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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桥杂技服装的变迁特征

曹彦菊 张竞琼 吴志明
江南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 江苏 无锡  

摘  要  根据吴桥杂技的艺术特色 透视吴桥杂技服装的产生 !演变与发展的基本过程 概括出吴桥杂技服装的 

个基本变迁特征 吴桥杂技着装在萌芽时期就有了适应杂技动作需求的功能性特征 近代杂技服装的设计理念基

本上是在生活服装的基础上结合杂技项目的特点进行改造 现代吴桥杂技服装不仅更能满足运动功能的需求 而

且从感官上更能表现杂技与着装的和谐美 并具有丰富的文化与科技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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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桥杂技乡土气息浓郁 地域特色鲜明 萌发于

生活 来源于民间 经过几千年的沿革 传承到了近

代 已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域杂技风格的艺术特色 ∀

这主要是源自于杂技艺术产生的环境 ∀吴桥杂技艺

人走出乡间 与外界广泛地接触 甚至和外国的同行

进行切磋交流 他们在海内外既传播了吴桥杂技 又

吸取了海内外杂技艺术的精华 使得吴桥杂技迅速

发展起来 艺术特色更加丰富多彩 ∀

吴桥杂技复杂的发展过程使得吴桥杂技服装呈

现出独特的变迁特征 本文通过分析吴桥杂技服装

的产生 !演变与发展过程 概括其基本变迁特征 以

期为杂技服装的发展提供参考 ∀

1  吴桥杂技服装的变迁特征

111  吴桥杂技服装的古代萌芽
杂技服装是由其在着装上的功能需求而产生

的 ∀杂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其确切的产生时间难

以考证 它的产生应该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

种由萌芽到雏形再到概念明确的具体文化形式的形

成过程 ∀据5史书65汉书6记载 古冀州一带 当时流

行戴着一种有角的面具 互相比武 !斗力的游戏 民

间称之为/蚩尤戏0 蚩尤戏正是古代杂技的萌芽阶

段≈   ∀

在吴桥杂技由萌芽 !雏形到概念明确的文化形



式产生过程中 杂技服装尽管没有确切的概念化 但

其随着杂技的产生而产生 随着杂技的演进而演进 ∀

在吴桥杂技的萌芽时期 人们在杂技活动中的着装

打扮就有了适应杂技需求的功能性特征 ∀远在我国

隋代 每逢元宵佳节 !庙会 杂技艺人就穿着绣花的

衣服 佩带华丽的珠翠饰物 进行杂技演出活动 ∀

年在吴桥小马厂发掘的南北朝东魏时期古墓

壁画见图  ∀由图可见 其中倒立 !肚顶等杂技动作

表现得十分逼真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当时杂技艺人

服饰的描述 与同时代其他绘画中所表现的服装有

所不同≈ ∀从史籍记载来看 东魏时期一般多穿大

袖 !宽衫 袖端宽敞 服装式样比较质朴≈
而在古墓

壁画中 杂技表演者身着特地制作的短小 !合体的服

装 而且在领 !袖 !衣边等部位 也有比较复杂的图案

装饰 ∀显然 其合体的结构是为了适应杂技动作的

要求 即杂技服装的功能性特征 复杂的图案则是为

了满足观众的视觉心理要求 ∀当然在初始阶段 杂

技服装几乎等同于生活服装 只是在生活服装的基

础上作了适应动作需求与表演需要的变化 可以说

早期的杂技服装就是脱胎于生活服装 但也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结构与审美特征 ∀

图   南北朝古墓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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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近代吴桥杂技服装的特征

清末民初 政治腐败 外侵内乱 民不聊生 ∀这

个时期的杂技多是民间演出 俗称/跑马戏0或/变戏

法0 ∀一个小推车或几个担子挑 就能运走全部家

当 杂技艺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杂技艺术与杂技

服装进入了低潮期≈ ∀在这样的条件下 杂技服装

就是生活服装 显然这种倒退是由社会物质条件缺

乏造成的 并非是杂技艺人有意为之 ∀

与在乡间游走的底层艺术家不同 一部分吴桥

杂技艺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世界的肯定 他们

纷纷走出了国门 表演舞台的变化使他们对杂技服

装的要求不断提高 ∀除了功能性方面的要求外 他

们还在杂技服装中加入了中国传统的民族特色 ∀如

著名的吴桥杂技艺人孙凤山 在 年组建的/北

京班0 在俄罗斯以及西欧各国 !美洲大陆等地区演

出时 为了体现中华民族风格 在服装上就别出心裁

地进行了创新设计 吸收了中国古典戏剧及武侠服

饰的特点 头戴罗帽 身披武侠壮士华服 令人耳目

一新 很受国外观众欢迎 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杂

技艺术风格 ∀ /北京班0的服装设计 既近似戏剧服

装又类似清朝帝王皇家礼服 鲜艳夺目 富丽堂皇 

更加增强了艺术色彩和杂技表演效果 是近代吴桥

杂技服装的一个代表 ∀图 为 世纪 年代/北

京班0在欧洲演出的剧照 ∀近代吴桥杂技服装的主

要特征就是对民族特色的张扬 也是最普遍最早出

现在杂技舞台上的包装形式 此时的包装形式相对

来说比较简单 ∀

图   世纪 年代/北京班0在欧洲演出的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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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当时吴桥杂技服装还有一个显著特点 即

