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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人之生也，全赖乎气，血脱而气不脱，
虽危犹生。 ——《血证论》”

规模不上档次，也让马戏行业
显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缺人。在
埇桥区蒿沟乡高滩村经营马戏生意
的李正辉告诉记者，马戏如今最难
的要数人员的继承。“乐意学马戏的
年轻人越来越少。”以前外出打工的
机会少，为了增长收入，不少人会让
孩子跟着马戏团学习马戏。

谈起自己的人生，李正辉说，他
从上世纪 80 年代，就跟随长辈到全
国各地巡回演出，在逐渐熟悉演出
路径后，李正辉自己也经营起了马
戏生意，四处赶庙会的经历让他饱
尝人生艰辛。

李正辉告诉记者，现在的行业，
依旧传承着家族式经营。父亲将技
术传授给儿子，家族外的人为马戏
团打工的人并不多，这也限制了马
戏团规模的发展。如今从事马戏表
演的人员，年龄最大的已经有 70 多
岁，照旧在马戏场上和动物共舞。

李正丙的儿子李里，从小耳濡目
染，也热爱上了马戏，目前，他在从事
马戏演艺。李立告诉记者，这是家族
的技艺，也代表着整个家族的未来，

他希望孩子以后也能从事马戏事业。
像李氏家族的李成建、李成伍

都有近百人的团队，在南京、浙江安
吉等地同景区及动物园合作。

李正辉认为，现在外出打工的机
会多了，许多农村的父母更乐意让孩
子上完初中或者高中后，就在工厂里
找一个“正经事”。尽管如今马戏的生
意还不错，给表演人员的工资也不比
在工厂里打工差，但在传统观念下，马
戏还是一个走街串巷的“下九流职
业”，但凡有外出打工的机会，农村的
父母都不会让孩子进入马戏行业。

在采访中，记者留意到，为了马
戏的发展，宿州市埇桥区曾提出马
戏表演的“五个一工程”：建造一座
马戏城、一所马戏学校、一个动物饲
养繁育基地、一个野生动物园、一个
马戏艺术基金会。

如今，以李正丙和李正辉为代
表的埇桥马戏人，正在兴建宿州马
戏城，占地百余亩，李正辉告诉记
者，以后来到埇桥，就不会再看不到
马戏，让埇桥马戏在自己的土地上
开花结果，香满人间。

建马戏园 让马戏在埇桥“扎根”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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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马戏世家
一家三代
用心灵与动物沟通
□记者 赵汗青 志强 文/图

马戏，与动物沟通的杂技演艺，经
民间艺人的千锤百炼，终成风靡全国
之势。以李同仁、李正丙为代表的李
氏一家，以己之力，将宿州埇桥马戏弘
扬广大，赢来世界声誉。近日，市场星
报、安徽财经网记者找到李氏一家，倾
听他们一家三代与动物沟通“心灵”的
精彩人生。 对于老宿州人来说，小狗算

数、猴骑羊等埇桥马戏，与符离集
烧鸡、灵璧奇石、书画戏曲一样，
是挥之不去的儿时记忆，也是真
正代表宿州的张张名片。

而谈起宿州埇桥马戏，就无
法不提及李正丙代表的李氏家
族。

据宿州埇桥马戏师李正辉介
绍，真正意义上的埇桥马戏艺术，
成形于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发展于五十年代，壮大于九十年
代，而兴盛成为全国知名品牌则
是在进入新世纪。

埇桥马戏，始于明末至清代
中期的民间杂技。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在埇桥区的蒿沟、桃沟、柳
沟一带，以顾传标、吴清云、王怀
玉、尹清川为代表的民间杂技名
人，率先将马、猴子、狗等动物表
演引入演出，取得很大成功，并被
业内盛誉。

新中国成立后，在郑纪荣、李
同仁等民间马戏大棚的基础上，
成立了大众动物表演团，随后，埇
桥马戏艺术逐渐“井喷”：国营马
戏团、民营马戏团并立，固定演出
场馆与流动马戏大棚共存，埇桥
马戏不但风靡全国，而且迈出国
门，走向了世界。

李同仁正是宿州埇桥马戏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正丙的父
亲，李正辉的叔叔。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如
今，虽然李同仁老人已去世，但李
氏家族的表演团体还在全国各地
为事业辛劳奔波。

