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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程
海
宝

    我和程海宝的聊天，是从他退休后

的一次如东之行开始的。如东，是黄海之

滨的一座小城，人口不多，喜好杂技的年

轻人却不少，那里是他退休后的又一个驿

站。他曾应约前往讲课，重点该说些什么

呢？说说中国杂技几千年历史，还是说说

杂技是国粹，需要年轻人接力传承？他觉

得，这样的切入点太大，所以还是以上海

“大跳板”节目为例，说说夺冠的经过和

自己几十年来的杂技生涯吧。

绝技惊四座

时光倒流到 1987年 4月 3日，也是

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第二届全国杂技

比赛在上海拉开帷幕。来自各地的杂技

英豪，剑指“金狮”，逐鹿中国杂坛这一最

高奖项。

轮到上海“大跳板”出场了。程海宝

是这个节目的领军人物，也是“二节儿”

（即“底座子”肩上的演员）。开赛哨响，程

海宝迅速爬上直梯，翻身而下，稳稳地站

在了“底座子”詹为民的双肩上。一个、两

个⋯⋯“人梯”一节一节升高。一会儿，他

就用双肩扛起了四个演员。跳板，“蓬”的

一声，小演员黄飚腾空而起，如一颗出膛

炮弹，“嗖”地弹向高空，又如一只小鸟，

飞身而下，准确无误地落在“五节人”黄

翠萍的双肩。程海宝和詹为民等六名演

员搭成的“人梯”，恍若生了根，稳稳地直

立在舞台上。

绝技惊四座！场上，爆发出阵阵掌

声。在现场“观战”的美国玲玲马戏团的

提姆也连连惊呼不可思议。由程海宝领

衔的上海“大跳板”，以高难度的“单人底

座六节人”征服了现场观众，跳、砸、翻、

接，实在惊心动魄。程海宝和队员们力擒

“金狮”，“单人底座六节人”改写了“大

跳板”的高度和难度。

双肩扛千斤

然而，“大跳板”的夺冠，却并非一次

成功的，他们也曾与“金狮”失之交臂。那

是 1984年 8月的第一届全国杂技比赛，

上海选派了两个节目参赛，“大跳板”就

是其中之一，那次，程海宝在国外，未能

参赛。当“大跳板”屈居第二的消息传来

后，他和队员们暗下决心，要重振旗鼓，

来日再战。

两年后的 6月，访美演出归来的程

海宝向领导提交了一份“请战书”：“大跳

板”是中国的传统杂技之一，当时，国内

外杂坛还没有“单人底座六节人”。上海

杂技能不能突破一下？但他的设想遭到

了质疑：“单人底座六节人”？从来没有听

说过，太大胆了。

好在经过慎重研究，大家还是支持

程海宝一试，还决定组建一个 16人训练

小组。程海宝是小组的带头人。在几个月

的时间，要创造性地练成“单底座六节

人”，参加全国第二届杂技比赛，能行吗？

程海宝带领组员们躲进了集训基

地，开始了封闭式训练。杂技是个苦活

儿，翻滚砸接，必须默契，协调一致，容不

得半点闪失。当时的程海宝已年近四十，

这样的年龄，对杂技而言，已属超负荷训

练，集训时，要加大强度，他的肩上还要

站上六七个演员。有时，险象环生，从高

空飞身而下的演员，稍有闪失，双脚碰到

耳朵，耳朵撕裂，碰到脑袋，脑袋被“劈”

