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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宁县有着深

厚的杂技文化土

壤，走出了众多杂

技名家，拥有着独

特而宝贵的诸多

“绝活儿”，“双彩

堂”就是其中颇具

代表性的一个杂

技、魔术世家。

今年夏天，肃

宁县窝北镇寺阁庄

村的葛占英、葛群

地、葛红欣祖孙三

代走上央视舞台，

凭祖传的“古彩”戏

法儿技艺，赢得央

视“幸福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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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寺阁庄村一个普通农家小院，

年近80岁的葛占英老人抱拳拱手：“各

位辛苦了！”简练的开场白，透着一股精

气神儿，他就是“双彩堂”的第六代传

人，那些从“密室”里搬出的家传宝贝，

那些碗碟箱罐，随便哪一件，都已烙上

了历史的印记。

据葛家世代相传，清咸丰年间，肃

宁的葛福君（葛占英的高祖爷爷）承祖

业谋生，带领自家父子班走街串巷耍

“活儿”卖艺。这一年元宵节，他们去赶

京城有名的黄村庙会，撂地摆摊儿，把

“活儿”耍起来。葛家祖上传下来的是

古彩魔术，文武戏法就有80多种，“大

变金钱”“月下传丹”“空壶取酒”“灯下

火彩”等绝活儿花团锦簇，机关妙门无

数，引得游客挤着看新鲜。最后，他们

竟然被请进皇宫表演，并被咸丰皇帝赐

名“双彩堂”。

如今，“双彩堂”已有了第九代传

人，葛占英老人和长子葛群地承上启

下，每日里早起晚睡，教导晚辈苦练祖

传技艺。

肃宁走出“双彩堂”

今年55岁的葛群地是“双彩堂”第

七代传人，从小跟父亲葛占英学艺，十

几岁就登台演出，杂技、魔术于他是祖

业，也是兴趣。葛群地组建“群艺”杂技

团（后更名为家传的“京都双彩堂”）长

年奔走在乡间庙会、城市舞台，多次应

邀到国外演出，最忙的时候一天演出5

场，魔术变脸、滑稽小丑、口技、气功、车

技等都是他的拿手绝活儿。

学杂技，台上一分风光，台下万般

辛险。葛群地十来岁时练双车杂技，一

个失误手塞进了车叉处，把手指肚撕下

一大块肉，现在还留有疤痕。

葛群地十几岁就跟着奔波演出，他

自己找辆拖拉机，拉着架子和道具，白

天搭上台棚，晚上演出到深夜，再自己

拆卸装车去赶下一场。后来，杂技市场

不景气，他也改过两年行，却干什么也

干不下去。每每看见电视节目里的杂

技表演，他心里就发痒，“什么虫子咬什

么木！”

