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记者走进了中国杂技团， 在练功房见到
了孙力力。 她个头不高， 微胖， 说话的时候

很直爽， 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也不停地指导着演员
们练功。 看得出来， 她严厉中带着温情， 直爽中带着
细腻。

8岁登台 天生练杂技的料

1950年的冬天， 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团长的女儿
诞生了。 团长夫妇给女儿取名孙力力。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名字很 “给力”， 孙力力做什么
都干劲十足。 很快， 大人们发现这个小姑娘竟然敢在
高高的杂技团排练大厅里爬上爬下， 都说她是 “天生
练杂技的料”。 孙力力就这样自然地踏上了杂技之路。

“我只上了小学一年级就去了艺校， 要是不干这
个， 好好学文化， 说不定我也是大学生了。” 孙力力笑
称自己是大文盲， 但正是这个 “文盲” 后来却经常给
大学生、 硕士生讲课。

父母转业后， 全家迁往东北老家生活。 1959年， 8
岁的孙力力开始了舞台表演生涯。 在一般女孩见到陌
生人仍会脸红的年纪， 孙力力已经能够独自面对满场
观众了。

十几岁时， 孙力力就成为哈尔滨杂技马戏团的主
力演员， 调入黑龙江省杂技团后， 她遇到了同为杂技
演员的丈夫， 夫妻俩心无旁骛地在舞台上为观众表演
了一年又一年。

1985年， 35岁的孙力力凭借扎实的顶功和丰富的
舞台经验， 被中国杂技团相中， 先后担任演员、 学员
队队长、 副团长等职。

屡创奇迹 45岁独创杂技成绝响

孙力力的拿手绝技 “单手椅子顶”， 现在都是演员
小时候当基本功练。 但孙力力直到结婚生子以后才开
始练， 别人生完孩子连杂技都不干了， 她却在不可能
练的年龄段练出来了。

调入中国杂技团后， 孙力力深受团里器重。 1994
年， 当时的团长林建找到孙力力， 希望她能为团里设
计一个节目， 冲刺来年的全国杂技比赛， 为中国杂技
团实现该项赛事零的突破。

孙力力很快设计出了节目， 其中就有空前绝后的
“脚上单手顶” 动作。

孙力力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岁数———快45岁了， 自
己做单手顶倒也罢了， 同时单脚还要支撑别人再做一
个单手顶……她明白， 练这个杂技得付出比年轻人十
倍、 百倍的努力， “我一定得坚持下去， 这是我拿金
奖的最后机会了， 我要给自己的杂技人生一个辉煌的
巅峰值！” 好胜心极强的孙力力， 性格泼辣， 眼神里
丝毫不掩饰她对金奖的渴望。

孙力力练右肩的承受力， 每天加几斤分量， 起初，
胳膊疼得都抬不起来， 要做半小时的预热， 等肩膀疼
得麻木了才开始正式练习。 别人一个动作每天重复5
次， 她重复130多次。 慢慢的， 她从最开始能承受50多
斤， 到能承受90多斤了。 “那种疼痛， 真的就跟电视
上演的给人上大刑一样， 但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 一
定要坚持下去！” 孙力力苦笑着回忆。

在几个月的训练中， 孙力力的胳膊曾经疼得连自
行车都扶不了， 最终还是把整套节目练得炉火纯青。
1995年， 在第四届全国杂技比赛中， 她代表中国杂技
团一鸣惊人， 荣获 “金狮奖”。

在那届比赛之后， “脚上单手顶” 成为杂技绝响，
无人再练， 舞台上也再没有出现过40岁以上的杂技女
演员。

就在1995年， 杂技团分给了孙力力一个颇感意外
的任务： 到中国杂技团新创建的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
抓教学、 带学员。 团长的理由简单而沉重： “中国杂
技团自1950年成立以来， 还没拿到多少有影响的奖牌，
作为 ‘国’ 字号的中国杂技团， 奖牌里没有金小丑奖，

