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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丽风景线

·传承

作为蒙汉艺术融合的结晶，
作为内蒙古地方戏曲之魂，二人
台至今已有 150 多年的历史。它
的音乐优美、清新；它的表演热
闹、风趣；它的语言生动活泼，很
接地气。它的内容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它是内蒙古中西部广大
群众特别是农村牧区群众十分喜
爱、非常需要、不可或缺的文化大
餐与精神食粮。多年来，正是由
于千千万万群众的钟情与喜爱，
它才得到了长足的传承与发展。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种种
因素，二人台的传承与发展也遇
到了困境。二人台到底怎么了？
二人台应该怎么办？一连串的疑
问摆在了我们面前。

本 版 在 推 出 内 蒙 古 境 内 长
城、文化遗址、博物馆系列之后，
特别策划了“二人台”系列。本报
记者历经 4 个月时间，先后深入
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巴彦
淖尔、乌兰察布等地，行程 3000
多 公 里 ，对 300 多 人 进 行 了 采
访。本版陆续刊发“追寻二人台”
系列报道 3 篇，敬请关注。

——编者

拾珠

□吴艾霞

“游四喇嘛的杆子（阴把枪），霍茂的刀，
海禅和尚会起高。”这是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流
传至今的谚语。土右旗素来被称为武术之
乡，阴把缠枪技法在此已传承了六代，被列入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阴把缠枪，又称八卦缠枪，起源于汉代，
是中华武术绝技枪法中的一种。清咸丰年间
流传至土右旗。

土右旗的张志让是自治区非遗项目阴
把缠枪代表性传承人。他介绍说：“清末农
民起义领袖宋景诗来到大青山下的萨拉齐、
水涧沟门一带后，更名‘赵老同’，收徒游四
喇嘛、关兴保、霍茂，密传八卦缠枪武术。”据

《绥远通志稿》记载，赵老同“精武术，尤擅阴

手枪法，一名缠枪法。彼时国内称为单传。
绥人（绥远人）得此枪法，实自老同始。”

赵老同的阴手枪法，内容 36 路，进攻之
法 72 招式。守备之方，上护其身，下护其马。
另有5门精妙攻法，5门奇特破法，绝命3枪，救
命 3 枪，5 门进法。以拖枪为绝招，能败中求
胜，使对方防不胜防，非一般枪法可匹敌。

游四喇嘛是赵老同的得意门生之一，他
不仅将阴手缠枪练得炉火纯青，而且对大竿
也掌握得熟练到位。关兴保与游四喇嘛年岁
相仿，他向赵老同学得一手好花枪，年近八旬
时仍体魄健壮，精力充沛。霍茂较游四喇嘛
和关兴保年纪略轻，擅长刀法。《绥远通志稿》
中记述：“霍茂常与人约，数十人分列道旁，茂
抡刀跃马从中过，众皆持枪攒刺，而人马不受
点污。”

赵老同去世后，游四喇嘛又将阴手缠枪传

于弟子郭誉宏（又名郭三），郭又传于弟子云连
生、程全中，云、程又传于他们的弟子⋯⋯就这
样，一代传一代。张志让属第六代。

张志让说：“阴把缠枪在土右旗流传 130
多年，它结合了行易、八卦、太极、长拳、刀枪
剑棍等很多内容，特点是反手握枪。古时阴
把缠枪主要在马上用，所以枪通常较长，‘丈
八长矛’指的就是这个。”

“两膝合步随身量，斜视三尖在何方⋯⋯”
张志让边念着口诀边和师兄练起缠枪来。

“我和师兄用的这一对枪有 100 多年历
史了。阴把缠枪技法是
敕勒川文化的组成部分，
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 。 将 其 保 护 、传 承 下
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张志让说。

阴把缠枪

□文/图 本报记者 刘向平 张磊

准格尔旗的杨锁柱老人一听说要
采访有关二人台的事儿，就一下打开
了话匣子：“小时候为了看二人台，
村里头男的女的相跟上，从沙圪堵步
行几十里地到薛家湾，中午在那儿吃
上一碗羊杂碎，再加两个烙饼，后晌
看一场戏，黑夜再看一场，赶回家就
天明了。回来一路上你评这个戏，他
说那个演员，有时还争吵上几句，那
种感觉，真痛快。”

说着，他站起来手舞足蹈，一嗓
子“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
留，这一走要走多少时候，盼你早回
家门口。”

杨锁柱陶醉在往日的情境里⋯⋯
“ 如 今 年 轻 人 大 多 外 出 打 工 了 ，

我们这些老年人又没个甚做的，心里
总觉得空落落的。好多年了，很想多
看一场二人台演出，但机会不多。”
杨锁柱不停地唠叨着。

看一场二人台演出真的很难吗？
“ 过 去 不 难 ， 现 在 不 太 容 易 。”

