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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视角考察建湖“十八团"杂技

李光华
(盐城工学院体育教学部，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采用实地考察法、访谈法、文献资料法等研究方法对江苏省建湖“十八团”杂技的起源和

发展进行追踪调查，从休闲角度以文化视角对建湖“十八团”杂技的文化渊源进行研究，就如何

继承和发扬建湖杂技技艺的优秀文化内涵，以民间传统技艺、文化的传承、传播为研究背景，探

求传统文化对促进江苏文化体育强省建设的价值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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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13日我国第三个“文化遗产El”

中，建湖杂技被入选国家级“非遗产”保护名单。

建湖作为我国杂技发祥地之一，由于其独特的地

理条件和人文环境，该地区的杂技项目逐步形成

了独特的地方风格，这里的杂技历史悠久，源远流

长。本文着重考察建湖杂技的发展现状，同时查

阅市、县、镇地方文献资料，实地考察了建湖“十

八团”所在地庆丰镇，分析建湖“十八团”杂技文

化发生、发展的条件和原因，探讨建湖“十八团”

杂技文化演变规律，揭示建湖杂技文化本质，以促

进建湖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发展、传

播，进一步加快江苏从文化、体育大省向文化、体

育强省迈进¨。。。

一、江苏建湖“十八团"杂技的起源

1．“十八团"的发源

实地考察江苏盐城市建湖县庆丰乡，八十华

里方圆内有十八个村庄，过去统称“十八团”，俗

称盐城西北乡。在古代，盐城东临黄海，沿海滩涂

尽为盐场，是传说中的凤沙氏(古代部落首领)率

领民众“煮海为盐”的地方。起初，人们用“官铸

官给”的“盘铁”作为煎盐的工具，一副硕大的盘

铁分为四片，每片又分成若干块，由各盐户分头保

管，煎盐时再聚到一起，用铁栓拼成一副大盘使

用。盘铁又大又重，分成小块便于保管，二是为了

让各盐户相互牵制，以防私煎私贩。到了汉、唐时

期，煎盐改用铁锅。铁锅虽比盘铁煎盐方便，但仍

然很重，而且要架在较大的盐灶上，每灶由多家

“产户”共煎共煮，叫做“团煮”、“团煎”。这样，

“团”就成了盐区的生产组织，每个盐场下设若干

“团”，每个“团”又有若干“炉户”，各场“炉户”聚

“团”煎盐，不得离“团”单独私煎口J。这里文化底

蕴深厚，在秦以前即有滩舞(古代在腊月间驱除

疫鬼的仪式与跳的一种带着面具的舞蹈)，秦汉

时即有百戏(杂技)活动，县境遗存的石刻、壁画、

墓碑、文物中对此均有生动的描绘和记载，“十八

团”便是当时百戏的一个大型集散地。1980年在

“十八团”附近草堰口丰产村发现一批西汉墓葬，

墓室的壁画上就绘有类似现代摔跤的“角抵图”。

在建湖蒋营镇的收成村，建于唐初罗汉院前的广

场上有一“优台”，专门供表演乐舞、百戏之用。

优台的墙体上刻有扛鼎、寻撞(爬杆)、吞刀、吐火

等杂技表演的画面H J，这些都说明“十八团”是建

湖杂技的源头所在。

2．“十八团”杂技的形成期

早在汉唐时期，“十八团”的杂技节目几乎都

来源于体育休闲游戏，古代盐民生活极其艰苦，劳

动强度大，劳动之余根本谈不上有文化娱乐活动，

只有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大祭的时候，盐民们才有

机会搞一些体育游戏活动，此类活动不但含有娱

神祈福的良苦用心，而且可以藉此激励人们生存

的信心和勇气，后来渐渐带有竞赛性质，通过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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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来比试体力和技巧，十足体现“十八团”人争