又怎能服众？ 你的任务就是为咱们团培养后备力量，
同时还要抓几个金牌节目， 最好把……” 团长没敢说
出 “金小丑” 三个字。

就这样， 孙力力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 由当
红明星变成了老师。

巅峰转型 走下舞台当老师

当时的学校设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 连院
墙都没有， 野草有一人多高， 经常有蛇出没。 一排破
房子里， 除了床铺和一些生活用具， 什么道具都没有。
孙力力听说一位小学员的父亲会做木活， 就硬着头皮
把人家请来， 一气做了50条板凳， 作为学校最初的训
练道具。

这里的60多个孩子， 大的10岁， 最小的只有5岁。
正规、 严格的基础训练刚刚开始，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
哭鼻子了， 不少孩子还闹着要回家。

年龄大点的孩子可以做思想工作， 五六岁、 七八
岁的孩子也只能以哄为主。 她亲切地对孩子们说： 练
功就是要练出超越常人的东西， 比如， 你的腿一定要
比普通人踢得高， 劈叉一定要比普通人劈得直， 否则
就不叫艺术了。 艺术本身就是和苦和难联系在一起的，
吃不得苦、 经不得难， 也就搞不成艺术。

渐渐的， 孩子们的思想稳定了下来， 常常是一边
哭一边练。有时候，她劝孩子们歇会儿，孩子们则用她常
说的话回答： 练功得趁小哇， 大了想练也练不成了。

除了要求苦练， 作为老师的孙力力特别注重因人
施教， 适合练什么就练什么， 她说， 孩子们练自己感
兴趣和最适合自己的， 必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按照孙力力的培养模式， 过去一个演员拿下一个节目
需要三四年， 现在一年就可以练好， 并且一个人最少
可练三四个节目。

为了提高杂技的观赏性， 孙力力一反单纯练杂技
的老路子， 把舞蹈、 武术、 音乐、 戏曲、 表演等因素
也融汇了进来， 甚至还让孩子们上化妆课。

孙力力还特别鼓励学员们的二度创作， 让杂技节
目具有天人合一的美感， 让个体的生命体验在杂技这

一艺术瑰宝中激情演绎。
在教学过程中， 孙力力呕心沥血， 在关照孩子日

常生活上， 更是体贴入微、 如同母亲。 有一年 “六一”
前夕， 春夏衣服换季， 孙力力花掉自己1000多块钱，
为60多个孩子买了小背心、 小裤衩和小裙子， 让孩子
们过一个快乐的节日； 学校的第一个冬天， 燃料严重
不足， 孙力力怕孩子们冷， 又为每位孩子买了一件军
大衣。 孩子们此时背地里已改口称孙老师为 “孙妈”。

孙力力最怕孩子们生病。 因为学校地处郊外， 附
近连一所医院都没有。 这年冬天的一个早晨， 一个6岁
的孩子肚子疼得满床打滚， 她抱起这个孩子就走。 那
时， 这一带都是土路， 偶有货运车辆经过， 又不肯停
下。 孙力力急了， 索性坐在土路中间拦车。 后来， 一
位好心的司机直接把孙力力和孩子送到了医院。 医生
说： “这孩子患的是肠梗阻， 幸亏送来及时， 否则再
晚送来40分钟就没命了。”

为了这群孩子， 1995年整整一年， 孙力力没回一
次家， 她的汗水和心血也换来了骄人的成绩。

2003年初， 中国杂技团的 《转架软钢丝》 节目一
举夺得第二十四届法国明日杂技节少儿组第一名， 并
以超出成人组第一名41分的成绩获得本届杂技节最高
奖———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 这时候， 中国杂技团全
团上下心底里藏着的那把火也猛地燃烧起来了 ： 向
“金小丑” 冲击的时候到了！

