艺术来了解中国的文化，我国汉代文物中留下了大量刻石、刻砖，这就是著名的汉画像

石，其中描绘了许多杂技表演的生动场景。使后人在几千年之后仍然可以领略到当时杂

技艺术的高超技艺水平。及其浓郁的民族特色。

2004年5月份我在西安博物馆见到一块东汉时期的画像石，《车马出行图》，该图长

约1米，高约60厘米，周边有传统纹饰边框，凝重典雅，画面左下方是三人四骑在前

引导，二辆车马随行其后，往上看则是让人嗔目的空中绝技，惊险绝伦，共五人在上表

演，可分为二组，左侧车中御者顶起一根竹杆，上面蹲坐一人，与前面车中御者拉起一

根绳索，绳索上面的演员在上面自如行走，而且摆出婀娜姿态，视若平地。更加难以至

信的是绳索至于少与地面倾斜为45。角，使演员的表演难度加大了几倍，并且这种表演

是在车马疾速行驶的过程中，在高空进行的，在前头马的奔驰姿态几乎是四蹄蹬开，可

以想象得到当时车马行进的速度，右边一组，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左侧车中御者手中执

一立杆，这根立杆较前者更高。杆上有一小载横木，横木右侧倒挂一人，此人在倒挂状

态下左右侧臂掌上各托立一人，且姿态各异。虽然画中人物不多，却给人～种扑面而来

的万马奔腾，排山倒海的阵势，你的好奇心在感到惊诧的同时更会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

震慑。似乎有一支雄混的乐典，穿过时空的遂道，从远处呼萧而来，那种惟妙惟肖，于

变万化的场景呼之预出。

当时在西安，摆在凝静角落里的那块青砖，曾激起我无限的暇想，在同伴的摧促下

我急急的拍了张照片便匆匆离去，可刻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即使回来后好久，仍旧挥之

不去!

汉代，那已经离我们远去的鼓角争鸣，虽一去不复返。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

那种无畏艰难险阻，勇于拼搏，勇于进取的浩然正气，依然代代相传。自古至今，“新，

奇，险”是杂技的三大要素，“奇”、“险”，望文生义，当然是挑战自身内在潜力的极限，

“新”在当今的杂技中更多的蕴含了诸多形式美因素，上述汉代，《车马出行图》中就

蕴含着大量古典形式美因素。《车马出行图》通过滚动的车轮，奔驰的骏马，与直立却

相对静止的竹杆，形成了两种对比悬殊的动静组合，杆上演员或行走，或倒立或蹲生杆

头，这样又形成了一系列的动静对比，整个画面给人的感觉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而

且前后二组车子通过御者手中的绳素和杆头蹲坐者手中的绳索，有机的组合起来，把前

后两组独立表演的画面很好的贯穿到了一起，进而达到了一种形散而神不散的效果，画

面上马向右跑，人向右左走，这一左一右，一里一外，一上一下，～高一低，就仿佛是

现代社会最先进的一部可以摇动行走的摄像机。可以让我们做到移步换景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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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让我们所要描绘的对像一个一个向你扑面而来，生动、具体、

而又不显得零乱。

画面处理连贯流畅，富有节奏感，虽然我们见到的画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我们

可以推断得出来，当时画家是想把不同形式，种类的高空杂技表演活动组织到同一幅画

面上，整幅画面一定是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但仅从现在我们所见的这部分画面看，整

个画面组织得也特别流畅，《车马出行图》中作者仅用一根细绳，就把前后两组杂技表

演场景巧妙的连到了一起，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简练手法，犹如中国的旧戏剧，不用

