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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技艺传统技艺·· 融合故融合故事事 看看 听听

□雨禾

抖空竹与踢毽子、放风筝同为起源于中国
的三大民间传统游戏项目，在我国可谓历史悠
久，特别在我国北方地区较为多见。抖空竹技
艺的变迁，也见证了历史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
进步。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得到了极大提高，他们对于文化品位的提升
和强身健体也有了更高要求。这让抖空竹
这项体育活动焕发了青春活力。

抖空竹好学、好练，又不受运动场地的

限制。这种极具运动性、趣味性、观赏性，能
够锻炼人的眼力、脑力、协调性，融运动健身
与修身养性于一体的好项目，特别适合不同
年龄的群体来学习、锻炼。不仅如此，空竹
的背后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和人生哲
理。人们在练习抖空竹的同时，还可以透过
空竹进而领悟到这个运动项目的深刻内涵。

小空竹、大天地。作为一项传统技艺，
抖空竹同样需要很好地传承和弘扬。弘扬这
项传统文化，一方面要挖掘这项传统技艺的
发展历史，让大家能够了解这项技艺的产生、
发展，了解其历史变迁和内在的文化意义；另
一方面也要做好这项技艺本身的传承和创
新，特别是方式方法的创新。

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从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对抖空竹这项传统技
艺进行系统的挖掘研究，不仅要明确其产生
发展的历史进程，还要挖掘其蕴含的特定意
义和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历史故事，增强
大家对这项技艺的认同感；二是要大力发
现、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使这项传
统技艺得到传承并发扬光大。

抖空竹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有关部门、
行业协会、个人等方方面面做出努力。我们
欣喜地看到，现在，抖空竹这项技艺已经开
始飞入寻常百姓家，特别是一些协会还在政
府部门的支持下举办了各种抖空竹比赛，有

的学校也已经把这项传统技艺列为体育活
动课和兴趣课。相信随着社会各界的不断
努力，抖空竹这项技艺一定能够抖出一片广
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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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

走进哈尔嘎那家中，记者发现，一个
木制架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空竹。“这
个是单头空竹，抖起来变化大。这个是双
头空竹，平衡好掌握。这个是哑空竹，没
有哨不发音，在小区里练习时不影响别
人。那个大的空竹可以多个人同时一起
玩。这个木头的空竹是我以前用过的，现
在虽然不用了，但是一直舍不得丢掉，因
为一个空竹就能让我想到一段往事。”哈
尔嘎那手指着架子上的空竹，一一向记者
作着介绍。

“我 6岁时，曾经跟着父亲学过抖空
竹，有一定的基础。当时家里弟兄多，我
父亲就想培养一个种铁杆庄稼（指靠技术
吃饭）的人。我12岁那年，正好有一位从
山西来到内蒙古、名叫白乙拉的老艺人想
收几个徒弟学习抖空竹，于是，我就正式
成为这位老人的弟子，跟着老人学习了7
个多月。”哈尔嘎那说。

哈尔嘎那介绍，传说，空竹最早是人
们用来祈福、求雨、祭天时使用的一种法
器，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杂耍的技艺。三
国时曹植曾写过《空竹赋》，宋朝的宋江也
曾借空竹为诗抒怀：“一声低来一声高，嘹
亮之音透碧霄，空有一身雄气力，无人提
挈漫徒劳”。到了明朝，社会上已经有了
关于空竹的专著。现在人们使用的空竹，
除了材料变化外，尺寸大多仍然沿用当时
的规格。清朝时代，空竹盛行，空竹技术
得到了普及。到了清朝中后期，空竹开始
分为太子帮和花子帮两种派别。并且各
有各的套路。太子帮就是把空竹作为消
遣玩乐工具的派别，花子帮就是将空竹作
为一种谋生的手段，用表演抖空竹来谋生
赚钱、养家糊口的派别。教他练习空竹的
老师，学的就是花子帮的空竹套路。随着
社会的发展进步，抖空竹也不断得到发
展，2006年 5月，抖空竹经国务院批准列
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哈尔噶那说，抖空竹最主要的是要掌
握平衡，当年老师挑选弟子时，首先让我
们走踏石，就是在地上平放几块砖，让我
们踩在砖上来回走几遍，不掉下去的才算
合格。老师说，做一个空竹人要具备“三
德”，得到“三艺”。“三德”是君子无忧、智
者无惑、勇者无惧；“三艺”就是抖、捞、盘3
种空竹技艺。学习抖空竹要做到三分用
力、七分用心，拿起空竹要静心，抖起空竹
要忘我，不能有任何私心杂念。空竹要讲
究“3个圆”：脚上踩得圆、手上玩的圆、空
竹转得圆。抖空竹时，眼睛始终盯着空竹
转轴，空竹转起来要与胸平齐，空竹升起
来时，感觉就像自己升起来，落下来时就
像自己落下来。空竹运动时感觉就像自
己的心在运动，空竹到哪儿，心就到哪儿，
人和空竹完全合一，这样，才能完全享受
到抖空竹的魅力。抖空竹练到一定程度，
感觉不仅是在锻炼身体，而且是在锻炼一
种境界。