“过去我们曾赴青海、西藏进行 2 个
月 的 慰 问 演 出 ； 曾 连 续 5 个 月 横 跨
宁、陕、晋、冀转场演出；曾连续 50
天赴大兴安岭林区演出。炼钢炉前，
窑洞口边，革命老区，草原牧区⋯⋯
处处都有我们的足迹。”呼和浩特二
人台艺术研究剧院院长段八旺说。

他说：“我们是内蒙古最早成立
的二人台剧团，始建于 1953 年，当时
全团有 500 多名员工，后来支援周边
省市县文艺事业的发展，调出去 200
多人。现在全院正式员工只有 64 人。”

几十名演职员工，甭说去外地演
出，单就呼和浩特市 1095 个行政村的
农牧民看戏的需求来说，剧团即便全
年不休息一天，也至少得用 3 年多时
间才能把所有村子走完。

面对如此大的市场需求，做为一
把手的段八旺非常焦急。他说：“招
人难，招进来没有编制，留不住人。
近几年已有好多人才流失了。”

负责灯光音响的李杰在该院工作
快两年了。他说：“我喜欢二人台，
它是我的梦想。” 剧院里有许多像李
杰这样的年轻人，热爱二人台，为这
份爱坚守着⋯⋯

段八旺认为，演职人员的短缺是
造成群众看不上二人台的主要原因，
但 根 本 原 因 还 是 资 金 问 题 。 他 说 ：

“过去演出，对方管吃管住管接送，

现在不可能了，二人台的特点决定了
它不是靠卖票来挣钱的剧种。”

巴彦淖尔市民族歌舞剧院院长助
理刘力杰说：“前几年，我市杭锦后
旗和临河区的剧团都解散了，当地老
百姓无不为之惋惜。”

包头市漫瀚艺术剧院院长丁振刚
则持不同观点，他说：“由于目前可
选择观看的剧种太多，城里人又不怎
么爱看二人台，语言也听不懂，很难
走出去，更不容易形成文化品牌，所
以演出数量减少是正常的。”

据了解，近年来包头市漫瀚艺术
剧院平均每年演出二人台五六十场。

内蒙古二人台艺术团团长武利平
介绍说：“以前我团年均演出 200 场左
右，现在年均几十场。过去一场演出
观众上万人，现在才上百人。”

看来，减少的不仅是演出场次，
还有观众。

武利平解释说：“主要是农村结
构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农民进城了。”

农民来到城市后，人生地不熟，
邻里之间又缺少来往，生活单调，特
别渴望精神文化生活。而城市人口集
中 ， 便 于 剧 场 演 出 ， 但 ， 结 果 如 何
呢？武利平说：“很不乐观。”

他举例说，呼和浩特市区仅有 5
家二人台剧场，其中两家只能坐 100
多名观众，而大一点的剧场，一场戏
的场租就 3 万元，装台费用为 7.5 万
元，加上演职人员的补助等，演一场
二人台的成本是十几万元。可二人台
是百姓戏，票价适合在 20 元之内，所
以不能商演。

他认为，近些年来新兴艺术形式的
崛起，对传统戏曲形成了巨大冲击，老
演老戏，老戏老演，新戏不多，精品更
少，导致作品思想浅薄，质量平庸，从
而渐渐失去了应有的市场。

由于人才不足，缺乏创新，对城
市观众又没有有效的培育，从而导致
城市、农村两头失空。

对此，在呼和浩特二人台艺术研
究剧院从事笛子演奏和作曲工作的郝
华深有感触，他说：“我们剧院虽然
是文化部确定的全国 39 家地方戏创作
演出重点院团之一，是自治区唯一一
家获此殊荣的剧团，但也是全国少见
的没有专职导演、编剧、作曲、策划
的艺术团体。”

一部戏曲的传承与发展不仅需要
好演员，更需要优秀的创作人才，但
是，内蒙古各个二人台剧团普遍存在
的一个难题是：缺乏创作人员。

呼和浩特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舞
台总监史根成介绍说：“我们一年最
多也就创作两部新戏，这对广大群众
日益增长的艺术需求来说，简直是杯
水车薪。”

该院副院长边晋原告诉记者，本
土剧作家和新剧本越来越少，而外地
的剧作家又不了解本地的乡土人情，
凭空想象是写不出来本土群众喜爱的
作品的。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作为内蒙古
自治区唯一一所艺术类高校——内蒙
古 艺 术 学 院 ， 未 开 设 二 人 台 创 作 专
业，与二人台有关的仅有一个表演专
业。这个专业自 2006 年招收本科生以
来，每年最多只能招 20 余名学生，由
于生源不足，近几年还逐年减少。而
仅有的这点学生毕业后能去专业文艺
团体工作的也就五六人。

内蒙古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二人
台教研室主任王秀玲告诉记者：“由
于二人台的现状不太好，从就业和收
入角度考虑，有的家长不支持孩子报
考这个专业。”

