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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躁的猴子、狡黠的老鼠、笨拙的狗熊，乃至傻乎乎的
蛤蟆、没头脑的蚂蚁……随着主人指挥，都能作揖打滚、卖
萌逗趣，这是民国时期老北京街头风景里，少不了的驯兽
表演。

耍猴儿、耍耗子、耍狗熊，是最为常见的三种。天桥、
东安市场等处是演出相对集中的场所，走街串巷的也为数
不少。从业艺人大多来自京郊、直隶（河北）、山东、河南，
他们或以此为生，或农闲时进城挣钱贴补家用。

耍猴儿最是百看不厌。艺人们用独轮车推着道具箱，
带着猴子、巴儿狗、山（绵）羊等动物，选好空地，敲锣打鼓
吸引观众。

演些什么呢？《燕京岁时记》写道：“耍猴儿者，木箱之
内藏有羽帽乌纱，猴手自启箱，戴而坐之，俨如官之排衙。
耍猴人口唱俚歌，抑扬可听……其余扶犁跑马，均能听人
指挥。扶犁者，以犬代牛；跑马者，以羊易马也。”

猴子经过长期培养训练，能够展示后空翻、倒立行走、
钻铁圈、猴骑狗、拉车等多种动作。同时，艺人和猴子还得
一唱一和，猴子抓一个画着杨六郎的面具戴头上，艺人就
唱几句“杨家将”；抓到画着孙悟空的面具戴上，艺人就唱

“大闹天宫”。
民俗学家何大齐回忆，耍猴儿的压轴大戏是“猴爬

竿”。艺人命令猴子爬到竹竿架子顶上，它装傻充愣不上
去，艺人就问：“今天这是怎么个茬儿啊？”猴儿窜到艺人的
耳边说悄悄话，艺人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噢，原来是
小猴儿饿了，想吃烧饼，大家帮忙赏俩小钱儿，买个烧饼吃
吧！”

于是猴子就把锣翻过来，绕着圈收钱，观众拿出零钱
扔在锣里，猴子举前爪致谢，一场表演欢乐地结束。

耍耗子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当时却最令小朋友开
心。“我小时候一听到唢呐嘹亮的吹奏声，就知道是耍耗子
的来了。”想必很多老北京人都有和何大齐一样的童年记
忆。

耍耗子的艺人身背一只木箱，里面装着训练有素的小
白鼠、仓鼠、花鼠，也装着梯子、水桶、木鱼、小瓜、木塔等道
具。据老画家侯长春所见：“演出时艺人轻敲铜钲或口中
发出什么指令，小鼠便作攀缘、登梯、钻穴、提水、钓鱼以及
拱爪作揖等各种动作，动作还都各有名堂，如‘状元拜塔’

‘李三娘打水’‘刘全进瓜’‘姜太公钓鱼’等，诸般戏态，逗
人欢笑……”

艺人把一只耗子托在手里，口中念道：“状元拜塔！”耗
子就顺梯而上，钻到木塔里；艺人再喊一声“姜太公钓鱼”，
耗子就攀到横梁一端，用前腿抖动预先安好的木鱼；喊一
声“李三娘打水”，耗子爬到横梁的另一端，拖拽小水桶
……直到艺人喊“戏完讨赏”，观众掷出几个铜板，所有耗
子一齐拱前爪，作揖致谢。

狗熊又被叫做“熊瞎子”，常常给人又蠢又笨的印象，
但是经过艺人的调教，也能成为憨态可掬的演员。

在耍狗熊这个领域，清末民初艺人程福先无疑是优秀
代表。程福先籍贯直隶吴桥，传承了家族技艺，他驯养的
狗熊能表演十几种玩意儿，人们看了称奇，送其绰号“狗熊
程”，并把他列为“天桥八大怪”之一。

程福先养的狗熊最拿手的节目，是舞钢叉。它用两只
前掌捧起一杆雪亮的钢叉，先在胸前转动，然后绕脖子转
动，动作呆萌可爱又灵巧麻利。

程福先的杂技和魔术节目也很出名，后来就“净练功
不耍狗熊了”。说评书的连阔如先生问其故，程家人说：

“买个狗熊得几十块大洋，教会它练玩意儿，没几个月工夫
不能用它挣钱。还得花钱喂，处处小心，稍一大意就能‘土’
喽（管死了调侃叫土喽）……这个年头买卖平常，弄不起
来。”

可见，相比耍猴儿、耍耗子，耍狗熊成本高昂。
老北京民间的驯兽表演，除了以上三种，还有耍蛤蟆、

耍蚂蚁、耍金鱼、耍蛇等种种名目，不一而足。清朝末年，
天桥一位外号“教书老头”的艺人，就因擅长耍蛤蟆、耍蚂
蚁，名列“天桥八大怪”。

老头儿上场子时，在地上铺一块木板，先拿出一个大
罐子，嘴里念叨：“到时间了，该上学了！”大罐子里爬出一
只大蛤蟆，跳到木板中间。又拿出一个小罐，跳出八只小
蛤蟆，面对大蛤蟆依次排成两行蹲下。老头儿又说：“老师
该教学生念书了！”大蛤蟆仿佛听懂老头儿的吩咐一样，

“呱”地叫了一声，小蛤蟆随着齐声鸣叫。如此这般，蛙鸣
此起彼伏。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能指挥无数只黑蚂蚁、
黄蚂蚁，按照颜色，排成两队。

随着时代和城市的发展，驯兽表演已经在街头绝迹，
消失在历史的斑驳旧影中。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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