人和空竹完全合一，
才能完全享受到空竹的魅力

哈尔嘎那说，过去，抖空竹有许多
讲究，开始抖之前要加一段说词，边抖
边说。这些说词大多是空竹艺人为了
迎合有钱有权人的心理而编出的吉利
话。哈尔嘎那说，正式的抖空竹表演
一般包括拧花人、说话人、填仓人。专
门负责表演抖空竹的那个人叫拧花
人；相当于主持人的那个人叫说话
人；站在表演者身后，当表演者出现失
误时，及时为表演者补台打圆场的人
叫填仓人。说话人的主要任务是报花
名，表演者每表演一个招式，他就要报
一次名。一场空竹表演，70%的功夫
在说话人身上，因为他要主动卖关子
来调动观众的情绪。比如，表演者刚
刚表演了一个精彩的抖高杆的技艺，
说话人就对观众说：“各位，刚才的节
目好不好？我说不好，那只是小招，真

正的好招在这儿，请观众中胆小的闭
上眼、心脏很不好的用手捂住心脏，
一、二、三，看，这个招式表演成功了。
这个节目好不好？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就请大家赏几个小钱。”演出时，拧
花人和填仓人各自抖动一个空竹，填
仓人站在侧面，他的眼睛时刻盯着拧
花人，万一拧花人表演中出现失误，比
如空竹掉在地上，填仓人就会及时将
自己的空竹抛给拧花人，让他接住后
继续表演，让观众看不出破绽。

抖空竹讲究到什么地方说什么话，花
子调有很多种形式，比如拜年调、功名调、
姻缘调、生意调等。生意调的说词是：“空
竹声声报吉祥，声声空竹喜洋洋。空竹响
过千般好，请您坐下瞧一瞧。年顺月顺天
天顺，大发特发日日发。发财过后睡一
觉，醒来捡个金娃娃。”

哈尔嘎那说，1960年，自然灾害
时，大家都吃不饱，师傅就带着我们偷
偷地表演空竹挣粮食。当时城里不敢
演，我们就去农村表演，农民们文化生
活缺乏，表演空竹时，大家看得如醉如
痴，有的农民自己家里吃的都不够，却
为我们一次挖出半碗面。最多的一
次，我们一次挣了20多斤面。想起当
时的艰难生活，哈尔嘎那禁不住热泪
盈眶。

“现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文
化生活也多种多样，抖空竹也从过去
用来谋生的手段，成为人们锻炼身体、
修身养性的工具。但是这些空竹里面
蕴含的文化，却很少有人了解。想
想自己的岁数一年比一年大，我真
担心这套技术会失传。”哈尔嘎那
说。

过去，抖空竹有专门的说词和讲究

怀着对抖空竹这一传统技艺的深
厚感情，哈尔嘎那在自己坚持练习的同
时，还向抖空竹爱好者传授练习抖空竹
的技术。他和呼和浩特市的抖空竹爱好
者一起成立了一个抖空竹爱好者俱乐
部，组织大家一起排练节目、参加比赛。
在有一年的呼和浩特市春节联欢晚会
上，哈尔嘎那和抖空竹爱好者们一起表
演了精彩的抖空竹节目，受到了观众的
喜爱和好评。当年正月，他还和呼和浩
特市的抖空竹爱好者一起在新城区政府
广场进行了空竹龙表演，让观众大开眼
界。现在，他不仅教出了许多学生，还为
很多抖空竹爱好者进行过技术指导。