强好胜的性格旧1。自古以来，“十八团”近百里方

圆内百姓对杂技情有独钟，男女老幼随时都能亮

出一手，每当劳作之余，从几岁的孩童到年老者，

都乐于利用就便的劳动工具或生活工具，在田间、

村头、场头、院落、河边练功习艺，一来自娱自乐，

二来锻炼身体，长期下来，逐步形成了当地特有的

一种民俗，逢到节日或坊铺开业、生日庆典、男婚

女嫁，人们都会请杂技班子前来表演，以浓化欢庆

气氛、愉悦心情，此风一直延续至今。在“十八

团”的发展阶段，许多动作都是从模仿古先民的

战斗生活而来，没有很大的创新性。明朝初年，朱

元璋实行移民垦殖政策，苏州一带有部分杂技艺

人被迫迁至建湖“十八团”，加上原来在京城受当

地戏曲排挤的本地杂技艺人，陆续回故乡安居，从

此建湖“十八团”就成为杂技家族聚居之地。据

记载：当时“十八团”共有二百多户，其中高、吴、

周、徐、陆、万、夏、董、廖、张十大姓，人丁兴盛，身

手不凡，被称为“杂技十大家”旧J。在“十八团”附

近，由于牧草茂盛，官府在此设有两淮马政牧马

场。明永乐年问，“杂技十大家”纷纷买马，增添

马术、驯兽等新的表演项目，人们始称有马的杂技

班为“马戏班”或“马戏团”，没有马的则称“把戏

班”。清代以后，苏北庙会盛行，“十八团”马戏班

还经常应邀表演，项目日益丰富。气功、顶技、蹬

技、飞叉、杆子、爬杆、走索、舞狮、马术、戏法等技

艺，不仅形象优美，而且难度较高。康熙年间，

“十八团”附近经常举办马戏会，每年的重阳节前

后为会期，时间半月左右，会址设在建湖古基寺

(今庆丰镇、近湖镇交界处)，届时流散在外地的

“十八团”艺人大都能回到家乡参加汇演，各显其

能，观者超过万人，场面十分宏大。在此期间，全

国各地有不少杂技艺人和杂技爱好者，前来观光

或者拜师学艺，清末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就

有反映建湖杂技艺人演出情况的记载。

二、建湖“十八团"杂技的民间组织、民

众参与动机的文化演变

1．建湖“十八团”杂技的民间组织

在建湖杂技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几十个

私家杂技班子，这里面比较有名的流派有高家班、

朱家班、董家班和刘家班。其中高家班是建湖

“十八团”历史最长久的私家杂技班，流传至今仍

有不少高家后裔活跃在国内、国际杂技舞台上，主

要的传人有：高同宝，晚清时期人，是高家班子当

时的领军人物，曾经率领高家班活动于东北三省、

安徽、山东、河北、四川、广东等地。他的儿子高金

标，绰号“高三麻子”，是著名的千斤大力士，技艺

超群，纵身一跃能穿过立在五张桌子上的五道刀

圈，这就是当地民间享有声誉的“高三麻子钻五

台”。抗日战争前长期活跃在日本各地，并将高

家班易名为“大天球马戏团”。抗战期间离开日

本去马来西亚、新加坡演出，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

情，为抗战募捐。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安徽红福杂

技班工作，他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媳妇都在当地和

建湖从事杂技艺术表演。朱家班是“十八团”阵

容最为强大的杂技班，从他们当中走出的杂技演

员流布于大半个中国，被杂技同行誉为“朱家

帮”。代表人物是朱家老五朱锦友，基本功全面、

扎实，做过“四喜马戏团”团长，解放后任武汉市

第一杂技马戏团团长。董家班是“十八团”影响

最大的私家杂技班，组建人以董政槐为主。我国

著名的杂技表演艺术家、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夏

菊花就是从建湖“十八团”董家班走出来的杰出

代表。夏菊花本姓徐，原籍安徽省潜山县人，五岁

时受战乱与贫困所迫，父母将她送给“十八团”夏

家杂技班班主做“压子”之女，后来改姓夏。她说

“我的杂技艺术生涯，就是从‘十八团’起步的，永

远不会忘记建湖这片土地!”