布景，只用手势，眼神等动作轻描淡写却让观众感到周围的景物历历在目。

《车马出行图》人物接近于写实，杂技女演员体态丰盈优美，简单的人物头部刻画，

虽不能清晰见眉目，却能感受到杂技演员的神宁气定，虽身处高空，却丝毫不现惧色。

这也许就是我国古代绘画传统中最早的一种意像表现手法。这种超乎一般的心境一直到

了近代，在几十年前，我国著名书画大师齐白石先生才恍生顿悟。日：“妙在似与不似

之间。”解决了多少年来艺术界一直争论不体的在于艺术创作中的基本问题，自古就有

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我认为我们几千年的深厚民族传统文化里

蕴含着无穷的我们在当代创作中可以借鉴的东西，我们的传统里何止精华，用现代的词

说全是精华素，它像夜空的繁星一样，闪烁在华夏几千年的艺术长河中，只要我们努力

刻苦学习，很好的理解传统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我们就会有一双能够很好的重新认

识发现传统中精华的慧眼。我们的国画界就会再多出几个齐自石一流的大家，我们的创

作，就会做到既不偏离民族传统，又富有新意。

记叙汉代杂技表演的画像砖《车马出行图》独特的构图方式，构思技巧，对后来的

中国画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家熟知的五代画家顾宏中的《韩熙载夜晏图》的构图

方式，表现手法，我认为就是引用了汉代画像石中杂技表演的这种独特的构思方式。

《韩熙载夜宴图》【14】在构图上随着情节的进展而分段，以屏风为间隔，通过听乐，

观舞，歇息，清吹，散宴等情节，叙事诗般描述了夜宴的全部场景，在构图上，画家使

每一个情节，每个场景都相对独立，通过屏风，杯盘等器物把画面统一在一个严密的整

体布局当中，繁简有秩，动静结合，虚实相生。富有极强的节奏感，人物动势变化丰富，

疏密有序。在艺术处理上打破了时间概念，把不同时间进行的活动组织在同一画面上，

每个场景既相互接连，又有各自的独立性，描述各个独立场面，能够单独成画，又是一

个统一的整体。细观两幅作品，《车马出行图》通过高低不等的长杆，把画面分割成多

个独立的场景。《韩熙载夜宴图》则是通过向各个角度倾斜的屏风，把各个场景组合在

一起，二幅画中贯穿全局起到纽带作用的实物虽不同，却意义相通，两幅作品中的主要

人物五官都没有运用写实手法，而人物的心理状态，或安祥、或颓废的面部表情却展现

得淋漓尽致。象这样的例证还有五代画家周文矩的作品《重屏会旗图》等，可见我们的

中国画艺术，在很早以前的发展过程中，就很好的借鉴了其它艺术模式中有益于它自身

的创新模式，我们现代的中国画创新也不必囿于一定的套路，要广泛汲取一切姊妹艺术

中有利于我们发展创新的因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更好的发展我们的中国画。东汉

画像砖《车马出行图》和五代中国画有作品《韩熙载夜宴图》的成功借鉴，就是一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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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例证。

韩熙载夜宴图

车马出行图



二、杂技艺术的创新对中国画未来发展的几点启示

启示一

中国杂技艺术的创新是用杂技艺术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让世人通过观看杂技

艺术来了解中国的文化。而当代中国画作品却缺少能够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力作，

中国画要创新就必须增加中国匦传统文倦内涵，因为文化的含量决定书画作品的质量。

中国画笔墨工具材料都是传统的，不仅要使笔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新的内涵，而

且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中国画的工具材料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创新，中国画创新不必

囿于一定的套路，要使各种材料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技法，造成某种特定的画面效果，

因为可徽可悟的境界才是商家孜孜以求的。

中国画有它特殊的发展规律，保证7它能够做到“移步不乱形”，绘画也是一种特

殊的文化，任何一种艺术的分类都是以本民族传统文化为标准位的，虽然中国画这个称

谓出现辅较晚，但作为一种单独的艺术体系，艺术门类，它的某些基本理论的提出，基

本状态的形成，基本体系的完善都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中国人发明纸的目的无非

是为了蕊灏写字。后来，根据中国画里创作的需妻还发明制造了文房四宝，它对中国人

在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j及对中华文华的继承与延革方面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哪个人三

言两诱鼹说清楚酶，审霹古代关于传诵“笔、墨、纸、砖的文章数不胜数。”．

关于古代中国画颜料的使用，在原始社会的遗址中已经找到了例证，纸从产生到现

在也I已经有二午多年的历史了，一赢传承系今，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星，中国画拥有

了它专用的须料，专门的工具，专用的表现方法，它也从侧面反谈男一个民族的文化发

展方向，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西方文化的长驱直入，一些人开始寻求以西方的思维模

式，绘画原理来改造中国画，初衷是好的，但结果确不容乐观，一律西化模式下制作出

来的“所谓中国画”已变得面目全非。更有甚者认为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笔墨，已经发展

到了终点，已是穷途末路，大喊彻底抛弃中国笔墨传统，一切从零开始!这种观点同样

使中国画的发展前途变得更加迷惘，究其原因，这些只不过是在中国画创新过程中，一

些人对传统的认识不够深刻不够全面所引起的误解，创新是中国画发展的主线，世界上

任何事物自产生就会不停的向前发展，不发展势必会消亡。中国画也如此，但是我们所

说的创新是在继承中国画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创新，如果偏离了中国画传统，用当下最

时髦的一句话说，中国画也不将姓中了，那我们的创新意义何在?

