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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壶魔术半世功：周良铁》主要内容包括：周良铁访谈录、启蒙教育，进馆学艺，非常岁月，
师恩难忘，心路历程，人生转折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壶魔术半世功>>

作者简介

周良铁，1949年2月21日生，魔术表演艺术家，上海市杂技家协会副主席。
11岁进上海杂技团学馆学艺，以表演对手、叠罗汉及翻腾类节目见长，上世纪70年代首创高难度动作
“单臂倒立侧水平举汉水”和“三掐脖”。
后专攻魔术，在长达五十年的舞台生涯中，纳百家之长，举各派之要，具有明显的海派风格。
由他领衔创作演出的《魔术师的约会》、《变脸》、《百鸟朝凤》等作品，屡获国内、国际魔术节大
奖。
他的魔术表演精巧而华丽，典雅而新奇，南北风格兼容，民间艺术和舞台艺术并蓄。
2010年6月，被授予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派魔术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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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谷成云有高血压，60岁那年小中风，半身不遂，三天两头跑医院针灸治疗。
    吴兴路那里有一家胡武光针灸所。
周良铁常常扶着奶奶去看门诊，打针灸、熏艾条。
周秉直躺在床上，气喘病常发作。
周良铁的弱小肩膀挑起了一部分家庭生活重担，他要陪奶奶去针灸，要照顾爷爷，要一星期一次去看
望妈妈、爸爸，看望妹妹和弟弟。
他们住在嘉善路，从武康路到嘉善路，得走好多路，坐车要花钱，他不合得坐车，宁愿两头来回跑。
他的儿童时代，像一本大书，影响了他的一生。
    周良铁早期的启蒙教育，沐浴着家庭教育的爱。
那是一种无声的爱、浓于物质的爱。
周秉直每次去城隍庙小市场批棉纱，总忘不了买一只酱麻雀回来。
周良铁说：“爷爷买的酱麻雀，味道非常好，我特别喜欢吃。
”只要听说爷爷要去城隍庙批棉纱了，他就特别高兴，盼爷爷早点儿回来。
    可是有一次，周良铁失望了。
    那天，周秉直未能去城隍庙。
周志新自告奋勇，说是自己去走一趟。
临走前，周秉直关照他，别忘带一只酱麻雀回来。
    周志新记住了。
天擦黑时，他回来了，带回了一只酱麻雀。
掌灯时分，一家人坐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起了晚饭。
周良铁吃了一口酱麻雀，咂了咂舌，感到奇怪，不对呀，今天的酱麻雀味道不对呀，肉粗粗的，一点
不鲜。
更让他奇怪的是，爸爸买回来的酱麻雀，个头比爷爷买的大了很多。
他想不明白，有点儿闷闷不乐，一句话也不说。
    周秉直奇怪了，往日孙子看见酱麻雀可高兴哩！
可今天为什么一声不吭？
他尝了尝桌上的酱麻雀，哦，明白啦，这哪是什么酱麻雀啊，明明是一只酱鹌鹑嘛！
周志新将酱鹌鹑当成酱麻雀买回家了。
    一只酱麻雀，原不过是周家生活中的一个小细节。
然而，润物细无声，随风潜入夜。
亲情，在周良铁幼小的心中萌芽。
    周秉直读过许多中国名著，那些故事可说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力，《西游记》、《三国演义》、《
水浒传》、《三侠五义》里的人物，被他渲染得有声有色。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水浒传》里的打虎英雄武松、寻母救母的黑旋风李逵，特别是那个能一个
跟头翻到九霄云外、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听得周良铁尤其着迷。
爷爷告诉他，孙悟空原来是一只冥顽的猴子，后来被压在五指山下，不能动弹，幸亏有个老神仙路过
，在他头上轻轻一敲，敲得他顿时开了窍！
    在周良铁的潜意识中，传奇、曲折、神话般的境界，成了催化剂，唤醒了他沉睡中的魔术意识。
    周家的单间屋翻建成“假二层”后，周秉直在楼上楼下的过道处做了个竹架子，用来放书。
他们家以前摆过小书摊，收摊后剩下了好多“小人书”  (即“连环画”)。
竹架子上的“小人书”，成了周良铁的早期启蒙读物。
他很早就迷上了书，这或许与周秉直对他讲的那些传奇故事有关。
    没有上学，不识字，难不倒周良铁，这个有悟性的孩子，会蒙，会揣摩，只要一打开“小人书”，
看到有星星，有月亮，他就知道，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晚上，“小人书”上的那些人呢，要是用布蒙