2．民间参与建湖“十八团”杂技活动的动机

解放前的建湖杂技走过了一段艰苦而漫长的

历程。杂技艺人是社会最底层的民众，过着衣不

遮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被人们称为“下九

流”、“玩把戏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他们没有

读书的机会，长大后也没有更好的前途，就是成家

也只能在同行中选择。民国时期，建湖杂技艺人

的生计更为艰难。军阀混战，外寇入侵，苛捐杂税

多如牛毛，权势阶层如狼似虎，一般百姓尚且度日

如年，杂技艺人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他们大部

分背井离乡，流落江湖，还有的被抓去做壮丁，有

的沦为乞丐，有的成为有钱人家的佣人，还有的艺

人漂洋过海卖艺求生。由于建湖处于里下河地

区，水域资源相当丰富，很多杂技班子以船为家，

几代人都困在一条船上，行至一处，便在船头岸边

的空地上围布作场，垒桌为台，场地中央树立一根

长木旗杆，就地露天演出。为了招揽观众，不得不

冒着生命危险，表演一些惊险的节目，这些没有什

么保护措施的节目，一旦失手，就危及生命。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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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往往都由收养的穷人家孩子来表演，这些孩

子为了混一口饭吃，忍受非人的折磨，拼死拼活，

收入却极其微薄。建湖民间长期流传这样几句顺

121溜：“上台像公子，下台像花子，吃饭像猴子，睡

觉像虾子”。这就是旧社会建湖杂技艺人贫困生

活的写照。新中国成立后，建湖把散落的和改行

的“十八团”艺人组织起来，根据自愿与分配的原

则，成立了双福、江河、胜利、新民、得胜、大众、新

艺、人民等八大民间杂技团，每团配置三艘以上的

船只，购买马匹，添置围布、吊杆等设备，后来建湖

县政府根据需要把这八个私家杂技团合并，成立

了建湖县杂技团，1959年建湖县杂技团更名为盐

城杂技团，20世纪80年代正式命名为盐城市杂

技团，建湖境内的杂技事业进入新的兴盛时期。

三、建湖“十八团"杂技的技术特色

1．动中求静、平中求奇

建湖古时侯东临黄海，人们以煮盐、捕鱼为生，

由于在海上生活，所以撑船、划船的时候就要保持

身体的平衡，建湖杂技追求动中求静、平中求奇，显

示了冷静、巧妙、准确的技巧，比如晃梯、晃板之类

的表演，最顶端的表演者在摇晃不定的基础上求平

求静，凳上加凳，人上叠人，显示了对势能和平衡的

驾驭力量，演绎了人类战胜险阻的超越精神H1。

平中求奇，以其出神入化的巧妙手法，从无到有，

虚实之间显示了人类非凡的创造力量H1。

2．软、硬功夫相辅相成

建湖杂技的艺术特色是轻重并举，软硬功夫

相辅相成。建湖的“蹬技”节目最能体现这一当

地的民间艺术特色，表演者一般都是躺在一张特

制的平台上，以双足来蹬器械。所使用的物件如

桌子、木柱、木板等等，轻则绢制花伞，重则百多斤

重演员；被蹬的物体，飞速旋转、腾越自如，可以从

光滑的瓷缸到笨重的桌子，都可以做到飞旋如轮，

见影不见物，出神入化。

3．力量是基础

建湖人们在煮盐时，经常要搬动大型的煮盐

铁锅，在海上作业，经常要收网，所以崇尚力量成

了当时的荣耀。作为建湖杂技传统的项目之一，

“叠罗汉”的底座负重相当大。据现藏于日本的

文献，唐代杂技“载”就有一人顶十八人的记载。

另外作为国宝级文物的唐代漆画弹弓，弓背上就

有一个顶六人的形象MJ。传统的“拉硬弓”、“耍

关刀”都是负重极大的节目。近代的“千斤担”，

一位老演员手举脚蹬可以同时举起四付石担和

七、八个演员，负重达千斤以上，表现了杂技艺术

超人的力量。

4．工具、生活用品合理运用

建湖“十八团”杂技把日常生活用具和劳作

工具作为艺术道具加以合理应用，贴近生活，极富

乡村气息。比如生活用的碗、盘、坛、盅、桌、椅、

伞、帽，劳作用的绳、鞭、叉、竿、梯等等，这些看似

平凡的生活、劳作用品，在建湖杂技艺人手里，变

化莫测，显示了杂技与劳动生活的紧密关系，很多

表演项目都是劳动技能和民间游戏相结合的产

物。如绳技、神鞭等，就是渔民打网、划船和儿童