现在我们经常提到传统这个词，那么到底什么才叫传统?有笔有墨就是传统吗?我

们在国画创作创新过程中，什么都可以采用。比如吴昌硕画画向来不用白粉，他说白粉

是外国的，那么他不用白粉画出的画就一定是传统绘画吗?但是齐白石画画专用洋红，

洋红肯定是外国的，白粉和洋红显然都是外国的颜料，他们画出的画哪个才算是传统绘

画呢?再比如说：

宣纸是中国传统绘画中常用的材料，可是在唐代，中国画大多都是画在纸上的，那

还算不算是中国的画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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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被历史上所认可的文化上的创新都可以说成

是传统，当今，我们有些人似乎把创新这个传统给忘了，而且把想彻底毁灭中国画的乱

画行为叫创新，我们的中国画是一个优化的系统，让人易于理解，易于接受，万变不离

其宗，不管中国画如何发展，如何创新，它都不会变成西洋画，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的

进程，面临当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进行中国画研究创作的画家如果脱离了当今的社

会现实，是不可能实现中国画的发展乃至创新的，随着电影、．照相机的普及，我们的视

觉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西方科学文化，思维方式的深入会让我们的头脑一时间不知所措，

古人讲究“行万里路”，可是现代的交通工具可以让你一目之内就可以达到行万里路，

所以我们要更好的发挥我们自身对事物的感悟能力，认知能力。这样我们才能把具有当

代思想感受的人，很好的游刃于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中，有些人认为中国画家在

思想上就一定很保守是不正确的，中国画家应该是最现代化的人，他们看的是现代的电

影，穿现代的服装，有着现代的思想。但是现代的中国画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们更

加注意眼前的这一切变化都是从他们的心灵内部发生，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一切心底的变

化，包括情感，思维和视觉上的一系列变化，如何才能通过绘画语言转变成当代的样式。

通过笔墨形式把它记录下来，作为后世对我们认知这个时代的参照。我们中国画家实际

上也是在当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我们对当代世界的种种感悟，把我们的认知转变

成了中国画笔墨元素。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说的中国画

的现代化，中国画的传承发展及创新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我们中国画的系统是一个创化的优化系统，其架构就是让你开放的，让你接收的。

因此，我们不用担心它会变成西洋画，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不会变。因为，它从感觉

方式，认知方式，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演进方式，评判方式完全给作者一个系统的完

整的构架，这对于中国画形成体系起到了了不起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它最

能完整的代表中国的文化。【15】

我们的中国画缺少能够反映传统文化精神的力作，中国画要创新就必须增加中国画

的传统文化内涵，因为文化的含量会决定书画作品的质量，要建构起中国画与世界主流

文化的融合，就必须站在中华民族科学与文化伟大复兴这个战略高度，对传统再认识，

来完成彻底进行文化上的反思，从更深层呼唤传统民族文化精神思想，找回最有力度的

文化精神和文化表现力。

启示二

文学为杂技艺术增添了活力。

纯粹的杂技表演缺乏灵魂，造成娱乐性和观赏性不足，杂技剧本便应运而生，当文

学剧本成为节目的一个中心，无论音乐、舞美、灯光、还是节目的编排，都向剧本靠拢，

整个节目就会做到形散而神不散。精彩的文学元素还会赋予杂技表演更美的意境和更加

深遂的文化内涵，从而更好满足观众的欣赏要求，杂技在这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尝试，我

们的中国画创作也应增加文化内涵，让中国画作品成为能够代表中国当代文化的展示平

台及窗口，向世界传播。



启不三

主题杂技晚会是中国杂技艺术走向世界舞台最成功的创举，注重发扬民族风格、民

族特色以及正确的舆论导向，是中国杂技艺术走向世界大舞台的决定因素，而中国画恰

恰缺少这个舞台。

中国杂技今天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归功于它有一个正确的舆论导向。杂技工作者一

直视杂技艺术的创新如生命，而且他们的创新是在继承杂技优良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之上

