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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左，左、右、左，脚下不要停。”3
月27日，在宝丰县商酒务镇泥河樊村高腿曲
子戏传习所，几个孩子踩着 50 厘米高的木
跷，在高腿曲子戏传承人王桂连的指导下练
习走高跷。

高腿曲子戏，旧称高跷曲子戏、高腿故
事、高跷曲，边踩高跷边演唱，集歌舞、角色扮
演、故事性和乐器伴奏于一体，流传在宝丰及
周边地区，是曲剧的早期形态之一。去年7
月，高腿曲子戏被列入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去年12月，河南省文化和旅
游厅公布了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名单，王桂连就在其中。

高腿曲子戏，百年艺术重焕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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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腿曲子戏在宝丰县有
100多年的历史，一直深受百姓
喜爱，并被活态传承。”平顶山说
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发展中
心党组书记、主任申红霞介绍
说。

高腿曲子是珍稀剧种，从清
代光绪年间的地摊鼓子曲说唱
到高跷曲儿，又从高跷曲儿演变
为上世纪30年代的高台（舞台）
曲（即河南曲剧），最终发展成为
河南省三大地方剧种之一。

清朝中期，在宝丰县商酒务
古镇出现了高腿曲子戏的雏形，
百姓们聚在一起编故事、唱小曲
儿，因不化妆、不穿箱，甚至不分
行当，被百姓称为地摊戏，也叫
乱弹社或清唱团。后来，为满足
观众围观观看需要，艺人把高跷

捆绑在腿上，一边踩着高跷一边
唱曲子，并开始化妆、穿箱，同时
实现了行当分工，被称为高腿曲
子戏。唱腔除继承洛阳小调的
基本调门外，因马街书会大调曲
子流传开来，又融入了大调曲子
的不少调门，最终形成宝丰特有
的高腿曲子戏。作为曲剧最原
始的表演形式，宝丰县高腿曲子
戏在发展过程中为曲剧的发展
和成熟奠定了深厚基础，为河南
省曲剧团的成立孕育了大批人
才。

上世纪 40 年代，高腿曲子
戏风靡宝丰，村村寨寨皆有曲剧
班，民间演艺名伶层出不穷。上
世纪 50年代初，河南省曲剧团
成立，班底多为宝丰曲剧艺人。

高腿曲子戏在百余年的发

展中，形成了两个发展方向，一
个是宝丰仍保留着的以宝丰方
言为基础，高跷和演唱相结合的
较为原始的表演形态；另一个是
去掉高跷，登台演出，发展成为
曲剧。100多年来，高腿曲子戏
始终传承着最古老的表演技巧、
演出风格和演出形式，是民众获
取知识的重要窗口和娱乐方式，
深受群众欢迎。

申红霞说：“高腿曲子戏之
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它的表演
内容多取材于民间生活、民间故
事、神话传说等，而且唱词通俗
易懂。另外，它的表演方式独
特，戏剧表演与踩高跷相结合，
并能根据剧情需要做出翻筋斗、
耍大刀、劈叉等各种惊险刺激的
动作。”

“这一批孩子从6岁就跟着我练高跷，最
初都是我拉着他们的手学站立，站稳后练习
原地踏步，再跟着感觉开始行走，最后根据每
个孩子的学习进展逐步放手。”3 月 27 日上
午，63岁的王桂连一边指导孩子们练习高跷
一边说。

看到一个孩子腿上绑的高跷松了，王桂
连拉着她坐到凳子上，重新给她固定了一下，
绑得很结实但松紧适中，不会影响腿部灵活
性和血液循环。

“孩子的学习速度比成年人快得多，有的
孩子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学会走，我当初重新学
的时候还练了两个多月呢！”王桂连笑着说。

王桂连从小跟着父亲和姐姐学习豫剧和
曲剧，7岁即登台演唱《朝阳沟》《红灯记》，上
学后进了学校宣传队，高中毕业后在张庄大
队剧团、赵庄公社剧团、宝丰文化馆演出。

2013年7月，宝丰县召开了创建“宝丰说
唱文化国家级生态保护实验区”动员大会。
为发掘抢救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宝丰县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商酒务镇党委政府对高腿
曲子戏进行发掘、整理及传承，率先在龙泉寺
村、张洛庄村和商酒务村恢复成立了高跷曲
子剧团，请老艺人手把手传授技艺。王桂连
就是这时候跟着老艺人齐长河重新学起了高
腿曲子戏。

今年96岁的齐长河说：“踩高跷有一定的
危险性，很多人学着学着就不学了，只有少数
人坚持了下来。”不过，王桂连小时候学过高
腿曲子戏，虽然很多年没有踩过高跷了，但在
邻居等人的鼓励下，坚持下来了。

王桂连让丈夫在院子里拉了一根绳子，
每天坚持练习，没少摔跟头，但不管之前摔得
多疼，踩上高跷那一刻，疼痛和恐惧都抛诸脑
后。

两个月后，王桂连终于脱离绳子走了起
来，慢慢地越来越熟练。由于以前有基础，踩
着高跷走熟练后，王桂连就开始登台演出
了。第一次表演高腿曲子戏是在龙泉寺村的
舞台上，表演的是《货郎翻箱》和《柜中缘》。
村民看过踩高跷，也听过戏曲，但踩着高跷唱
着曲子的高腿曲子戏已多年没见过，感到很
稀奇。村民们聚精会神地看表演，掌声、喝彩
声不断。观众的掌声和叫好声让王桂连越演
越有劲。“演员都是这样，反响越热烈，表演就
越起劲儿。”她说。

随后，王桂连带着高腿曲子戏到各个乡
村、社区演出，还参加过马街书会，让群众、游
客近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2019年，宝丰县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织举办“说唱宝丰幸福
乡村——说唱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成果展
演”，王桂连带着弟子们表演了《小姑贤》，受
到了大家的喜欢。

50多岁重拾高腿曲子戏

“这一剧种曾濒临失传，经
过抢救保护，这一宝贵的民间文
化遗产在宝丰乡村重获生命力，
但仍面临严峻考验和挑战。”申
红霞说。

齐长河说：“我也是高腿曲
子戏的传承人。我从1948年就
开始领着人外出表演高腿曲子
戏，这么多年来也不断有人拜师
学艺，我的学生最大的都78岁
了。现在，跟着我学高腿曲子戏
的人有二三十人，我也经常跟其
他的传承人一起交流学习。”

齐长河希望在他的有生之
年，能将高腿曲子戏很好地保护
与传承下去。

申红霞表示，随着保护和发
展非遗的理念越发成熟，宝丰县
对非遗保护的力度也越来越
大。近年来，宝丰县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积极组织参加各地非遗
交流、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非遗宣传展示、组织全县非遗传
承人集中培训等活动，并成立非
遗传承基地、传承中心、非遗传
习所，积极开展非遗的普查、收

集和整理工作，全面开展数字化
记录保存工作，深入挖掘潜在的
民俗精髓，打捞历史记忆。

“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老艺
人逐渐老去、新生代接续不上。
学踩高跷容易，学唱比较难，传
习所现在有20多名学生，真正
能唱的很少。不过，只要有一丝
希望，我就不会放弃。”王桂连
说，她要把先辈留下来的艺术完
整地交给后人，做好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培养有文化且自信的时
代新人。

王桂连（左）在表演高腿曲子戏

高腿曲子戏为曲剧发展奠定基础

非遗保护让高腿曲子戏重现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