宿州名片
马戏艺术
风靡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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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李正丙，在宿州无人不知
晓，他是埇桥马戏带头人。而就整
个中国马戏圈子内，他也是全国仅
有的数位高级驯兽师中最年轻的一
位。

与老虎摔跤；驯服狼犬跳火圈；
一天内让山羊乖乖登台走钢丝；八
天驯服别人半年才能驯服的老虎
……看似不可能的事，李正丙不但
做到了，连外国的同行都为之侧目，
惊叹不已。

说起自己的身世，李正丙说，他
来自宿州市埇桥区蒿沟村，村里 30
多户人家，家家有动物，人人会驯
兽。这是祖辈传下来的技能，也成
了村民们在困境中维系温饱的另一
条门路。“从懂事时起，我就知道家
里祖祖辈辈一直从事驯野兽、演马
戏的行业。”

李正丙曾说，他从小就看着大
人溜乡串户，靠耍魔术杂技赚些粮
食和小钱养家糊口，贴补家用。“大

人玩杂耍时，常让猴等动物出场，填
补演出空当。那会儿，各家屋后都
拴着动物，如狗、羊、猴。”

因为对驯动物好奇，李正丙就
常跟着父亲学艺。父亲李同仁教狗
认字、让猴子倒立、让几十斤重的山
羊走上一根纤细的钢丝，他就乖乖
地在一旁看着。

一天，李正丙趁着父亲不注意，
偷偷拉了一条狗出来，想试着驯
它。可任凭他怎么吼，平日里在父
亲面前乖巧可人的小家伙，就是不
理睬他。“后来，父亲告诉我，驯养动
物除了要和动物培养感情，还要有
爱心、耐心。”

23 岁时，李正丙正式加盟安徽
明星大马戏团，成为职业驯兽师。
此后，他先后在深圳、南京等地动物
园驯兽，1997 年应邀到熊虎山庄任
高级驯兽师。他的兄弟全在南京、
上海等地从事驯兽工作，妻子也千
里迢迢跟着他从老家到了桂林。

父辈教导 用爱心耐心和动物培养感情B

几十年驯兽生涯，发生在李正
丙身上的传奇故事，一个接着一个。

据李正辉介绍，1993年，深圳市
野生动物园为庆祝开园，准备排演
名为《百兽大游行》的节目，世界各
国驯兽大师纷纷应邀前往献艺，俄罗
斯的扎巴什宁也提前好几个月将 4
只老虎带到深圳。可3个月过去，就
在各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时，扎巴什宁突然宣布，老虎没驯服，
无法表演。李正丙临危受命，接下了
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仅仅8
天后，那4只俄罗斯猛虎居然变得服
服帖帖，并如期参加了开幕表演。

还有一次，李正丙在上海野生
动物园张罗马戏表演，一头山羊却
突然死亡。表演节目不能更改，否
则李正丙将承担所有经济损失，甚
至影响个人声誉。情急之下，他和
园方提出，临时训练园内一头山
羊。一夜之间，李正丙凭借自己丰

富的经验让那只从未接受过训练的
山羊，成功地驮着猴子走起了钢丝
……

李正丙也曾不止一次地向世界
大马戏团发出挑战。俄罗斯国家大
马戏团功勋演员扎巴什宁兄弟的节
目中，老虎走的是宽25厘米，长四五
米的独木桥，跳的也只是平行、固定
的独立火圈。节目经李正丙重新编
排后，15 只老虎能列队走过宽仅 5
厘米、长 10 米的窄形钢条，火圈也
改为了难度极高的移动火圈，而且
一次跳3个，每个高1米，首尾相距4
米。他编排的狗熊高空钢丝骑摩托
项目里，一只熊能在20多米高、150
米长的高空钢丝绳上驾驶摩托车。

曾经，李正丙带着他的“孩子
们”走遍了全国，为数千万观众表演
节目，在电影《驯狮三郎》等多部影
视剧作品中露脸，并多次在全国大
赛中获奖。

驯兽生涯 奇迹一个接着一个Ｃ

李正辉（左一）与李正丙（前右一）年轻时合影

李正辉接受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