的创新。建国前，杂技艺术倍受冷落，为了赢得更多的观众，在杂技艺术的创新过程中，

也曾出现过一些偏离杂技优良传统的丑劣节目，就拿耍花坛为例，这个节目可以说是地

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杂技节目，原来的表演是演员手，足，头，背个部分抛接瓷坛，瓦缸

等，投掷技巧准确，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耍坛这类节目的比较出色的名家。但是这个历

史悠久的传统杂技节目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经被弄的面目全非，某些杂技演员不

去继承发展它的表演技巧，而是由一些身材魁梧的男演员顶着沉重的坛子，嘴里却像女

人似的扭扭捏捏的哼着一些小曲儿小调来迎合某些观众的低级趣味，一直是这个有着悠

久历史文化传统的节目日渐衰退，形象也变得庸俗不堪。五十年代著名花坛艺人佟树旺

率先改革了这个节目，清除了与杂技表演无关的内容，表演成为头顶脚踢等新的技巧，

并且在一九八七年法国举办的首届《未来节》少年国际杂技比赛中，荣获金奖中的首奖。

中国画在创新过程中也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情况，我们也殷切希望中国画坛上也多

出现几个像杂技艺术家佟树旺这样的人物，能够在本民族艺术偏离传统的时候，及时力

挽狂澜，使我们本民族的艺术能够在短期时间内完成最快，最完美的自身修复，重新焕

发出传统艺术光彩。

中国杂技艺术在创新过程中的显著特点是注重发扬民族风格民族特色。例如新疆

的巧耍萨巴依，内蒙的对传马鞭，广东的杂耍，这些都是以抛掷为表演技巧的节目，但

是由于创作者选择表演技巧的重点不同，使用的服装、道具、伴奏的乐曲不同，使得同

一类型的节目产生了不同的舞台形象，表演情调也独具特色，不仅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提

倡创新的自己的独特风格，它们也力求同一个团的同一个节目，几组演员间也要各具特

色。例如武汉杂技团的节目“顶碗”，三十多年中共有四代演员练习过同一节目，但是

新演员所演的技巧与风格都各不相同，50年代之初夏菊花的软腰顶碗，从优美的姿势高

超的表演水平获得了第三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到了80年代第四代顶碗演员李丽萍，

以单脚举碗连续扭腰旋转，以前胸为轴心的乌龙绞柱等大幅度的转体技巧给顶碗节目以

新的形象，使恬静的顶碗造型加进了旋风般的速度，整个节目变得刚柔相济，高潮迭起，

这个节目于1985年荣获第四届摩纳歌国际杂技比赛首奖——金小丑奖。而广州杂技团

的高梯顶碗，上海杂技团的双人对手顶碗又与武汉顶碗不同，以其独特的创新技艺，分

别获得国际比赛金奖，而从全国范围来看，顶碗这种节目表演有着不同技巧及表演风格。

可谓异曲同工，百华齐放。总之，中国杂技艺术通过创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然百

中国杂技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在国内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表

演艺术充斥着我们的眼球，各种花样层出不穷，都在努力抢夺着观众这个市场，在国际

上杂技的发展也更是日新月异，杂技艺术表演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日益激烈，无论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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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场还是国内赛场杂技艺术表演新样式不断涌现，面对国际国内的严峻挑战，杂技工作

者们采取融入当今杂技世界大舞台的竞争方法是：

1、加强对杂技艺术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解放思想民，广开渠道，从各个层次，

各个角度来挖掘传统，大力改革现有的节目，创作出更多的具有新技巧、新风格、新气

质的优秀节目。

2、杂技技术的创新取决于杂技创作者的文化素养，就全国范围来看，杂技在这方

面相对还比较薄弱，针对于此，杂技创作者认识到杂技创作者的文化素养决定杂技艺术

的发展创新水平，创作新节目的关键是要拥有一支很优秀的创作队伍，及大批进行杂技

创新的专业人才。因此，迅速培养专业的舞台编导，杂技教练、音乐、舞台美术创做等

专门人才是最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因为杂技演员是杂技艺术创作的直接体现者，杂技

演员自身的艺术修养将直接影响到杂技艺术作品的质量。因此，必须尽快地提高杂技演

员的文化素养，使他们成为既有高超的杂技裘演艺术水平，又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

同时又精通音乐、美术舞蹈，文学警方砸修舞的文艺工作者，为了使杂技向更高的层次

发展，杂技工作者们非常重视杂技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而且他们逐善于吸取正反两方

