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4月20日 星期五
5

本版责编 杨浩鹏专 题E-mail:whcyzk@126.com 电话：010-64291141

“看杂技到朝阳”，这个北京

朝阳剧场提出的品牌目标正在逐

渐从理念变为现实——自从 2011

年 7 月 8 日四川遂宁杂技团再次

进驻朝阳剧场以来，每天推出的

两场演出，包括《柔术》、《钻圈》、

《高 椅 倒 立》、《蹬 伞》、《双 人 技

巧》、《顶碗》、《蹬球》、《草帽》、《肩

上芭蕾》、《皮条》、《车技》、《飞车》等

节目，用时尚青春的音乐、惊险刺激

的技巧和美轮美奂的舞美，充分展

现了我国传统杂技文化的艺术魅

力，受到了各大旅行社、导游和观众

们的一致好评。相比之前低潮时整

个剧场只有20多人的凄惨上座率，

现如今的朝阳剧场在遂宁杂技团

进驻后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上座率

明显提升，实现了场团合作双赢。

在国内民营演出剧团普遍面

临着发展瓶颈的背景下，遂宁杂

技团自 1988 年成立以来，在短短

的 24 年时间里，便由一个只有 10

余人的“草台班子”逐渐发展成为

一个拥有 100 名专业演职人员，先

后出访美国、法国、日本、挪威、泰

国、印度、加拿大、朝鲜、印度尼西

亚、荷兰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澳

门、台湾，在国际国内屡获大奖，

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一流大型

杂技团。他们走过的是一条怎样

的路？一个小小的地方杂技团，

竟能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光彩，其

成 功 的 秘 诀 何 在 ？ 记 者 通 过 采

访，试图透过他们的发展轨迹总

结经验，为国内民营演出剧团的

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草台班子”走向大舞台
挤进市场

上世纪 70 年代，在原四川省

遂 宁 县 南 强 镇 一 个 偏 僻 的 村 庄

里，一个空旷的院坝内不时传出

声声吆喝和告诫。“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只有勤下工夫，今

后才有谋生之路！”在一个民间杂

技人童守均的带领下，他的 3 个孩

子童飞、童小红、童兵兄妹 3 人正

在练习家传的杂技技巧。压腿、

跳跃、练力……虽然道具十分简

陋，但 3 张稚气的脸上却写满了认

真与专注。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辛

勤的汗水换来的是扎实的基本功

和出色的表演技巧。

1976 年，经过多年的训练、摸

索，童守均以 3 个儿女为主，创办

起了童家班杂技团。在遂宁、蓬

溪、射洪、安岳等地的农村和学校

演出期间，杂技团的精彩表演很

快得到了观众的好评。在那个年

代，“童家班”走乡串户，在民间得

到 了 极 高 的 声 誉 。 童 飞 自 豪 地

说：“那时我们每年在乡镇演出得

到的锦旗就有 300 多面。”更令童

守均惊喜的是，在刚满 10 岁的大

儿子童飞身上，不仅表现出惊人

的杂技表演天赋，更突出的是他

对于杂技训练的痴迷和吃苦耐劳

的精神。

1985 年，杂技团来到了乐至

县。由于长期劳累和超负荷的演

出，童飞患急性肠梗阻住进了医

院。在医院切除肠道 1.7 米后，出

院仅几天的童飞又登上了舞台。

1990年，童飞被查出了身患平滑肌

肉瘤疾病，医生告诉他是癌症，而童

飞坚持演出，病情突然加重，杂技团

因此被迫返回遂宁。在治病的过

程中，童飞始终坚持训练、坚持演

出，“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舞台上！”