得疼痛欲裂。

节目在台上的表演时间只有四十五

秒，但为了这短短四十五秒，程海宝和队

员们训练了无数遍，失败了，从头再来。

表演中，程海宝的双肩要扛起六七

个队员。比程海宝更苦的是“底座子”詹

为民。他俩的脸，由红到紫，额上凸现的

青筋，像蚯蚓般，甚至能听到关节在咯咯

作响。为了分担詹为民的“苦”，程海宝和

队员们轮流担任“底座子”，一天训练下

来，大家的双肩都被踩得又黑又肿。

一天的训练结束后，程海宝从詹为

民肩上跳下，一看，鞋帮上都是血，再一

看，詹为民的双肩也是一片血红。他和詹

为民要承受六七个队员的重量！“不苦，

那还叫杂技吗？”程海宝就是这样鼓励

自己的。

第二届全国杂技比赛尘埃落定，程

海宝和队员们终于捧回“金狮奖”。随后，

他带领大家继续苦练，以更高难度的“大

跳板”“十字跳板”接连拿下了第三、四届

全国杂技比赛大奖。“大跳板”三擒“金

狮”，程海宝也因此被誉为杂坛“三冠王”。

执鞭育新苗

程海宝十岁进学馆学艺，学成后登

台，演过很多节目。46岁那年，他决定告

别舞台，走向教坛。从舞台到教坛，对他

而言，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2001年 1月 18日，程海宝带领“马

校”新军飞抵摩洛哥，参加第二十五届蒙

特卡洛国际杂技节。赛场上，孩子们或上

或下，或如春燕展翅，或如雄鹰凌空，一

连串“双翻”，引得全场惊叹。观众席上的

程海宝，一会紧握双拳，一会忽地松开双

拳，额上渗出了汗珠。最终，来自中国上

海马戏学校的“跳板蹬人”，得到了评委

认可，六个评委中有四人打出了最高分

“满分”。喝彩声、跺脚声响成了一片，观

众们为程海宝带领的杂技新军精彩表演

喝彩。“金小丑”是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

的最高奖项。领奖台上的程海宝，手捧

“金小丑”，眼眶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梦

寐以求的“金小丑”终于来到了中国。在

上海马戏学校担任校长十多年，程海宝

带领杂技新苗，50多次登上国内外赛场

领奖台，成为杂技界的“得奖专业户”。杂

技演员身上的伤痛，既是荣誉，也是拼搏

的记录，程海宝也一样。

退休后，面对奖牌和奖杯，程海宝粲

然一笑：“过去了，这都是昨天的故事

了。”他要谱写新的故事。眺望远方，最让

程海宝留恋的仍是杂技舞台上的砸板

声。这些年来，担任中国杂技家协会顾

问、专家组组长、上海杂技家协会名誉主

席的程海宝，东奔西走，采风、调研，讲

课、当评委。

舞台，也是竞技场。杂技新秀，同台献

艺，各展其能，程海宝为如今杂技新秀们

的出色表现深感欣喜。说起对他们的指

导，他尤其着眼于“基础”。给年轻一代杂

技人讲课时，程海宝常以自己的经历告诫

说：“杂技人千万不要急功近利，要认识

到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就像造房子，要

打好地基，基础不扎实，就算房子再好看，

也不会牢固的。”这样的鼓励，常常会赢得

台下的阵阵掌声，这也是年轻一代杂技人

献给正在跨入人生另一个舞台上的程海

宝的掌声。

文/ 剑 箫

    近日，从国外传来令人

不安的消息：一是某国一家

养老院里的老人受到新冠袭击，以致绝

大多数的老人不幸死亡；二是另一国的

养老院护理人员因害怕“中招”，抛弃老

人而去。 相比之下，我不免为中国养老

机构忠于职守的专业精神深感欣慰。

日前，有个朋友在朋友圈中发布了

一组图文并茂的照片，展现虹口区银康

老年公寓全体工作人员在非常时期全

心全意地照顾老年朋友的情形。 由于采

取暂时隔离措施，工作人员虽然增加了

相对于平时的几倍工作量，但仍尽心尽

力，毫无怨言，更不敢懈怠。 难能可贵的

还有：他们频繁采用视频手段，让老人

与家属作“面对面”的交流，极大地缓解

了老人心理的焦虑和不安。 为了老人的

安全起见，也为了让老人的亲友安心窝

在家，他们真是够拼的！

我想， 这种周到体贴的为老服务，

很可能不是个别现象，也许正是这个行

业在非常时期的规定动作。

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文明，有许多指

标，给予老年人以特殊的关照肯定是其

中之一。 那些动人的场景使我们相信，

这次全民“战疫”一定会取得胜利。

老
琐
言

老
保护老年人群体

□ 陆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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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为
人
梯

采访杂技老
艺术家程海宝，

我被他的“人梯”

精神所折服。 杂
技舞台上， 他是

“二节儿”，为了赛出成绩，他甘
为“人梯”；在上海马戏学校，他
是校长， 为了培养杂技新秀，他
也是甘为“人梯”。 退休后，他为
了传承中国杂技艺术，东奔西走，疫情
期间，隔空指导，仍甘为“人梯”。人生，本
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舞台。 幕起幕落，退
休不过是“转场”。 经过短暂的“幕间休
息”，大幕又徐徐拉开。 薪火传承、扶助
新秀，这是程海宝的另一个舞台。 等闲
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当一批
批新秀走上杂技舞台之时，杂技这门来
自民间的文化艺术，“血脉”永续。 老树
新枝，杂技园地必将郁郁葱葱，春色一
片，这也正是程海宝的心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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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杂技老艺术家
程海宝七十岁了，退
休十多年来，他并没
有“车到站，人下
车”，而是忙着当指
导、做评委，心系传
承。今年疫情期间，
宅在家中的他，也不
忘隔空和年轻一代
的杂技人聊“练功”。
中华杂技，是一门古
老的艺术，需要传之
于人，更需要年轻人
“接力”。

■ 程海宝（第三排左二）国际评委和参

加国际大赛的孩子们

■ 程海宝近影

■ “单人底座六节人”：“底座子”肩

上一人为程海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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