面的经验教训，进而认识到中国杂技艺术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从而引导杂技艺术迈向更

高、更新、更美的艺术高峰。

由此可见，杂技艺术今天所取得的创新成果，决不是杂技工作者在哪一单方面的偶

得，而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启示四

杂技工作者把杂技人才的培养作为杂技事业发展与创新的首要任务，我们的中国画

教学也应该借鉴杂技艺术的培养模式，在学校中升华技艺，在我们小学课堂上多增设一

些中国画鉴赏临摹课，国家对中国画的对外宣传要加大力度，要建立专门的“中国画临

摹学院”，“中国画鉴赏学院”等～系列专业院所，增进交流、扩大影响，提升中国画在

世界艺林中的独特位置。

要想使杂技艺术的魅力经久不衰就必须与时俱进，所以杂技人才的培养已经成为关

系杂技事业发展与创新的首要任务。有的杂技演员8岁，10岁就拿了金奖，可是随着他

们年龄的逐渐增长，出路却成了问题，旧有的师承方式已无法满足当今社会艺术发展的

需要，因此，近年来杂技界根据目前杂技教育的现状，对提高教师的综合素养，培养高

素质人才队伍，健全完善杂技教学大纲，改革现有的杂技教育体制等方面进了深刻的探

讨和实践。一批杂技类综合艺术学院如濮阳杂技学院等，专业的杂技艺术学校脱颖而且

出。杂技的综合素质教育被提上了日程，据新华网2006年2月26日电，2003年2月

26日中国杂技协会与北京师范大学签定合作办学协议，共同开办文化艺术事业管理大专

班，专门培养杂技人才，这标志着中国杂技人才培养向高等教育迈出新的一步。

中国杂技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的杂技之乡也有多个，像山东的聊城，江苏的盐城，

河南的濮阳，湖北的天门，河北的吴桥等。但是从群众基础，对外影响而言，最著名的

当数吴桥。据吴桥县志记载，在吴桥县小马厂村出土的距今约1500年前南北朝东魏时

期的古墓壁画上，就描绘着倒立转碟，马木等杂技表演形象。但是吴桥在全国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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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在元朝以后，元朝建立后，首都由河南开封迁至北京，河北吴桥杂技便开始繁荣起

来，对外影响与日俱增，直至今日，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著名“杂技之乡”。吴桥位于

中国河北省东南端。共有449个自然村，凡乎村村都有杂技艺入，乃至国外20多个国

家的著名马戏团里都有吴桥的杂技艺人。吴桥有一酋世代流传的歌谱可以概括说出吴桥

杂技发展的情况“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16】

另外吴桥还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杂技人才的中等艺术学校一吴桥杂技学
校，1999年吴桥杂技学校由国家文化部批准成为吴桥杂技艺术培训中心，可以面向全世

界招收留学生。承担起了为国内外培养杂技专门人才的任务。

中国画也应该加强基本功训练，应该在小学阶段就开始进行中国画的培养。应该在

小学阶段就适当的增设一些中国画鉴赏及临摹课程，我们能够将英语的学习进行得如此

全面深入，相信在中国画的学习开展方面也会收到同样的成效。我们国家更应该多建立

几所专门的中国画研究院，对外广招留学人员，扩大中国画在世界各地的影响，保护中

国画的品牌意识，提高中国画的知名度，增进国际间学术交流。国家应该建立专门的中

国传统艺术博物馆，进一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增进对外交流，扩大对外影响。只

有如此，中国画在当代的伟大复兴才会咫日可待!

中国画的教学也应该借鉴杂技艺术的培养模式，在学校中升华技艺。一个杂技表演

艺术团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它有没有非常优秀的杂技演员，而作为一个学

校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好的老师，古语说得好：“名师出高徒”，一个教师文化素养，

教学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他的教学质量，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现在都讲经济效益，有

些教师已经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学生身上，这也不再是个别的，特殊的问题，而且当今甚

至已经演变成一种社会现象，现在还有的老师把精力都放在了摘自己的创作上，忽视了

对教学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某些经济效益及社会功利忘记了自己在教学过程中

的角色，没有合理调配好公、私这两种利益关系，不能算做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教师，

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某些院校的国画教学日渐消退，做为中国画专业的教学人员，要时

刻鞭策自己，认真的研究数学，不断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而且要把书法提到国画教学

