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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女性以她们的才艺撑起了半边天，而晚唐

敬宗时期幽州女子石火胡却用她的技艺和力量撑

起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石火胡出生在幽州一个贫民家庭，为了生存，

她苦学当时最为流行的戴竿，又称顶竿的杂耍技

艺。这是一种空中技艺，在盛唐已达到顶峰，并且

在技巧上和表演方法上都有新发展。神童宰相刘

晏曾在观看后，写诗赞道：“楼前百戏竞争新，惟有

长竿妙入神。”唐代顶竿技艺表演者均为女艺人。

因此，石火胡选择这项技艺一点都不奇怪。尤其

是，石火胡能够创新发展这项高难度的技艺。

《破阵乐》又称《七德舞》，是歌颂李世民统一国

家武功的初唐的军中乐舞，在唐代非常出名，相当

于主旋律乐曲。它本来是 120 人的男子舞，到了唐

玄宗时把它改成十几人或四人表演的小型舞蹈，就

成了《小破阵乐》。本来的那种“发扬蹈厉，声韵慷

慨”的乐舞，变成了表演性娱乐性的舞蹈，就成了当

时的流行乐曲。聪明的石火胡看到这支曲子受到

上下的欢迎，她就大胆创新，把《小破阵乐》改编成

杂技节目，放到她在百尺竿头上的表演。

在《独异记》中记载了她的独特的技艺：她将

“歌舞”、“走索”与“顶竿”等技熔于一炉，把《破阵乐》

引入杂技艺术的顶竿之技。顶着的百尺高竿上，支

有五根弓弦，五个女童身穿五色衣服，手持刀戟，在

高竿弓弦表演《破阵乐》。这难度绝非一般人能达到

的，可见石火胡在训练中所付出的劳动之艰辛。

唐苏鄂《杜阳杂编》记载了石火胡一次到京城

给皇帝表演的经过：唐敬宗（公元 825~827 年）时，

“上降日，大张音乐，集天下百戏于殿前。有伎女

石火胡，样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高竿上，张弓

弦五条，命五女各居一条上。衣无色衣，执戟持

戈，舞破阵曲俯仰来去，越节如飞观者目眩心怯。

火胡立于十重朱画床子上，令诸女迭踏以至半空，

手中皆持五彩小帜，床子大者始一尺余，俄而手足

齐举，为之踏浑脱。歌乎抑扬，若履平地。上赐甚

厚。”这段记载让人看了惊心动魄，即使今天来看，

也是十分了得的技术。

石火胡一个弱女子，能站在十层叠放的彩绘坐

床上，顶着几十米高的顶杆，带着五个徒弟在上面作

演奏和舞蹈表演，而且自己却如履平地，如此高超的

技艺，博得皇帝的奖赏是毫不意外的。当时“集天下

百戏于殿前”，可见高手云集，竞争激烈。石火胡一

女子，带着五个小女孩，来京都演出，一路漂泊，靠绝

技演出谋生养家，赢得皇帝的赞赏，实在令人钦佩。

杂技大家石火胡
于百尺高竿上，若履平地C

唐代妹子：
不拼颜值，拼才艺

唐朝作为我国最为繁荣发达的时代，为许多思想

奔放、多才多艺的女性登上舞台，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她们不仅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贤妻良母，而且是

敢于展示自我追求梦想实现价值的新女性，她们以其

卓越的才华留下了美名。

□ 据《北京青年报》

许和子，是今江西永新人。她出生在一个乐工

家庭，受家庭熏陶，从小聪明伶俐，能歌善舞。唐玄

宗开元元年（713年），花季少女许和子，因为美丽大

方和音乐天赋，被选入宫廷，编在教坊中的“宜春

院”，并以“永新”作为艺名。她将江南的山歌野唱

带入京城，真是“喉啭一声，响传九陌”。

在乐师的指导下，许和子不断学习和研究乐

谱，很快成为优秀的歌唱家，而且还能变新声。据

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许和子的歌，清新自然，

尤其是她善于把生动活泼的江南民歌曲，融汇于典

雅庄重的宫廷音乐中，变古调为新声，把歌唱艺术

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不但音色美，而且饱和着情

感，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有个例为证：

一天，唐玄宗在勤政楼欢宴，举行歌舞晚会，前

来广场观看的达数万人之众，当时来看演出的，除

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外，还有无数的平民百姓，整

个会场“观者数千万众”。人多的缺点自然就是：

彼此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有之，高声喧哗的有

之，整个广场秩序十分混乱，使坐在楼上的皇帝、

皇妃和大臣都听不清歌舞、百戏的音乐，而主办者

又没有办法让这么多人停止喧哗。还是高力士有

办法，他立即建议把许和子请出来演唱，肯定能起

作用。早已不耐烦的唐玄宗立即采纳建议，诏许

和子出场。大家一听说许和子出场了，一起把目

光投向了高高的舞台。

音乐响起，许和子歌声传来，顿时“广场寂寂，

若无一人”。她歌声激昂时，听者热血沸腾；她歌声

沉郁时，人人悲痛欲绝。歌声停止了，观众半天才

清醒过来，欢声雷动，真是“一曲能止万人喧”。唐

玄宗自然龙颜大悦，重重有奖。从此，“永新善歌”