干到老学到老。只要看到精彩的

节目，葛群地就会不断钻研、摸索、演

练，最终转化为自己的绝活儿。为了增

强节目的观赏性，葛群地在节目编排、

服装、道具、配乐等方面也不断创新。

十几年前，葛群地到四川演出时，

被当地的“变脸”表演吸引，恰好他的一

个节目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可。于是，双

方达成协议，互相传授演出技巧。经过

几个月的不断练习，葛群地终于将这个

绝活儿练成了。台上七八分钟的表演，

葛群地要变8张脸：变出花脸时，得走

出花脸的派头来；变女脸时，要走得婀

娜多姿；要是变孙悟空，就得连蹦带跳

……除了神情神态，手上同时还得变出

相应的道具如刀枪、花伞、金箍棒等，其

间还穿插着“口中喷火”“嘴吐莲花”等

表演，目前已经成了“京都双彩堂”又一

个招牌节目。

汗水血水伴着创新

在葛家这个普通农家，人人都

有一手，而且不用特意找道具，随手

拿起一个物件都能耍起来。葛群地

的妻子 50 多岁，随手拽过院中木

梯，用下巴顶起来真叫随意灵巧；女

儿中的老大、老三，摆上凳子就能来

个高难度“飞机顶”；四女儿已经怀

孕八个月了，据说来个倒立仍不觉

得有难度。

从事杂技、魔术这一行很苦，但

“京都双彩堂”不用纠结传承问题。

葛群地有四个女儿：葛红菊、葛红

欣、葛红伟、葛亚伟。三个女儿和一

个女婿从事的都是这一行当，都是

“京都双彩堂”第八代传人。

葛红菊是葛群地的大女儿，从

小就爱好杂技。最初，葛群地本想

让她好好念书，不要再从事这一行

了，所以有一次故意为难女儿，说，

“你不是想学吗？你在这倒立半小

时，能受得住苦就行，受不住苦就好

好上学。”没想到，倔强的葛红菊二

话没说就倒立起来，一声不吭地坚

持着，直到失去知觉自己倒下来

……后来，下面的三姐妹也都以自

己的方式缠着父亲学了祖传技艺，

都成了“京都双彩堂”的顶梁柱。如

今，四姐妹同台亮相，个个身手不

凡，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一家人把祖

传绝技演到了美国、法国、马来西

亚、土耳其等十几个国家。

有着葛群地及四个女儿的引

领，“双彩堂”的第九代传人，哪里还

用特别教习？尽管这群孩子年龄尚

小，但平日所见早已在心底潜移默

化：大人们忙秋收时，6 个孩子就在

玉米地边儿上搭起“铜墙铁壁”；平

时在姥爷家的炕头上，孩子们披上

条毛巾被，就开始拿腔作势，学姥爷

变魔术……

“双彩堂”后继有人

“京都双彩堂”收到央视邀请函，还

要从第八代传人中的葛红欣说起。

1986年出生的葛红欣在葛家四姐

妹中排行老二，她第一次在电视上亮相

是 2013 年应邀录制央视七套《阳光大

道》节目的外场，表演的是杂技“脚蹬大

缸”，演出相当成功。后来，她又陆续参

加了山东电视台综艺频道的《我是大明

星》，央视的《为你点赞》《黄金100秒》

《艺览天下》，湖北卫视的《大王小王》等

节目，让更多人欣赏到了“双彩堂”绝

技。

这两年，葛红欣又带着父母、大姐，

分别参加了央视、山东电视台、云南电

视台等多家电视台的演出。今年7月，

他们又收到了央视《幸福账单》节目组

的邀请。葛红欣决定，这次一定要带着

爷爷参加，让爷爷也上上电视，把“京都

双彩堂”的历史讲出来。

葛占英是老艺人，尤其较真。既然

答应了上电视，那就得好好演，老爷子

说，“红欣，你也别回婆家了，咱爷仨好

好练一练。”于是，老老爷子把珍藏多年

的道具拿了出来，主要练“珍珠灯”“八

仙过海水火凉庭灯”这两个节目，每天

一练就是一整天，最晚练到次日凌晨两

点。没想到，等到彩排时，老爷子竟然

紧张了——那么多灯、那么多摄像机对

着自己！最后，葛群地使出了激将法。

老爷子被唤起了“斗志”：“上！”

祖孙三代配合完美，特别是“珍珠

灯”“八仙过海水火凉庭灯”等道具亮相

时，溢彩流光，精彩绝伦。“京都双彩堂”

的历史，二百多年前的节目单、道具灯，

加上祖孙三代传人扣人心弦的绝技，他

们闯关成功，拿下了央视的“幸福账

单”，得到了价值 5600 元的电动按摩

椅，这是葛红欣特地给爷爷葛占英申报

的“幸福账单”。

拿下央视“幸福账单”

“京都双彩堂”以古彩魔术为绝，既

讲究古典魔术的手眼身法步，还讲究机

关妙门，祖传的绝技曾经是这个家族谋

生活命的依靠，因此葛占英老人严格遵

循着“传子不传女”的家训。

但在央视录制过节目后，葛占英老

人的观念转变了，孙女也是传后人啊，

更何况自己的几个孙女都这么优秀。

通过上电视，老爷子才知道老物件这么

吸引人，自己年岁渐长，如果现在再不

发扬光大，祖辈传下来的东西就有失传

的可能。“老观念”一发生改变，葛占英

老人就开始催孩子们：“你们得赶紧学

啊，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千万不能失

传！”

葛占英把早年的道具挑子打开，把

里面祖传的演出道具一一说给儿孙们

听，那些盘碗坛罐，铜钱蒙布，都带着人

间烟火的积尘。就是这些道具，每一件

都有各自的历史，在别人眼里也许不值

多少钱，但在葛家人看来，这是一个家

族的传承史……

今年 10 月份，“京都双彩堂”的传

人们又创佳绩——通过技艺比拼，葛群

地一家荣获“沧州市才艺家庭”一等奖。

打破传承上的“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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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欣演练葛红欣演练““蹬大缸蹬大缸””。。

葛红欣葛红欣（（左左））和母亲在舞台上和母亲在舞台上。。

葛家父子在央视舞台上葛家父子在央视舞台上。。

葛家孩子们在田边表演杂技葛家孩子们在田边表演杂技。（。（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