正是这种信念的支撑，一年后童

飞居然奇迹般地康复，再次登上

了自己喜爱的舞台……

1988 年，经遂宁市文化局考

核批准，童家班杂技团更名为遂

宁市杂技团，正式成为遂宁市历

史上第一个民营剧团。而此时，

多年的走南闯北也让年轻的童飞

逐渐成为了一名视野开阔、思想

解放、敢想敢干的优秀经营管理

者，于是年事已高的童守均将团

长的重担顺势交到了儿子童飞肩

上。很快，童飞就摒弃了传统的

家庭式经营管理模式，积极与日

益活跃的文艺演出市场接轨，响

亮 地 提 出 了“ 挤 进 赛 场，赢 得 市

场！”“向市场要生路！向市场要

效益！”的办团思路，以更加合理、

更加科学的经营管理手段推动杂

技团的快速发展。

“我们把提高杂技节目的艺

术质量作为挤进赛场、赢得市场，

获得生存发展的根本来抓！”为了

提高节目质量，童飞不惜重金聘请

各地的优秀教师到团指导。1994年

在广州飞龙世界游乐城演出前，杂

技团投资 20 万多元对节目进行改

装，添置新道具；2002年赴北京朝阳

剧场演出，重金聘请了著名导演来

团进行 9 个月的封闭式训练，投资

90万元从服装、道具、音乐、舞美等

方面对节目进行包装打造……加大

投入，深练内功，杂技团的节目质量

和艺术水平迅速得到了大幅提高，

同时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

与此同时，童飞强化了剧团内

部管理，建立了一套符合市场体制

机制的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积极

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树立剧团形

象，扩大剧团知名度……

遂宁杂技铸造辉煌蜚声
海内外

宝剑锋从磨砺出。当由内到

外焕然一新的遂宁市杂技团走出

遂宁、走出四川，面向全国、面向

世界的时候，多年坚韧不拔的毅

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无数的汗

水和心血终于铸就了遂宁杂技艺

术的辉煌。

1990 年，遂宁市杂技团在新

疆进行为期 9 个月的演出，受到了

部队官兵、工矿企业和城乡广大

观众的热烈欢迎。

1994 年，遂宁市杂技团的精

彩演出受到了广州飞龙世界游乐

城的青睐，此后签订了连续 3 年的

演出合同，常驻广州演出。

1999 年 12 月 19 日，澳门最繁

华的闹市区喷水池广场中心人头

攒动、喜气洋洋。由澳门“回归组

委会”盛情邀请的全国数十家参

演单位汇聚一堂，将最精彩的节

目奉献给了澳门同胞。当遂宁市

杂技团 3 名年方 10 岁的小演员舞

起深受群众喜爱的《狮舞》时，矫

健的步伐、灵活的动作、精致的道

具、高超的技艺立即征服了上万

名澳门同胞的心。在七彩斑斓的

灯 光 下，在 婉 转 悠 扬 的 音 乐 中，

《大跳板》、《顶圈》、《柔术》、《鞭

技》、《顶碗》等精彩节目让现场观

众叹为观止，赢得了雷鸣般的掌

声。组委会见状临时作出决定，

让遂宁市杂技团在 20 日、21 日晚

进行两次专场演出，《排椅造型》、

《车技》、《扛竿》、《蹬圈》、《武术》、

《转碟》、《大跳板》等节目再次吸

引了上万人前来观看，演出获得

了巨大成功。

2000年，遂宁市杂技团赴日本，

成功进行了11个月的商业演出。

2001 年，遂宁市杂技团应上