了嘴、蒙了鼻子，只露出两个眼睛，他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个飞檐走壁、扬善惩恶、扶助弱小的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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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架子上的“小人书”，内容很杂，他像一块海绵，一点一滴地吮吸着大海的精华，时而迷茫，时而
兴奋，他的脑海里装着太多的问号，总是想要从那些书中破解未知世界的奥秘。
他想：“等我长大了，要像爷爷那样，知道很多很多的事，能讲很多很多的故事。
”    “假二层”成了周良铁启蒙的地方。
爷爷周秉直成了他早期的启蒙老师。
周秉直对周家的几个孩子有爱，有要求，希望他们要有所作为，决不能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决不能
像清朝的八旗子弟，声色犬马，淫逸骄奢，前半个月吃啥有啥，后半个月有啥吃啥。
周秉直说，斗蟋蟀、养鸟、遛鸟之类的玩意儿，玩物丧志啊，决不要去搞。
    有一天，周秉直说了个故事：以前，有户贫困人家与一户富裕人家为邻。
贫困人家节衣缩食，勤俭持家。
富裕人家大吃大喝，挥霍浪费，将吃剩的大米饭随手倒在下水道。
贫困人家看见后，觉得可惜，悄悄收集，晒成米干藏了起来。
后来，富裕人家破落了，穷得连饭也吃不上了。
这时，贫困人家端出了一簸箕米干，说，这些米干，全是从你家下水道流出来的啊。
一席话，说得那户富裕人家羞愧满面。
    1956年，周秉直回了一次顺义老家，带回了几个糠菜团子。
那是他在顺义老家特地做的。
他要孙子和孙女们尝一尝：“我们以前吃的，就是这样的东西，你们也来尝尝味道啊。
”爷爷的话，一字一句，刻在了周良铁的心上。
    坐落在武康路小学里的周家，进出校园十分方便。
有一天，周秉直问：“良铁，你看见教室墙上的字吗？
上面写的是什么？
”周良铁摇摇头。
    周秉直告诉他：“那是‘向一切不良倾向作斗争呀’！
”    周良铁不明白：“什么是不良倾向？
”    周秉直说：“不良倾向，就是不正派，不学好呀！
”    哦，周良铁明白了：做人，就是要做正派的人，不能有“不良倾向”！
在他的心中，爷爷的形象是那么高大。
虽然，爷爷的身体不好，卧病在床，但爷爷对错误不迁就，不姑息。
即使对自己，他也容不得犯错误。
    夜色降临的时候，兴国路、武康路一带的街灯亮了起来，那些带有灯罩的电灯，挂在高高的电线杆
上，一动不动，好像在沉思什么。
    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街头的灯光是朦胧的、昏黄的，然而却是沁人心脾的。
读那昏黄的街头灯光，人们读出的是温暖的怀旧，读出的是对于未来生活的遐想。
    路上的行人不多。
四周，静悄悄的。
夜色朦胧，灯光朦胧，整个世界悄悄地潜入了诗一般的意境。
    周家老屋，也亮起了灯。
老屋中的灯，也有一个小小的灯罩。
晶亮晶亮的玻璃灯泡中，有一根弯曲成了几何形状的钨丝，细细的，通体发亮，似乎在燃烧着岁月。
周秉直坐在灯下，给孙子和孙女们讲着故事⋯⋯他讲得是那样的有滋有味，那样的入神。
    朦胧的灯光，照在并不厚实的“五寸墙”上，倒映出了几个身影，一动不动，好像凝固了一样。
    P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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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不是画画的，在我看来，画画好像并不那么难，我只要铺开一张白纸，用笔在上面胡乱涂上几笔，
白纸上就可以立刻出现一片树叶，或者一朵小花。
虽然，我叫不上这片树叶或这朵小花的名字，看我画画的人和我一样，也不可能说出它是哪一棵树上
的叶子或者哪一块花圃中的小花，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的画画。
我似乎对画画有点心存“偏见”，因为我想，我只要将想要画的东西，画得形似就可以了，不会有人
说我画得不像。
世界上有许多树叶，有许多小花，任何人，不可能认识所有的树叶，也不可能认识所有的小花。
我这样说，并没有一点点贬低画家的意思。
他们的创作，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
我只是想借用这样一个蹩脚的比方，由此发端，说说我写的这本书。
    这本书，写的不是“叶子”，也不是一朵“小花”，而是周良铁。
我相信，人海茫茫，芸芸众生，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周良铁。
唯其如此，我对我的写作是抱有敬畏之心的。