零的突破 勇夺第一枚金小丑奖

冲击蒙特卡洛国际金小丑大奖， 是中国杂技团几
代人的梦想。 夺取这个国际杂技的最高奖项， 也成为
孙力力为祖国杂技事业增添光彩的崇高责任， 为此，
她呕心沥血， 废寝忘食， 带领构思创造了 《十三人顶
碗》 的方案。 团里抽调了最优秀的演员， 成立了最好
的组合， 开始了长达十个月的高强度的艰苦训练。 孙
力力更是整天和大家一起奋战在训练厅， 创造着、 攻
克着一个个新奇的高难动作 “大穿桥” “偷梁换柱”
“站四节” “五个单臂举单手顶连接” “四对双举顶对
抛接” 等等。

在训练场上， 孙力力对每个动作有着近乎苛刻的
完美追求。 而背后， 为演员和学生的伤痛， 她不知默
默流了多少眼泪。

中途她们又经历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曲折和痛
苦。 在赛场上， 孙力力带领全体参赛演员和学生， 将
一个个抛接、 翻越、 升腾、 托举、 柔美表演得淋漓尽
致， 惊险得令人紧张， 新奇得令人瞠目结舌， 变换得
令人目不暇接。 整个节目高潮迭起， 一气呵成， 没有
一点失误， 全场沸腾了， 就连摩纳哥的王室成员都激
动地站起向全体演员致意！ 这是马戏节创办30年来，
摩纳哥王室的全体成员， 第二次为一个节目起立鼓掌！
孙力力带领演员终于为祖国夺得了这枚来之不易的金
小丑奖！

在欢乐的海洋中， 孙力力流下了热泪。 在一片沸
腾中， 她的泪水是这样的晶莹， 这样的滚烫！ 演员们
情不自禁地把孙力力高高抛起， 一声声地叫着： “孙
妈！ 孙妈！”

2007年， 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 中国杂技团
曾征服国际评委和观众获得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的
《俏花旦———集体空竹》 节目， 又得到了全国电视观众
的高度评价， 荣获戏曲曲艺及其他类节目一等奖。 这
一切的一切， 孙力力都倾注了太多的心血。

成绩斐然 有革新意义的第三尊“金小丑”

成绩给中杂带来了无数的鲜花、 掌声。 面对这些，
孙力力却在深深思考： 怎样使中国杂技团的整体艺术
水平向新的高度迈进。 班子会上、 艺术研讨会上， 她
一次次激动地说： “我们大家都沉浸在欢乐之中， 都
认为我们这也行， 那也好， 看不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这就是最大的危险。 杂技艺术竞争这样激烈， 稍一停
顿， 就会被淘汰， 我们千万不能盲目乐观！”

很快， 孙力力又研创出了新的杂技节目 《协奏·黑
白狂想———男女技巧》。 《协奏·黑白狂想———男女技
巧》 节目巧妙地借用了钢琴和芭蕾两种艺术元素作为
节目的包装素材， 将芭蕾舞蹈的步伐融入到顶功倒立
着的双脚之上， 找到了两种艺术的契合点， 在节目中，

芭蕾舞姿与顶功技艺浑然天成、 不露刻板， 将节目的
艺术品质提升至了全新的高度。 五个演员宛若钢琴曲
中 的 符 号 精 灵 ， 他 们 在 美 妙 的 钢 琴 曲 中 翩 翩 起
舞 ， 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变换展示着自己的绝技， 在
梦想与现实、 过去与未来的时空穿梭中追寻着自己的
艺术之梦。

“节目在保持了杂技节目固有的高难技术动作的行
业特性基础上， 巧妙融入了芭蕾与钢琴等舞蹈与音乐
元素， 再辅以演员们娴熟大气的表演， 让节目整体呈
现出了脱俗的高雅品质。” 孙力力自豪地说。

经过艰苦的练习， 这个节目再一次在世人面前惊
艳亮相。

节目先后荣获了第9届全国杂技比赛金奖和第35届
法国明日国际杂技比赛金奖， 随后参加了素有世界杂
技奥斯卡之称的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艺术节比赛， 并又
一次荣获了金小丑奖， 并受到了评委的高度赞扬。

