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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花会掌门是位80后
每逢传统节日，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孙河乡，多档花会队伍都会齐聚一堂，为居民献上多种民俗节目。每支队

伍前都有位带队会首，他们大多年过六旬。而在“雷桥村聚友同心天平圣会”，打头阵的却是位“80后”小伙儿。他叫雷鹏，是

“京城丑婆雷”的雷氏后人雷殿坤长孙，至今已执掌“天平会”9年有余，在他的创新带领下，“百年天平会”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这个“80后”缺什么角儿都能补上
“天平会”是一种以说唱“莲花落”“什不闲”

等并结合舞蹈动作于一体的表演形式。表演时，

以节子板和手锣伴奏，风格多样，诙谐幽默。“雷

桥村聚友同心天平圣会”是北京市十三档传统民

间花会之一，创始于清道光15年（1835年），

2013年被列为“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福字添来喜重重，福缘善庆降瑞平。福如

东海长流水，恨福来迟身穿大红……”记者见到

雷鹏时，他正在练习唱《发四喜》。每天下班后

和周六日，雷鹏一般都会出现在康营家园三社

区活动室，与大家一起排练走会。

“注意眼神儿，手、眼、身、法、步要协调一

致，每个动作和唱腔都得干净利索。”不管是年

轻人，还是从艺多年的老人，雷鹏都提出了极其

严格的要求，他希望每个成员都能独当一面，

“每个人拉出来都能代表天平会”。对自己，则

要求更高。当会首9年来，他熟悉所有角色、所

有曲目的要领，“缺什么角儿，我都能补上”。

23岁当“会首”拜访求教老艺人
今年32岁的雷鹏，留着短寸头，喜欢T恤衫

搭配牛仔短裤，如果不问年龄，和正在上学的学

生并无两样——事实上，他在接手“百年天平会”

时，正是在读研究生，主修专业为工商管理。

2007年，祖父雷殿坤去世，“天平会”面临困

境。即将研究生毕业的雷鹏，经过慎重考虑，接过了

传承“天平会”的重担。2009年，“天平会”举行传

统贺会仪式，雷鹏正式成为“会首”，那一年他23岁。

“‘会首’就是得什么都会，要不不能服众。”

雷鹏说道，虽然从小跟着祖父走会，“天平会”铿

锵的鼓点、扭逗的姿态、独具特色的道具，他再

熟悉不过。但是毕竟没有完全坐科学习，一开

始当“会首”时，他还是犯了难。

由于“天平会”一直是口传心授的传承形

式，没有多少文献可考，动作要领还在其次，最

主要的是文场点子和唱腔，点子打得对不对，唱

腔正不正宗，只有老艺人知道。雷鹏就通过拜

访爷爷当年的老搭档来寻找各类资料。与老人

们一遍遍沟通交流，模仿演练，力求原汁原味

……9年一晃而过，雷鹏也变成了全能型会首。

这些年，经费不够，他用工资前后搭进去近十

万元；演出人员不足，他就叫来同学、同事、亲戚一

起表演，在他的影响下，“90后”的堂弟也正式成

为其中一员；角色临时缺失，他自己来替，甚至有

时一人饰多角儿。

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
目前，队内已有多位80岁以上老人，老人占比

60%以上。近年来，为了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

“天平会”，雷鹏把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内容融入到

“天平会”表演中，比如用《发四喜》的唱腔，新编了

《八荣八耻》等节目，以此激发年轻人的学习参与兴

趣。让人欣慰的是，不久前，30岁的马文义和29

岁的周冰，两位“80后”新人也加入了“天平会”，成

为新一代传承人，给“天平会”增添了新鲜的血液。

谈及未来，雷鹏表示，他将身体力行去推广“天

平会”，去影响身边的人，让这种艺术形式得以传承

下去。“‘天平会’既然交到了我的手上，我就必须要

把它办好，这不是我的权利，这是我的义务。”雷鹏

说道。 文/北青社区报 王成 张含 供图/雷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