我很担心，写周良铁，而且是写我身边的“这一个”周良铁，要是也像我对于画画的理解，胡乱地涂
上几笔，只追求形似，那我所写的周良铁根本就不是“这一个”周良铁了。
我这样说，并非是在说，我现在的这本书，已经将周良铁写得很神似了。
这虽然是我想要达到的理想效果，但我深知，于我的笔力，于我的识见，还远远不够。
只不过，我已经用心了，我已经努力了。
因此，我希望得到熟悉周良铁的朋友谅解。
他们比我更了解、更熟悉周良铁。
    周良铁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杂技艺术家。
不仅是，这位杂技艺术家50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感受到了我国杂技艺术和海派魔术的神韵，更使我感
受到了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的一颗艺术良心。
有关他的从艺过程和50年的艺术道路，这本书已经有了一点记录。
我想补充的是，人品决定艺品。
反过来说，艺品也在无声地反映着演员的人品。
我在采访周良铁的时候，他的淡然、他的直率、他的真诚和他对于杂技、魔术的真知灼见，都给我留
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无须对德艺双馨再去费力地探求什么真实的含义了，他的为人和50年舞台生涯已经给这个崇高的荣
誉称号作了诠释。
    毫无疑问，周良铁是一本大书，要真正读懂这本大书，我觉得，需要时间，需要我对杂技、对魔术
加深理解。
    走近周良铁，我学到了很多；对人世间事和物的认识，提高了很多。
    现在，我要说说写这本书的缘由了。
2011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上海文学艺术院一位领导给我来了个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采写周良铁？
为一位闻名海上的杂技、魔术艺术家写“传”，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但我立刻觉得这是一项艰巨的写作任务。
之所以艰巨，是因为周良铁是一位观众熟悉的杂技、魔术艺术家，我在上面的文字中已经说了，是有
个性、有与他人完全不一样气质和秉性的“这一个”，我深知要完成这项任务的不易。
特别是，列入“海上谈艺录”丛书的文艺家们，都是一些在艺术舞台上有分量的人，要写好周良铁，
我觉得这很艰巨，但又很光荣。
我觉得，这是一次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机会。
因此，我一口答应，并且表示，我将尽力将这本书写好。
    岂料，接下任务后，我感到自己的肩上有点沉甸甸的。
这些年，杂七杂八的事情一多，时间便显得十分紧迫，我想尽早完成这本书显然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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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主要。
因为，我想起了一位文学大师的话，时间是挤出来的。
主要的问题恰恰在于，周良铁的艺术人生太丰富，时间跨度太长，想要将他的50年艺术人生浓缩到一
本书的有限空间，这似乎有点勉为其难。
因此，我只有努力，不断地鞭策自己，为自己不断地呐喊、加油。
    采访，是在断断续续的状态下完成的。
其后，我开始整理材料，阅读大量有关周良铁的文字记录，从中理出头绪，化纷繁为简单。
再后来，当我坐在电脑前，跳动着手指，敲打键盘，我的面前，始终活跃着一张已经被我熟悉了的脸
庞，我好像仍然在与他对话，交流思想。
这张脸庞，就是周良铁，就是我努力想要用文字反映的“这一个”。
当我敲打完最后一个字，我仍然觉得我要写、要反映的东西太多、太多，突然生出了“挂一漏万”的
感觉。
对于我的不足和书中的错误，希望得到读者诸君的批评和指正。
    陆林森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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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相信，很多人都好奇于魔术师的魔术表演。
也相信他们的台上一分钟，需要他们台下花十年功的辛劳。
下面，就让我们翻开由陆林森编著的这本《一壶魔术半世功：周良铁》，看看我国著名魔术表演艺术
家周良铁先生是怎样经历他的魔术生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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