海马戏城邀请，第一次走进东方明

珠，与上海杂技团同台演出。

2002年，遂宁市杂技团参加全

国第九届运动会开幕式演出，获

得了极大成功。

2002 年 10 月，遂宁市杂技团

应北京朝阳剧场邀请首次进京演

出。在这座建成于 1984 年、1986

年被北京市指定为“旅游演出定

点场所”，2001 年被评为“全国文

化先进集体”，年接待中外游客数

30 万人次、以杂技演出为主的剧

场，遂宁市杂技团的精彩表演得

到了中外观众的一致好评：“整体

水 平 高、演 员 素 质 好、基 本 功 扎

实、舞台作风严谨，是一流水平的

大型杂技团。”在得到文化部、中国

文联、中国杂协等有关领导、专家

高度评价的同时，《中国文化报》以

《民营剧团中闯出的一匹黑马》为

题，对剧团进行了大篇幅图文并茂

的专题报道。

2003 年，遂宁市杂技团在台

湾的访问演出、广受赞誉。

2004 年，遂宁市杂技团再次

赴 北 京 朝 阳 剧 场 演 出 并 引 起 轰

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场场

爆满，《顶碗》、《双人技巧》等一批

创造性节目引来如潮的观众和好

评。王少雄、卢恩光、范秋美等省市

领导也专程前往看望慰问，并对剧

团提出了殷切希望。

2006 年 1 月，遂宁杂技团成功

地与东欧的多美尼亚签署了一年

的杂技演出合同，开创了遂宁市整

团跨出国门进行演出的先河……

经过 24 年的艰辛创业，这个

曾经只有 10 余人的“草台班子”，

如今已经发展成了拥有近百多名

演职人员、固定资产上千万元，常

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进

行商业演出的大型杂技团。并先

后出访美国、法国、日本、加拿大、

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国

内屡获大奖的经历，不仅为剧团

赢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更为弘扬中华传统民间艺术

作出了贡献！

注重人文关怀与强化技
巧结合

当民营剧团普遍抱怨缺钱、

缺人、缺剧难以为继时，童飞和他

的遂宁杂技团却靠着自力更生的

精神，朝着国内一流剧团稳步迈

进。与此同时，当国内多数民营

剧团的老板们普遍在打拼了几年

之后即买车买房不同，童飞却先为

剧团的每个老员工买了一套房子，

并且在创排新剧急需资金时，毫不

犹豫地就将自己的汽车卖掉。

童飞表示，杂技演员与其他

行业相比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演

员是吃“青春饭”的，过了那几年

的黄金年龄，就不得不离开舞台

寻找新的工作。本着人文关怀的

理念，童飞对自己团中的每个年

轻演员关怀备至，不但解决了他

们的住宿问题，还为每个演员购

买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解决

他们的后顾之忧。因此，曾有其

他剧团高薪来遂宁杂技团挖角，

然而却都毫不意外地被拒绝，这

在人才流失极为严重的民营演出

剧团来说，实为罕见。

人性的关怀带来的是演员的

卖力训练与表演，而在童飞这个

“ 唯 技 巧 论”的 杂 技 大 师 的 领 导

下，演员的杂技技巧也炉火纯青，

因此，童飞的“童家军”能在海内