跳绳的艺术化H o。

5．工艺、形体技巧结合

建湖杂技把古朴的工艺美术和形体技巧完美

的结合。“耍坛子”、“转碟”等节目把中国的瓷绘

艺术与杂技艺术合理的交溶在一起，“蹬技”中的

花伞和彩单同样给人以传统艺术的美感。

6．适应性、内向性和传统性传承

建湖杂技艺术表演形式、场所多样化，显示出

极大的社会适应性。广场、街巷、剧场、田头都可

现场即兴表演，这种广泛的适应性使其能千古留

存。杂技艺术具有严密的师承传统，又与其他艺

术形式密切联系。建湖杂技还具有严密的内向

性，因为每一种技艺都是代代相传的。杂技艺人

尊师重艺，对先辈传下来的技艺，总是想方设法的

保存下来，传递下去。

四、建湖“十八团"杂技历史传承和发

展路径

1．重新认识。追溯历史。积极传承

作为文化和体育大省，江苏应该重新认识建

湖杂技艺术的意义，强化文化的民族性和教育性。

文化作为一种“符号”，都有一个特定的“符号”指

向，都是在传达着事物本身的意义。传达意义是

文化符号本质性的功能，其他任何方式都难以替

代。因此，建湖杂技作为当地民间文化应该得到

保护和传承，对被选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江苏建

湖“十八团”的杂技进行历史溯源，积极发现其民

俗意义，创造性地阐释其民俗蕴意，从而使人们正

确认识建湖“十八团”杂技的文化意义，更好地传

承杂技文化。

2．对建湖“十八团”杂技文化加以整理挖掘

建湖“十八团”杂技的发展历史很悠久，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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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和认识。对杂技文化符号的

内容，需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挖掘整理，系统、全

面地研究“十八团”杂技文化中所包含的哲学思

想、文化内涵、价值功能等，使杂技文化得到科学

的发展。江苏作为文化和体育大省，对于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研究的基础理论还很薄弱，而且有一

些领域甚至没有涉及到；应用理论的研究范围较

窄，对有一定竞技性的传统项目比较关注，而对于

一些有悠久传统的、有一定文化价值的项目研究

较少。因此对于杂技文化的发展来说，这种态势

是不全面，也不客观的，对竞技性强的项目加以重

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也要建立科学

的发展规划观，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做好民族传

统文化的传播工作，使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形式

有科学全面的认识。

3．支持建湖“十八团”杂技文化多元化发展

不同的文化在发展和传承的过程中，都保持

了它们自身民族性和独立性，走向多元化的过程。

我国地域广阔，民族多样，杂技文化还具有很强的

地域性，因此民族传统文化就以多种不同的形态

存在着。民族传统文化本身并没有优劣、贵贱，要

用平等和发展的眼光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用多样

化的发展眼光来看待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注意

实用性与时代性相协调，民俗性与开放性相结合，

健身娱乐性、交融性相统一。民族传统文化作为

现代文化的补充，业已成为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

趋势，不同的群体对文化的需求促进了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4．把淮剧与建湖“十八团”杂技相互融合。共

同发展

建湖淮剧和杂技在2006年共同进入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作为建湖本地的传统戏曲，淮