的日程上来，古来就有书画同源，同流之说，历代的大书法家大多也都是著名的画家。

中国画教学应该把书法作为中国画写生、临摹，创作的基础。因为中国画是以线造型的，

而书法则是纯粹的线条艺术。简单的说，一个很不重视书法的国画学习者。很难成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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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气的中国画大家，当然书法的学习如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我们不可能在国画的教

学上大块安排课时，但我们应该把它作为日常的一种功课。让练习书法成为国画学习者

的一种习惯。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就曾这样说：“画到高度是写，书到高度是画。”

这两句话对于我们书画学习者来说，是一种点悟，用两句唐诗可能概括出我们读后的心

境：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妄言。

这种感悟应该说是我在读完杂技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了解到它们对传统的继承模

式及创新方法，乃至看到杂技今天的创新成果之后。对中国画未来的发展的一种设想。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进美院就都是美术家了。在学校的几年时间和我们每个忠爱艺术的

人的艺术生涯比起来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学习中国画好比马拉松，要坚持不懈，持之

以恒，过早的追名逐利，过早的结壳，只会桎固我们的手脚。

杂技之乡吴桥之所以能够享誉海外，是因为那里的人们从小就非常注重杂技基本功

的训练，在吴桥不管是花甲老人，还是刚会走路的娃娃，对于杂技表演都能来上一手，

杂技是表演艺术家蓝天曾经说过；“孩子是未来杂技的希望”，杂技今天的辉煌，一是取

决于它的基础培养方式，二是取决于它为自身营造的生长、生存的环境，如果不是吴桥

人民上下齐动员，把杂技变成一种日常的公众学习娱乐项目，吴桥杂技也不会有今天的

成就，古来就有“孟母三迁”的故事，可见，环境对于人才的培养向来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我国古代一切日常活动都要靠毛笔书写来传输，来记录、来表达。毛笔是日常生活

中的必须。所以在古代甚至饭馆里的伙计，都能写出一手上等的书法来。而在当今社会，

科技高速发展，先是钢笔、炭素笔代替了毛笔，从而提高了书写效率，后来电脑键盘又

带替了钢笔、炭素笔，试想十个手指头一起飞速运转，当然要比以前单手运作快得多了，

可是作为中国画安身立命根本的毛笔在日常生活中却变得消声匿迹了。中国画彻底脱离

了适合它发展的氛围，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对中国画自身生存发展的一种重撞。

针对于此，我们每个中国画的研习者，都应认清当今的社会现实，我们手中提的不再只

是一支毛笔，提的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伟大复兴的使命。我们要重新回头对传统进

行新的反思。在新的时代附予传统新的文化内涵，努力营造适合中国画发展的氛围。使

中国画在当今社会发展中重新找回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与文化表现力。

杂技艺术是通过舞台走向世界的，中国画恰恰缺少这个舞台，当今国内举办的一些

中国画展览，特别是日渐兴旺的各类邀请展，参展作品往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致使很

多好的作品得不到展示。国家对中国画的扶持要加大力度，最好也创办几届像中国吴桥

世界杂技艺术节一样的国际盛会，领导部门对中国画要有适合时代发展的新举措，使中

国画创作者的智慧、才能、胆识与灵性在21世纪得到充分显现。



结 语

当今社会，全世界的人们都需要美、需要娱乐，所以杂技便有了它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是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审美需求也随之不断提升，中国画

作品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文化底蕴是其它艺术门类无法比拟的，现代人喜欢特色，追求个

性，因为中国画姓中，所以我认为它是最有个性，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

中国画和中国杂技都是中国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杂技艺术的创新是用杂技艺术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让世人通过观看杂技

艺术来了解中国的文化，而当代中国画作品却缺少能够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力作，

我们要大胆借鉴当今社会杂技艺术的创新方法。增加中国画传统文化内涵，对传统再认

识，找回中国画最有力度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表现力。中国画的伟大复兴咫日可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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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文通过对杂技与中国画两种传统艺术的对比研究，试图从杂技艺术的发展创新过

程中寻求中国画未来发展创新的某种启示。

所以我觉得，由当今社会杂技艺术的创新所引发的，一系列关于中国面变革与发展

方向问题的感悟。思考，和解决。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给予我的指导，以及张琨、刘天浩、

赵凌飞给予我的鼓励与帮助。

赵凌飞给予我的鼓励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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