外不断获奖就毫不意外。

2005 年 10 月，一份特殊的贺

礼从遥远的法兰西传来：在法国

巴黎举行的“舞台之火”国际杂技

大赛上，遂宁杂技团的参赛节目

《顶碗》技压群芳，一举夺得大赛

“银奖”和“巴黎市政府奖”。

当年 10 月 12 日至 16 日，“舞

台之火”国际杂技大赛在法国巴

黎隆重举行，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

国家的顶尖代表队云集于此。创

办于1997年的此项赛事，是目前国

际杂技比赛中规格最高、影响最大、

最具权威的 A 级赛事之一，它要求

参赛演员不仅要具备世界级的技

巧水平，同时还必须拥有精湛的

舞台艺术表演能力。

精美华丽的舞台效果、罕见

新颖的高难技巧、自信奔放的激

情表演……在掌声中，裁判们不

约而同地给出高分——《顶碗》脱

颖而出，一举赢得大赛“银奖”和

“巴黎市政府奖”。2008 年 1 月《双

人技巧》节目参加第二十九届法

国巴黎“世界明日”杂技节比赛获

金奖；2008 年 4 月《双人技巧》节目

参加第二届全国金菊奖杂技比赛

获金奖；2011 年《双人技巧》节目

参加俄罗斯第五届世界马戏节比

赛获杂技最高奖金奖。

精品是开拓市场的亮
点和卖点

从成立伊始，遂宁杂技团便走

的是开拓外地市场的道路，奔走于

新疆、贵州、广东、北京、上海……

遂宁杂技团开始不满足于仅仅在

“耍把戏”上取得的成功，他们开

始将传统杂技用音乐、舞美、服装

等进行全面的包装。童飞介绍，

对一个剧目的打造往往要花费数

百万元。

因为其超前的理念，遂宁杂

技团在当时甚至成为上海杂技团

这样的大团体学习的对象。而遂

宁杂技团也随着不断发展，越来

越多的光环罩在了他们的头上。

然而在外面取得巨大声誉的同时，

童飞的心中却也有着无奈：“遂宁

以前的旅游几乎为零，杂技团如果

在遂宁驻场演出，维持生计都很困

难。然而，我的家乡在遂宁，我一

直想着要为家乡出力。”

2008 年，遂宁创建国家级优

秀旅游城市成功，到遂宁来旅游

的游客越来越多。遂宁打造自己

歌舞剧目的时机已经逐渐成熟。

当遂宁杂技团接到通知要回遂宁

参与遂宁本土的杂技歌舞剧的编

排 时，童 飞 的 心 中 充 满 了 期 待。

到德国演出的邀请，童飞拒绝了；

到南美进行巡演的邀请，童飞也

拒绝了……为此，童飞承受的压

力是巨大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

们杂技团的影响也很大。资金都

投入到打造节目去了，但要留住

人才，就必须提供能令其满意的

待遇，而放弃出国就是放弃了挣

钱的机会。”为了回遂宁参与杂技

剧《观音》的编排，童飞将自己的

汽车也卖掉了。

但是童飞说能为家乡出力并不

后悔：“20多年来，我去了我国的不

少城市，我觉得从自然环境来讲，遂

宁是最漂亮的。我相信遂宁的城市

旅游能够做到四川省一流。”

对于《观音》的剧目编排，童

飞对自己的杂技团、对整个剧目

都充满了信心。他说，1 月节目就

能编排结束，他相信能成为国内

一流的剧目。在遂宁进行汇报演

出后，遂宁杂技团将再次返回北

京：“我希望有机会能将这台节目

也 带 到 北 京，将 我 们 遂 宁 的《观

音》，遂宁的观音文化都带去，让

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遂宁，到我们

遂宁来旅游。”