这是现实。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
创作研究所原所长、有着“中国二人
台 第 一 编 剧 ” 美 誉 的 柳 志 雄 对 记 者
说：“写一部与影视剧同样时长的二
人台，其稿费不足人家的 1/10，但付
出的劳动是一样的。”

以呼和浩特市为例，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专门从事二人台创作的剧作家
有 30 多人，而目前不到 5 人，他们都
是柳志雄的徒弟。

从事了 40 多年二人台创作的柳志
雄，至今已写了 200 多部戏，代表作
有 《叔嫂情》《花落花开》《青山儿
女》 等。尽管他现在已经退休，但依
然坚持着二人台创作。

他 说 ：“ 群 众 需 要 ， 剧 团 需 要 ，
如果我不去写，呼和浩特的二人台还
怎么创新，又怎么发展？”

2016 年 11 月 10 日上午，记者颇
费周折在石羊桥附近找到了这家具有
60 多年历史的剧团——呼和浩特二人
台艺术研究剧院。

走进这栋外墙涂成红色的小楼，
从楼道两边墙上挂着一幅幅演出剧照
和 演 员 照 片 ， 看 到 二 人 台 曾 经 的 辉
煌。

即将退休的舞台总监史根成介绍
说：“我们团 8 年搬了 3 次家，都是在
外租房。”

郝体俊在该院工作了 30 多年，是
司鼓、四块瓦的演奏员，并多次荣获

大奖。他说：“要把内蒙古地方戏曲
之根的二人台传承与发展下去，是我
们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绝不能
让司鼓、四块瓦的演奏技艺随着时间
的推移，变成一束残花。”

85 岁的东路二人台传承人郭有山
说 ：“ 板 胡 是 东 路 二 人 台 的 主 打 乐
器，但目前内蒙古会拉板胡的只剩一
个 人 了 ， 而 且 河 北 、 山 西 等 地 也 没
有，东路二人台板胡演奏技艺濒临消
亡。”

“民间二人台剧团和小戏班近几
年在农村不是广泛兴起了吗？它们可
以传承呀。”记者问。

“唉，民间剧团演的节目既不像
西路二人台，也不像东路二人台，怎
么搞笑怎么演，都是为了挣钱。”郭
有山回答。

在人才、设备、资金等方面占绝
对优势的国营剧团，如果把这个百年
剧种的传承重任交给民间剧团的话，
很容易造成二人台的“失真”。

数据显示，1959 年，文化部对全
国 戏 曲 剧 种 数 量 的 普 查 结 果 为 368
个。而 2013 年降为 286 个，以每年失
传 1.5 个剧种的速度在消亡。

据 1960 年普查结果，二人台传
统 剧 、 曲 目 有 140 多 出 （个）， 至
2015 年 底 ， 能 够 听 到 、 看 到 的 剧 、
曲不过 50 出 （个）。自治区专业二人
台剧团也由过去的几十家减少为现在
的几家。即便各个旗县的乌兰牧骑也
都有二人台演出，但都不是主要剧目
了。

2006 年，经国务院批准，内蒙古
二人台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这无疑是二人台业界和千
百万基层群众共同的福音。

自 治 区 编 制 的 “ 十 三 五 ” 文 化
改 革 发 展 规 划 中 提 出 ， 我 区 要 实 施
内 蒙 古 地 方 戏 曲 振 兴 工 程 ， 培 育 打
造 “ 草 原 特 色 戏 剧 ” 品 牌 。 健 全 保
护 传 承 工 作 体 系 ， 开 展 地 方 戏 曲 剧
种 普 查 工 作 ， 建 立 地 方 戏 曲 剧 种 数
据 库 和 信 息 共 享 网 络 平 台 ， 完 善 戏
曲 教 育 与 艺 术 表 演 团 体 传 习 结 合 的
人才培养体系。

“这些都是大好事儿，地方戏曲
被重视了。”76 岁的二人台老演员任
粉珍高兴地说。她近几年答应了来自
各地接二连三的演出邀请，并为二人
台老戏 《借冠子》 和 《借冠子后传》
找到了新的传承人。

她 欣 喜 地 对 记 者 说 ：“ 过 几 天 ，
我又要出发了。”

新兴艺术会将二人台淹没吗

？

—
—

﹃
追寻二

人台

﹄
系列报道之二

内蒙古二人台表演艺术家武利平演出剧照。

1979 年，内蒙古二人台表演艺术家亢文彬
（左）、任粉珍演出二人台剧目《借冠子》。（资料图片）

包头市二人台演员张虎（左）在演出中。

巴彦淖尔市二人台演员王占昕诙谐幽默
的表演深受群众喜爱。

晋蒙陕冀二人台坐腔大赛达茂旗比赛现场。

呼和浩特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演员演出《挂红灯》。东路二人台表演艺术家郭有山给演员讲戏。

张志让在演练枪法

。

祝家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