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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山绝技“跳三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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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涛／文    叶思孔／图 
 
 
      在七彩云南众多的民俗文化中，苗族的传统技艺“跳三桩”可谓独

树一帜。农历正月十五，在云南省易门县举办的少数民族传统戏会上，

笔者有幸目睹了该县歪头山苗族表演的“跳三桩”技艺。 

      所谓“跳三桩”，是苗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断提炼而成

的民间传统文体活动。历史上，苗族民间就有了芦笙舞“跳三桩”、

“滚锅”等高难度的技巧类节目，它代表了苗族人民悠久的历史文化。 

     “跳三桩”是表演者吹着芦笙在高1.2米、直径30厘米的3棵桩子上，做跳桩、穿花、走梅

花、倒立、下腰、虎爬，桩上叠罗汉、上天梯、垒宝塔等动作和造型。整套动作别具一番气势和

神韵，让众多观赏者大饱眼福、叹为观止。 

      桩上叠罗汉：只见表演者用三棵桩子做成的道具摆放在广场中央，然后三个表演者各依每棵

桩子仰面朝天，躺在桩子一角，三个人六只脚呈三角鼎立之势互抵在一起，最后身轻如燕的苗族

少女手持芦笙，轻盈地跃立于三表演者互抵着的足尖，吹出优美动人的民族曲调。 

      垒宝塔：首先是两个表演者（男子）手持芦笙站定地面，然后又是手持芦笙的两个表演者

（女子）分别跃上两个表演男子的肩部或头部，呈直立状做出吹芦笙或舞蹈等动作，有时一妙龄

女子夹杂其间，双手各握住在表演男子肩上的两个女子的一只手，配合着做出一连串令人叫绝的

动作和造型。 

      滚锅：乍看这个节目比较简单，但其难度不亚于前两项，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力度的均匀，

使锅既能受力均匀，又能受惯性作用不停转动而不至于左晃右摆、洋相百出。最初是一表演者坐

在锅底呈弧形的半圆锅中，作360度转动，然后又有一至两个男子加入战团。呼呼生风，如一团

飞速旋转的花簇，使人乱眼迷离……。 

      表演“跳三桩”技艺需要胆大、心细、眼急、腿脚快、动作稳，如稍有疏忽，表演者就会从

桩上摔下。 

     “跳三桩”作为易门歪头山苗族传统的民间活动，除了在云南省举办的几届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上多次获得一等奖之外，还在1999年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获得银奖。

该技艺的不断挖掘整理，将会为云南省的地方民俗文化和新兴的旅游经济增添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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