入市 20 多年来，遂宁杂技团

的演出票价经历了几元钱一张、

几十元钱一张，到目前的几百元

钱一张，一步一步走向北京和国

际大舞台。童飞深知，一个艺术

团体只有创作出精品节目才能赢

得演出市场，只有节目的技巧好、

编排好、表演好，市场才能看好。

占领演出市场的精品节目对杂技

而言，其核心就是技巧，只有凭借

着一定的高难度技巧，才能让观

众感到震撼，节目才有看头。创

新技巧是相当难的，而节目的创

新就更难。“这些年，遂宁杂技团

根据演员的自身条件，根据每个

人的个人能力对节目的创新发展

有计划地进行部署。目前，遂宁

杂技团一部分节目技巧水平已经

达到了世界较高水平。遂宁杂技

团坚持在认真练好传统节目的基

础上努力提高每一个节目的技巧

难度，始终坚持在我们演出的每

一个节目中，都有几个技巧亮点，

这些亮点的结合就是每个节目的

特色，这些特色在演出市场就是

耀眼的卖点。”童飞说。

遂宁杂技团不仅重视单个节

目的技巧，更重视对整台晚会的

编 排 和 组 合 。 一 个 节 目 要 有 亮

点，一台晚会更要有几个演出高

潮。如果一台杂技晚会没有得到

观众热烈的掌声，那么这台晚会就

存在问题，因为没有得到观众认

可，自然很难有市场。随着演出市

场的扩大发展，观众的文化生活需

求更加丰富多彩，各类艺术门类的

演出在舞台上争奇斗艳，观众的

欣赏水平不断提高，从单一的审

美进入到综合的审美——看演出

不仅看演员演得好不好，还要看灯

光、舞美、服装、音乐等细节好不

好，这也就对杂技节目的编排和表

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杂技

人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努力满足

观众的这种要求，才能赢得市场

的青睐。

2002年，遂宁杂技团首次进驻

朝阳剧场演出，之后连续3年，遂宁

杂技团每年都在朝阳剧场演出一

个档期，并由一个月、两个月、两个

半月，直至增加到 2006 年至 2007

年跨年度的 11 个月的演出档期。

为此，遂宁杂技团特意编排创作了

《龙威》，这也是为北京的旅游演

出 市 场 量 身 定 做 的 。 据 童 飞 介

绍，这台晚会总投资近 400 万元，

在综合艺术的各个环节都下了很

大的工夫，还请来了高水平的导演

执导。这台杂技主题晚会是编创

者从观众的视角审美出发的成功

创作体验，因此，晚会在朝阳剧场

的演出大获成功，受到了各旅行

社的高度评价，也深受中外观众

的热烈欢迎。朝阳剧场的工作人

员甚至认为，这是剧场运行 20 多

年来少有的淡季演出市场场场爆

满的局面。

从杂技剧《惊艳·大唐》
到《盛世华夏》

2011年，遂宁市杂技团投资打

造了一台大型杂技晚会《惊艳·大

唐》，该晚会把创意主题定格在了

“惊”“艳”二字上，力图让人们在一

个个惊险绝伦的杂技节目串联下，

给人最为强烈和深刻的艺术享受，

无论是节目内容的策划，还是市场

策略的思考，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杂

技人对于历久弥新的文化传承与艺

术探索的追求——盛唐时期先人们

缔造的文化精华，经由一代代中华

子孙传承延续至今，而在当代愈发

多姿多彩的舞台上，一次次被呈现

在世界各地的观众面前。

杂技剧《惊艳·大唐》的视角

正是如此，杂技这一具有悠久历

史的传统艺术的生命历程，随着

音乐、舞美、灯光的不断变化，一

幅辉煌绚丽的画卷铺展开来，《蹬

伞》、《转碟》、《顶碗》、《车技》、《双

人技巧》、《钻圈》……童飞表示，

在着手创作《惊艳·大唐》前，遂宁

杂技团曾做了十分细致的市场调

查，杂技演出不能单纯注重包装

而是得注重技巧和难度，一台杂

技晚会没有好的杂技节目，很难

打造成一台精品晚会。

因此，在《惊艳·大唐》的节目

制作中，童飞将遂宁杂技团曾在国

内外荣获各类大奖的《双人技巧》、

《顶碗》、《转碟》等节目贯穿于晚会

中，经过全新的组合交融，构成了

一种新古典主义的舞台风范，展示

了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与多样性，求

新求异的设计理念也被淋漓尽致

地表现出来。截至目前，《惊艳·大

唐》已在北京演出近900场。

2011年，遂宁杂技团多次在中

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亮相。“不管