“抖空竹这个东西，认真学 3天
就可以上手，7天进入模板，3个月就
能踹倒师傅。”每个人对抖空竹的理
解和悟性不一样，他取得的成绩也就
不一样。在我们抖空竹俱乐部，有的
人只学了几个月，就能够在公众场合
进行表演。我教过的一位大学生跟
着我学习抖空竹3个月，半年后，抖
空竹就练得非常熟练，在公众场合表
演非常自如，还参加了呼和浩特市春
节联欢晚会的表演。我们俱乐部的
孙长泽从50岁开始练习抖空竹，多
年坚持不懈，他在保定举行的中国·
保定国际空竹艺术节上还获得过‘空
竹达人’称号。”哈尔嘎那说。

哈尔嘎那介绍，练习抖空竹可以
练就一双好眼睛，一个好身板。不仅
可以开发小脑，增强人体的协调性，
还可以治疗肩周炎、颈椎病，预防和
治辽近视，特别是对假性近视的矫正
非常有帮助。因为多年坚持练习抖

空竹，他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得过感
冒。抖空竹是一种人生哲学，空竹玩
我，我玩空竹，练习时，人要尊重抖空
竹的规律，要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
它，就像人在社会上要遵守社会的规
矩，在学校里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
度，一切都要做到顺其自然。

哈尔嘎那介绍，这几年，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
对健身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抖空竹的
人也越来越多。拿呼和浩特来说，就有
抖空竹发烧友数百人，练习空竹的有
3000多人。其中不仅包括老年人，还有
在校大学生，有的中小学也开设了空竹
兴趣课。呼和浩特在抖空竹方面不仅有
良好的基础，而且有广阔的场地，随便找
一个地方就可以举办抖空竹比赛。通过
举办大型的抖空竹比赛，不仅可以促进
抖空竹这项活动的普及和开展，还可以
宣传呼和浩特的历史文化。近年来，呼
和浩特市喜欢抖空竹的人越来越多，在
展览馆东路体育活动中心、满都海公园、
旧城北门、乌兰夫纪念馆、新华公园、仕
奇公园、赛罕区政府前广场等地，都有抖

空竹爱好者在活动。他所在的抖空竹俱
乐部经常参加社区、新城区、呼和浩特市
组织的表演活动。看到观众那种喜爱的
表情，他觉得应该把这种技艺很好地
传承下去。

哈尔嘎那希望，呼和浩特市能
够像河北保定、河南巩义那样，通
过举办大型的空竹赛事来推广普
及空竹活动，让空竹走进寻常百姓
家，让这项传统技艺得到传承和
弘扬。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家对健
康生活方式的追求也不断升级。在
自治区各地，越来越多的体育爱
好者加入抖空竹的行列，有的空
竹爱好者还到外地参加抖空竹
比赛。有的地区组织开展的抖
空竹比赛也吸引了其他省市的
抖空竹爱好者参与。由乌兰察
布市民政局老龄办和乌兰察
布市老年空竹运动协会共同
主办的乌兰察布市第三届老
年空竹艺术节，就吸引了来自
该市及北京、天津、大同、张
家口等地的近300名空竹
爱好者。大家在参与比赛
中，不仅增进了彼此之间的
交流、提升了技艺，还为
繁荣发展内蒙古经济、
弘扬内蒙古文化做出了
积极贡献。

把空竹技艺很好地传承下去

在呼和
浩特市体育
活动中心广
场，经常可
以看到一位
老人在练习
抖空竹，只
见他手中的
两根细杆不
停地上下抖
动，通过拴
在细杆上的
线绳牵拉着
空竹不停地
旋转。随着
牵拉速度的
不断加快，空
竹发出嗡嗡
的有节率的
声音，越来越
响亮。玩到
一定程度，老
人挥动细杆
将旋转的空
竹高高抛起，
然后再用线
绳将掉下来
的空竹稳稳
接住，引得现
场人们发出
一 片 喝 彩
声。