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评委会主席乌兹·皮尔茨， 以
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唯一健在的创始人之一兼新闻
官阿兰·弗海， 均认为 《协奏·黑白狂想———男女技巧》
节目是杂技艺术作品中难得一见的高雅作品。 蒙特卡
洛国际马戏艺术节资深主持人评价说， 艺术节对中国
杂技节目的风格非常熟悉， 但是这次中国杂技团的节
目非常高雅， 而且没有脱离杂技艺术的本体属性， 给
艺术节带来了惊喜。 比利时杂技马戏评论家罗兰·沃米
勒， 说这个节目是中国杂技艺术中富有革命性意义的
作品。

2015年2月， 在该节目参赛结束刚刚回国之际， 就
接到了国内商业演出的邀请， 并创造了单场节目演出
费28万元的市场交易价格记录。

此外， 在摩纳哥艺术节举行期间， 《协奏·黑白狂
想———男女技巧》 收到了多国演出商的合作意向邀请，
分别在德国斯图加特、 海尔布隆， 以及荷兰阿姆斯特
丹等国家和城市参加了百余场圣诞新年马戏演出 ，
2016年3月， 《协奏·黑白狂想———男女技巧》 受到瑞
士科尼马戏团邀请， 将再赴欧洲进行为期9个月的巡回
演出， 成为了中国杂技团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完美统
一的又一个经典作品。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08
2016年
8月13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足
迹

版
式
设
计

李
媛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09
2016年
8月13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足
迹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版
式
设
计

李
媛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孙力力：
挚爱无悔的杂技人生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孙力力独白：

杂技
是我生命的全部
我在这些 “金小丑” 获奖节目的创作过程

中， 除了参与本体技术的研发工作之外， 还肩负
着节目整体的组织筹备及训练工作 ， 这些日
常工作在他人看来大多繁重、 辛苦、 枯燥， 而
我却乐在其中， 特别是在经历了赛事的紧张过程
之后大获丰收的那一刻， 感觉是对所有付出的最
好回报！

这么多年来， 我对亲人的亏欠实在太多了。
早在2002年， 我远在东北的老母亲不慎从楼梯上
摔下来，腰、腿几处骨折，伤势严重。但当时学校有
出国演出任务， 我一直强忍泪水工作， 直到出国
的那些孩子安全登机， 我才急急忙忙地赶回老
家。 然而， 我在母亲身边只待了两天， 就只能又
含泪回到了单位。

2004年 ， 我的老母亲与婆婆先后患上脑梗
死 ,生活上均不能自理。 在此情况下， 我无法分
身， 只好为两位老人每人雇了2名保姆， 代为照
顾， 我感觉自己十分不孝……

另一方面， 我带领的演员， 却在世界杂技的
舞台上大放异彩。 在主抓教学、 演出的20多年
里， 我率领中国杂技团的演员团队几乎拿遍了世
界所有大奖 ， 中国杂技团终于站在了世界杂
技之巅 。 2004年， 《十三人顶碗》 节目捧回了
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最高奖 “金小丑奖”；
2005年， 《俏花旦———集体空竹》 在法国明日国
际杂技节比赛中荣获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 ”
……由我创排的 《中华魂》 《中国杂技第一课》
《杂技魅影》 等多台杂技主题晚会， 也成为中国
杂技的经典之作。

杂技就是我生命的全部。 在杂技的舞台上，
我和我的学生们缔造了最辉煌的一幕， 为国家争
了光 ， 也为我们的人生画上了精彩的一笔 ，
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因为杂技已融入了我们
的生命。

她是中国杂技团本体艺术的掌门人， 曾连任第四、 五、 六届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
她出生杂技世家， 8岁登台演出， 45岁荣获全国杂技比赛金奖；
她在杂技演艺舞台上活跃了38年， 创造了中国杂技演员舞台演艺的奇迹；
她潜心投入杂技本体教学与研发， 策划和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杂技艺术作品， 为中国杂技团赢得了国内外各类赛事的53尊金奖， 更为中国杂技艺术的发展留下了宝

贵的艺术财富。
她， 就是中国杂技团创意总监孙力力。

孙力力与学员 训练学员 颁奖照片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