杂技服装因团体而异 不同团体有不同的服装特点 ∀

如活跃于 世纪  ∗ 年代的白星幻术新剧旅行

团 其服装在充分体现中国传统特色的同时 还增加

了剧团的标识性 服装面料选择质地优良的黑绸布 

上身为齐肩 !无袖 !无领 !套头而穿 下身为紧腿灯笼

裤 两腿外侧有两条白条装饰 ∀最值得注意的是 它

的上身前胸绣有品字形的 颗白色五角星 如果说

上身简单 !利落的造型是为功能性考虑的话 那么在

黑绸布底上格外醒目的 颗白星 正应了白星幻术

新剧旅行团的/白星0之名 使观众看了之后不仅加

深了对演员和节目的印象 更加深了对杂技团的印

象 另外白色的五星和两腿外侧的白条相呼应 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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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 不失活泼 同时又克服了黑绸布服装带来的过

于端庄和严肃 ∀ /白星幻术新剧旅行团0的服装 原

型取自吴桥民间的无袖 !无领的白布汗衣 代表中国

的民族特色 因此民族氛围格外浓重 同时它的设计

和制作又注重和剧团名称的协调 加以/白星0装饰 

充分体现了自己剧团的标识性 ∀

113  现代吴桥杂技服装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 随着吴桥经济和杂技文化的

不断发展 杂技服装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世

纪 年代 吴桥杂技团开始配备专业的服装设计与

舞美设计人员 在保证杂技服装功能化需求的前提

下 使服装的造型 !色彩既能符合人物特点 !节目内

容和形式的需要 又能与表演特点结合起来 吸纳了

现代杂技服装的设计理念 充分展现了杂技和着装

的和谐美 ∀与此同时 涤纶 !丙纶 !氨纶 !锦纶及其与

棉 !毛的混纺产品相继问世 以它们为原料制作的杂

技服装既能帖服于人体 又不妨碍人体运动 使得许

多杂技节目的服装从功能到款式都有了新的发展 ∀

如吴桥杂技的5柔术6节目 其服饰借鉴了敦煌

壁画中飞天的服饰造型 上衣肘部和下衣膝盖以下

均为喇叭型纱质面料 其他部位面料均采用高弹面

料 这样有助于演员完成高难度的杂技动作 ∀由于

此节目是刚柔相济 服装设计者把节目与服装结合

起来 服装选料精美 色彩鲜明亮丽 适度点缀 使服

装轻柔飘逸 其喇叭造型在空中翩翩起舞 充分体现

了女性的闲趣与优美 见图 
≈ ∀

图   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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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吴桥杂技基本上是不同节目使用不同服

装 杂技服装开始注重围绕某个杂技作品的要求和

杂技创作者的意念去吸引观众注意角色 ∀例如 设

计倒立和蹬技类的服装时 尽量使裤口小些 防止表

演时裤口下翻 裸露小腿 影响形象美 ∀表演车技 !

马术类节目的演员 要穿马靴 并将裤口装进靴筒

内 既显得利索 又避免演出时钩挂裤腿 ∀在特殊节

目中特殊技巧的表现部位 杂技服装设计开始在服

装局部上重点表现 如5蹬技6节目中的鞋子 !5手技6

节目中的护腕等等 ∀

2  结束语

吴桥杂技服装的变迁呈现出 个明显的特征 

古代萌芽时期吴桥杂技服装源于生活服装 是在生

活服装基础上的提升 近代杂技服装发展特征分 

个层次 乡间低层次的杂技服装即生活服装 城市高

层次的杂技服装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 !功能性及标

识性 现代杂技服装则呈现出专业化 !高科技化及高

功能化特征 ∀

如今的杂技表演已不再只是以技服人的传统艺

术 技术和艺术的结合 使得杂技上升到了美的层

面 ∀杂技服装作为杂技的/包装0 是角色的一部分 

应同时具有艺术的价值和美的属性 ∀随着杂技艺术

的发展 吴桥杂技服装也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 即

杂技服装在满足演出动作需要的前提下 更加注重

对美的追求 ∀杂技服装设计者在不影响杂技节目的

基础上要注重与音乐 !舞蹈等其他因素的结合 在杂

技服装创作中加入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元素 来符

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 为杂技服装的发展探索出一

条新的出路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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