这位老
人名叫哈尔
嘎那，是记
者曾经采访
过的一位抖
空竹高手。

过 去 ，
几乎每天上
午，哈尔嘎
那老人都会
来到位于展
览馆东路的
呼和浩特体
育活动中心
抖上一回空
竹。在活动
中心平整开
阔的运动场
上，老人步
伐轻盈，身
手灵活，旋
转的空竹仿
佛与它成为
一体。“风摆
荷叶”“鲁班
拉锯”“回头
望月”“挂红
灯”“金蝉脱
壳 ”“ 挑 花
车”，一个个
精彩的空竹
招式被老人
表演得活灵
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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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竹爱好者在呼和空竹爱好者在呼和
浩特市大召广场浩特市大召广场表演空表演空
竹龙竹龙。。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哈尔嘎那在家中展示空竹招式哈尔嘎那在家中展示空竹招式----挂红灯挂红灯。。

空竹爱好者在表演高杆空竹。

哈尔嘎那在练习空竹龙。

□王大方

“一株骆驼蓬草，见证草原
丝绸之路”。辽文化考古学家
讲述了一段丰富多彩的故事
……

辽上京位于内蒙古赤峰市
巴林左旗林东镇，建成于公元
918年，初名“皇都”后改称上
京临潢府。上京幅员辽阔，有
南北二城，北曰皇城，南曰汉
城。二城相连，这里设有专为
万里之外中亚地区回鹘人开的

“回鹘馆”。
在辽上京城内，随处可见

盛产于我国西北干旱及半干旱
地区的沙漠植物——骆驼蓬
草。骆驼蓬草为多年生草本植
物，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宁
夏等地，在内蒙古西部、陕西北
部等半干旱地区也有少量分
布。这种植物在内蒙古东北巴

林左旗一带稀见，有趣的
是惟有辽上京城内分布
甚广，而出城即无。这种
植物仅在辽上京皇城能
够看到，原因就考证到汉
城里的回鹘营驿馆了。

这一现象表明，辽上
京内骆驼蓬草的生长，是在公
元 918 年辽上京建城以后之
事。大西北地区骆驼蓬草种子
被携入城内，原因是草的种子
粘在商贸之舟骆驼的身上，后
脱落在上京城。或者是骆驼蓬
草的种子粘在商旅所用的毡毯
等织物上抖落在上京城里的。

活跃在“草原丝绸之路”的
回鹘商旅，每隔 4年就赶着骆
驼队从西域来到辽上京。回鹘
商队以朝贡名义向辽朝贡奉的
物品有：琉璃器、和田玉、珠、
犀、宾铁、兵器等物，每次贸易
商人可获得数倍的利润。随着
回鹘与辽联系的不断加强，西
域地区的物产也传到了辽上
京。除了骆驼蓬草外，美味的
西瓜也传入上京。五代人胡峤
在《陷北记》述其北行时曾见辽
上京一带有西瓜种植：

“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
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
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
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
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
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指中
原地区）冬瓜而味甘。”

1995年，在赤峰市敖汉旗
羊山 1 号辽墓内发现了一幅

“西瓜图”。据专家鉴定，这幅
画是目前我国已知时代最早的
西瓜图，对研究西瓜传入我国
的历史具有重要资料价值。

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辽
朝通往回鹘的道路大致有南北
两条。其南部的一条，即由辽
上京（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
或辽中京（今赤峰市宁城县天
义镇）出发，向西南经鸳鸯泊
（今克什克腾旗达里湖）至多伦
（锡林郭勒盟东南部）；或由辽
南京（今北京）出发向西北至多
伦，过辽西京（山西大同），再沿
阴山向西，过居延，穿越西夏，
进入高昌回鹘王国，进而向西
可入中亚、西亚；北部的一条则
自上京出发，向西北经今蒙古
乌兰巴托，折而南行，沿黑水至
于张掖，与甘州回鹘进行贸
易。沿河西走廊继续西行，可
经由酒泉、敦煌而入高昌回鹘
王国，再西行至于中亚、西亚。
草原丝绸之路的开通，方便了
各国商旅往来，促进了各民族
相互交流，也促进了中国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使契丹辽
王朝的经济更加稳固。

辽上京皇城内小小骆驼蓬草辽上京皇城内小小骆驼蓬草
见证草原丝绸之路见证草原丝绸之路

赤峰市敖汉旗辽墓壁画瓜
果图。

辽上京皇城内的骆驼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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