之名，愈益著称于朝野，传遍于九州四海。

天宝二年（743 年），唐玄宗传百官来御花园赏

花，并命李白赋新词，许和子也被招来给该词谱新

调。出口成章的李白当即作出《清平侧调三章》。

善于处理词调变调的许和子，吟诵再三，建议道：

“侧调低沉喑哑，与清平、平调不协和，不如将侧调

删去，变三调为二调。”极通音律的唐玄宗也觉着很

有道理，认为如此一改则更佳。就这样，“清平侧

调”改成了“清平调”，这当中有许和子的功劳，或许

鲜为人知吧。

许和子的音乐成就随着她的辛勤努力而得到

不断提升，她不仅歌唱艺术水平高，谱曲编曲也是

一把好手，她编排的《永新妇》成为了国乐曲，也成

为大唐盛世的绝唱。

天宝十四年（755年）冬，安史之乱爆发，许和子

同样也陷入了战乱的逃难中。安史之乱平息后，许

和子和养母又流落到京师，流落风尘，贫病交加。

大唐盛世不仅有音乐，更有书法。人才辈出的

唐代美女，在各行各业都展示了不同寻常的才华。

所以文、墨相通，唐代涌现出了一批工于翰墨的书

法女性，南宋《宣和书谱》中列举了武则天、吴彩鸾、

詹鸾、薛涛等的书法成就。

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吴彩鸾，河南濮阳县人，

她父亲名吴猛，才学渊博，曾任西安令，后师从南海

太守鲍靓学习秘法，得道学之真传，道行高深，成为

道教师祖。吴猛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二十四孝典

故之一“恣蚊饱血”的主人公。吴彩鸾天资聪慧，自

幼喜欢诗词、书画、乐律，在父亲的指导下勤奋学

习，尤工书法，德才俱佳。

太和年间，吴彩鸾与进士文萧相遇，文萧英俊

潇洒，学识出众，品行端正。吴彩鸾欣赏他的才学

和人品，更为他的痴情所打动，于是两人一见钟情，

喜结良缘。婚后夫妇两人兴趣相投，夫唱妇和，幸

福美满，但因文萧没有官职，幸福的二人世界，却

生活得非常艰辛。贤惠的吴彩鸾拿出了自己的

看家本领，以小楷书写《唐韵》出售，以此来养家

糊口。一部《唐韵》有十几万字，她常常一天写一

部，其辛劳可想而知。

由于吴彩鸾的书法艺术精湛，她所抄《唐韵》

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而且当时她

的书法已取得很大名气，所抄《唐韵》每部书都能

卖到五千文钱的高价，按那时的米价计算，约折

合 500 斤米。就拿那时的此类官员校书郎月俸一

万五千钱来看，也只能买三部《唐韵》。

吴彩鸾的艺术影响深远，当时民间把她的断

纸余墨都视为宝物。不仅如此，后来还有一位叫

詹鸾的女子很仰慕她的才华，也以蝇头小楷书写

《唐韵》，很有功力，类似吴彩鸾笔迹，拿到市场后

很受欢迎。现在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就藏有吴彩

鸾的写本《唐韵》。

吴彩鸾抄录的《唐韵》被后人高度评价：北

宋 诗 人 、书 法 家 黄 庭 坚 曾《跋 张 持 义 所 藏 吴 彩

鸾（唐韵）》，既肯定了《唐韵》流传之广泛，又赞

扬了彩鸾高超的书法技巧。元代著名学者、诗

人虞集也对吴彩鸾所抄《唐韵》给予极高评价，

他的《道园学占录》载：“世传吴仙所写《唐韵》，

皆硬黄书之。纸素芳洁，界画精整，结字道丽，

皆 人 间 之 奇 玩 也 。”其 后 虞 集 又 在《题 吴 彩 鸾

（唐韵）真迹》诗中赞美道：“豫章城头写韵轩，

绣帘率地月娟娟；寻常鹤唳霜如水，书到人间第

几篇？”《宣和书谱》评价吴彩鸾正书《唐韵》十三

帖：“字画虽小而宽绰有余，全不类世人笔，当于

仙品中别有一种风气。”

歌唱家许和子
一曲能止万人喧A 书法家吴彩鸾

全不类世人笔B

歌唱家许和子（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