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活辈辈相传
推开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腊

铺村一所普通的农家小院大门，游公子见到了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土默特毕克齐脑阁的传

承人胡连刚。60多岁的胡连刚看上去精神矍

铄、神采奕奕，虽然上午刚卸下脑阁架子，却看

不出一点疲惫之态。提起脑阁，胡连刚总有说

不完的话。他说，毕克齐的脑阁表演就是父传

子、子传孙，一辈辈传下来的。

村里每年办社火、闹红火，都少不了脑

阁。他8岁时，父亲胡补顺让他上了脑阁。此

后，村里每年闹红火，他都会参与。他扮的《武

松打店》《凤仪亭》《龙凤配》等剧目里的角色，

一直都是上高低架的最顶端。直到15岁时，

父亲再也脑不动他了，他才不再上脑阁了。

不能上脑阁了，他就追着看脑阁。看父亲

脑着别的孩子边走边扭的样子，他特别羡慕。

父亲看他长足了力气，就把脑阁的绝活传

给了他。22岁结婚成家的他，就开始了脑阁

生涯，从脑自己的孩子，之后又脑孙子，直到现

在都没有丢下脑阁架子。

历史底蕴深厚
土默特左旗文化学者刘建光多年前就研

究民间艺术脑阁，他说，隋唐时期中原地区民

间就出现了抬阁、节节高、背棍等表演形式。

脑阁是在抬阁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土默特左

旗的脑阁，相传是康熙年间土默特王爷为迎接

康熙皇帝举行盛大庆典时，从山西引进的，流

传至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

刘建光认为，毕克齐的脑阁不仅具有深厚

的黄河文化底蕴，而且独具鲜明的民族特色和

地区特色，也是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结合体。

因为脑阁象征着吉祥、喜庆、平安，长此以

往就成为土默特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重要民

间活动之一。尤其是春节或重大节庆的时候，

村里的艺人们就穿上戏服，装起脑阁，来到大

街小巷，边走边扭，引来许多人围观。

上世纪20年代初，土默川有名望的村民

刘胡、白天绪、梁中长（木匠）、刘二娃、温玉怀

（铁匠）一起合作，将脑阁原来的木头架子改成

了铁架子。1985年，土默川的脑阁发展到了

23架，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演出阵容。

技艺要求严格
作为脑阁的非遗传承人，胡连刚对脑阁有

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说，脑阁架主要分为单人

架、双人装饰架、双人禾叉架、双人肩平架、双

人偏架、三人高低架、三人担篮架和单人转架

8种，各种架子的表演方式各不相同。

脑阁的“脑”是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区

的方言，就是把东西举起扛在肩上的意思。

脑阁下面的人为“色脚”，上身套上铁架

子。上面被脑的孩子叫“色芯”，也要用铁架子

固定起来。“色芯”身着艳丽的戏服，扮演成各

种戏剧人物。

脑阁不是单纯的某一种艺术形式，它是集

戏剧、杂技、舞蹈、美术、音乐为一体的综合造

型艺术，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特点。对此，

胡连刚总结为，首先是演员独特，挑选的孩子

要漂亮、聪明、有胆量，这样化了妆，看上去才

能让人觉得心旷神怡。其次是舞蹈动作独特，

脑阁舞蹈动作的特点是颤、摆、扭。颤就是上

下起伏颤动，这样上边的孩子就给人以轻快

的、跳跃的感觉。扭是脑阁的基本步伐，扭动

时力点全部用在膝盖以下的小腿上，扭时膝盖

稍微弯曲，以小腿的扭动结合脚的颠力带动，

上边的孩子才能扭开。三是鼓点独特，给人以

轻巧、跳跃、活泼的感觉，要适合小孩子的性格

特点，扭起来才能合拍。脑阁对参脑人员也有

要求，按胡连刚的说法是，参脑人员除了体态端

正、结实有力、敏感性强，还要有安全意识，这样

才能胜任。此外，化妆、绑架子、戴头饰、穿戏装

都有一整套的程序，起架落架时，安检员、孩子

的监护人都要到位。

表演走向全国
所谓一个架子一台戏。截止到目前，毕克

齐镇腊铺村有24架脑阁，能演绎24出戏剧。

喜欢研究本土文化的刘建光说，毕克齐的脑阁

有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如《梁山伯与祝英台》

《八仙过海》《西游记》《白蛇传》《天仙配》等；有

表现内蒙古地区历史、文化、人物的故事，如

《昭君出塞》《阿拉坦汗与三娘子》。近年来，脑

阁从服装、道具、人物造型及内容上都得到进

一步改进，脑阁表演也逐渐从土默特走向了全

国。毕克齐脑阁,1992年赴深圳“中国民俗文

化村”为国家领导人表演；2006年代表内蒙古

参加全国飘色艺术展演大赛，获得中国民俗类

文艺最高奖“山花奖”；2008年正式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每年在昭君文化节、草原文化节以及元宵

节等大型活动和节庆日，都能看到毕克齐脑阁

精彩的表演。

传承后继乏人
如今，胡连刚所在的毕克齐镇腊铺村成立

了脑阁传习所，胡连刚将父亲告诉他的脑阁知

识，以及他自己多年来关于脑阁的宝贵经验编

辑成册传习讲座，他希望有生之年把脑阁的所

有知识与经验都传授给年轻人，让脑阁很好地

传承下去。他说，脑阁表演队形大致分为曲线

环形、二龙出水形、二变四行形、项头圈套圈

形、万马奔腾形、百花齐放形。沿街表演时，一

般都是互相交换位子，但表演时要扭成曲线

形。

对于脑阁的传承，刘建光和胡连刚都不由

得表现出担忧之色。胡连刚说，他年轻的时

候，一家几个孩子，争相参加表演，现在都是独

生子女，孩子少了，表演者也难选了，传承挺

难。刘建光说，土默川上憨厚的农民、天真的

孩童，用百姓喜闻乐见的脑阁，为我们聚焦、定

格了土默川的历史沧桑，我们应该珍惜、传承

这一宝贵的民间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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