我们获得多少奖牌和光环，我们都

坚定一个宗旨，即艺无止境。遂宁

杂技团把奖牌作为零的起点，把荣

誉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努力把每个

杂技节目做成精品，让观众走进剧

场看一场既是传统又得到真正的

艺术享受，这也是遂宁杂技团的追

求。”童飞说。

据童飞介绍，今年遂宁杂技团

正在全力打造一台大型主题杂技

晚会《盛世华夏》。“本台杂技晚会

主题鲜明，即讴歌中华历史变迁。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富含着

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和无数值得

赞美的题材，遂宁杂技团将用杂技

技巧、舞蹈艺术、京剧元素、综艺表

演等形式表现中华古老的艺术元

素。同时运用高新科技手段，将传

统与现代的表现手法融为一体，将

主题精神贯穿于每一个节目，让观

众的心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中华

民族的发展而波澜起伏，使其有身

临其境的艺术体验。”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

背景下，童飞也在不断寻求合作伙

伴，谋求遂宁杂技团新的突破。据

童飞介绍，目前遂宁杂技团已选择

了北京盛世华夏国际文化产业公

司合作，计划在今年成立新的集

团公司。“成立集团之后，遂宁杂

技 团 仍 主 要 负 责 杂 技 节 目 的 制

作，而北京盛世华夏国际文化产

业公司的资源也将 得 到 合 理 利

用，进行新杂技项目在景区的推

介。”届时，遂宁杂技团的演出团

队规模将由现在的两支队扩大到5支

队 400 人左右，力图实现年收入

5000万元。

正如童飞所说，此前杂技团的

每次获奖都是一个新的零起点，今

年的扩张计划，也是这支改革开放

后国内最早成立的民营杂技团之

一的一次新突破。而今迈步从头

越，童飞和他的遂宁杂技团，在坚

守着中国传统杂技技艺的基础上，

不断与时俱进，朝着世界最顶尖

的杂技团迈进。

➡ 1998年《顶碗》节目参加第三届全国青

少年杂技比赛获铜狮奖，西南地区预选赛获金

奖，获巴蜀文艺二等奖；

➡ 2002 年《顶碗》、《双人技巧》两节目参

加青少年第四届杂技比赛《双人技巧》节目获

银狮奖、《顶碗》节目获铜狮奖，两节目双获西

南地区金奖；《转碟》节目获西南地区二等奖，

巴蜀文艺奖二等奖一个、三等奖两个；

➡ 2004年《双人技巧》节目参加第四届全

国杂技比赛获铜狮奖；

➡ 2005年《顶碗》节目参加法国舞台之火

杂技比赛获银奖和巴黎市长奖；

➡ 2006年《柔术》节目参加第五届全国青

少年杂技比赛获文化部优秀杂技文化奖；

➡ 2006年《双人技巧》节目参加法国都蒙

第七届国际马戏杂技比赛获铜奖；

➡ 2008 年 1 月《双人技巧》节目参加第二

十九届法国巴黎“世界明日”杂技节比赛获金

奖；

➡ 2008 年 4 月《双人技巧》节目参加第二

届全国金菊奖杂技比赛获金奖；

➡ 2008 年 11 月《双人技巧》节目获荣毅

仁基金会杂技艺术二等奖；

➡ 2009年《双人技巧》节目参加四川省杂

技展演比赛获最佳节目奖，同时获四川省文

联、四川省杂协优秀节目奖；

➡ 2009年《蹬球》节目获四川省巴蜀文艺

奖；

➡ 2011年《顶碗》节目参加全国第三届金

菊奖杂技比赛获最佳教师奖；

➡ 2011年《双人技巧》节目参加俄罗斯第

五届世界马戏节比赛获杂技最高奖金奖。

遂宁市杂技团近年来参加国际、国内重大杂技比赛的获奖情况

四川杂技耀海外 民营剧团大舞台
——四川遂宁杂技团的市场打拼路

杨浩鹏

2011 年《双人技巧》获俄罗斯第五届世界马戏节最高金奖

2005 年《顶碗》参加法国舞台之火杂

技比赛获银奖和巴黎市长奖

2006 年《双人技巧》参加法国都蒙第七

届国际马戏节比赛铜奖

2008年《双人技巧》节目参加第二十九

届法国巴黎“世界明日”杂技节比赛获金奖

2008 年《双人技巧》参加第二十九届

法国巴黎“世界明日”杂技节比赛获金奖
2008 年《双人技巧》全国金奖 2011 年《双人技巧》参加俄罗斯第五

届世界马戏节比赛获杂技最高奖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