剧的兴起，推动了建湖杂技的传承与发展，杂技节

目里的许多绝活，经常被用到淮剧表演中。古代

的百戏是乐舞与杂技的总和，直到宋元以后，由于

百戏内容日益丰富，演员分工越来越细，节目的门

类也越来越多，各项目才开始有了自己的专名。

百戏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即使这样，杂技与

淮剧由于都处在同一地域，所以它们的发展和传

承相互促进。这种关系首先表现在造诣颇深的淮

剧演员中，很多人是从学杂技开始，转而再学戏

文。早期的淮剧艺人都曾经学习过杂技。杂技在

淮剧中的有机运用，既增加了淮剧艺术的观赏性，

提高了淮剧演出的竞争性，反过来有效地普及了

杂技艺术。建湖的杂技和淮剧，从来就是这样彼

此借鉴，相互促进，做到相互交融和渗透，淮剧和

杂技是江苏地方文化百花园中经久不衰的一对并

蒂莲。江苏文化的发展要抓住这一优势，利用地

方的传统文化，加大经济投入，充分发挥建湖地方

传统文化的杠杆作用，拉动建湖经济的快速发展，

加快建湖优势传统文化向世界优秀传统文化靠

拢、融合。

5．鼓励建湖“十八团”杂技文化“走出去”、

“引进来”

交流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必经之路，民族文

化资源存量的增长是民族文化发展独立性的标

志。在交流过程中多种文化会产生相互的影响。

杂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是一种文化被另一种

文化取代，而是文化的兼容和相互吸收提升的过

程。现代体育对竞技成绩的过度依赖，使得很多

非正常手段在体育场上应运而生，兴奋剂、球场暴

力、假球、黑哨等等。这些现象表明，体育需要寻

找一种可以缓解这类现象的文化形式，而作为传

统文化的杂技文化倡导的和谐、礼让，恰好可以与

这种现象发生的文化根源形式进行互补¨J。

在与世界文化进行融合的过程中，建湖“十

八团”杂技文化要以提升自我品味为中心，结合

世界优势传统文化的内容，实现中国民族传统文

化的科学发展，这样才能更合理的选择和消化民

族传统文化，使民族传统文化以更开放的胸怀、兼

容的态度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成果。在对外

交往的过程中要注重取长补短，既要“走出去”又

要“引进来”。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

文化市场为各个民族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更多的机

会和适宜的舞台。

6．建湖杂技文化的宣传和推广

建湖“十八团”杂技文化是经过提炼、传承的

盐阜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人体

技巧展示是它最大的优势，它体现着民族体质的

优美健硕和体态的多姿多彩，同时也传递着一种

民族精神；它来源于人们社会生产实践，并在世界

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下，承载着历代人的心

血，沿袭相传，不断地丰富发展，具有广泛的群众

基础。建湖“十八团”杂技艺术在我国全民健身

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的传播与发展与全民

健身有着紧密的联系。建湖杂技艺术本身内容丰

富、项目繁多，健身效果显着，深受广大群众的喜

爱，在全民健身活动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建湖

万方数据



第1期 李光华：从文化视角考察建湖“十八团”杂技

“十八团”杂技文化的教育和传承，不但可以弘扬

和传播我国优秀民族传统文化，而且有利于全民

健身运动的深入。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全民

健身计划的实施，建湖杂技艺术得到进一步发扬

光大，在健身、休闲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

不失为传播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好途径。

价值取向推动文化的发展，文化也影响着人

们自我价值的选择。人类任何文化的发展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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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crobatics Called‘‘18 Regiment’’of Jianhu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LI Guanghus

(Department of Sports Education，Yane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Yancheng Jiangsu 22405 1，China)

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18 regiment”of Jianhu in Jiangsu province with the method of site in—

spection，interview and literature material method and other ones．Research the cultural origin of the“18 regiment’’of Jianhu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and leisure，the“18 regiment”acrobatics is the advantag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f Jiangsu，this passage

covers how to inherit and CILrl'y o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tent with research backgro岫d of folk culture connotation，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cultural inheritance．To discover the fact tha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S value and role to promote the

strong cultural and sports province of Jiangsu．

Keywords：acrobatics and cultural origin；communication；le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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