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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戲熱暈爐工 兩老“出山”接替
2016年，賀歲微電影《鐵樹銀花》

在網絡上悄然洗版，片中老鐵匠對打鐵花

的熱愛，兒子在理解父親後與父親一起打

鐵花的場景，感動了很多觀眾。拍攝期

間，楊建軍鐵花隊精彩專業的屏幕初秀，

深深觸動了該片導演孫周。

翌年，鐵花隊再次受邀，參演孫周

新作《人間．喜劇》。在這部內地上演

的喜劇片中，台灣著名演員金士傑有一

場打鐵花的戲，由鐵花隊隊員張曉亮擔

任替身。

回想拍攝過程，張曉亮感驕傲自豪

之餘，亦分享了背後難忘的辛苦經歷。

因為拍攝正值夏天，鐵花隊需頂着廣州

30多度的濕熱天氣，連續拍了十餘小

時，其間兩個年輕力壯的爐工都暈倒

了，最終不得不由楊建軍老夫婦接替，

保障影片完工。

據楊建軍講述，打鐵花的歷史相當

悠久，但並非是出現於春秋戰國

時期，而是源於北宋，鼎盛於明清，廣

泛流傳於豫晉地區，有着悠久冶鐵歷史

的確山縣正是打鐵花最早出現的地方。

原祭祀儀式 變喜慶活動
最早的確山打鐵花活動，原是當地

煉丹道士與民間金銀銅鐵錫五門工匠每

年春節祭祀共同的祖師爺太上老君而舉

行的一種儀式，充滿道教的色彩和行業

的特徵。經過千年流傳，祭祀色彩逐漸

淡化，演變成為綜合性的民間傳統慶祝

活動，不僅融入鞭炮、煙花，還把耍龍

燈、打銅器、遊社火吸引進來，形成了

一種場面恢弘、氣勢磅礡、吉祥喜慶的

表演風格。

楊建軍說：“打鐵花最初的目的一是

為了展示本行業的氣派，取悅於群眾，擴

大影響；二是討吉利，利用‘花’和

‘發’同音，‘越打越發’之意。”在古

代，每逢豐年盛世，或由官府組織或是民

間自發，逢年過節都會邀請“鐵花會”來

打上幾場鐵花並張榜宣告，因此還有“三

打三不打”之說。楊建軍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三打即豐收打，吉慶打，盛世年年

打，三不打即災年不打，國喪不打，戰亂

不打，可以說，確山打鐵花蘊含着豐富的

道教文化、冶鐵文化、會社文化、民俗文

化以及古代信息傳遞文化……

在眾多的鐵花焰火中，確山鐵花還

以其獨特的表演形式取勝，被稱為“民

間焰火之最”、“中原文化奇葩”、

“中華第一鐵花”等。

“一打政通人和、鐵花獻瑞；二打

天……十打富貴花開、華夏昌盛”。在

“十棒吉祥如意鐵花棒”和祈福儀式結

束之後，便是最振奮人心的表演時刻。

鐵花師傅一手拿着盛有鐵汁的上棒，一

手拿着未盛鐵汁的下棒，赤裸着上身，

頭上反扣着葫蘆瓢，迅速跑到花棚下，

用下棒猛擊上棒，一棒接着一棒，一人

接着一人，十幾個師傅如游龍般往來於

熔爐和花棚之間。

赤膊上火陣 傷疤展勇氣
花棚內高高打起的鐵水遇到花棚上

的新鮮柳枝，再四濺開來，點燃懸掛的

煙花鞭炮，霎時間，鞭炮聲聲相連，色

彩絢麗異常。每當表演打鐵花時，還有

舞龍與之配合，稱為“龍穿花”。對於

觀眾來說，堪稱一場火樹銀花的視覺盛

宴。

楊建軍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了打

鐵花所用的“重量級”工具。兩根已經

用過的柳木（表演時須為新鮮的），上

棒重約10斤，下棒7斤，再盛上鐵水更

重。融鐵的爐子是特製改良的，楊建軍

說，差不多一晚上的表演就要融掉上百

斤的生鐵，而鐵水要融化，至少要在1

千600攝氏度左右。所以，對於打鐵花

師傅來說，打鐵花既是技術活，也是體

力活，還有一定的危險性。

黃武勝和胡秋生是2002年鐵花隊

成立時最早加入的一批，現在已是“元

老級”的打鐵花師傅。他們表示，學習

打鐵花最開始要先用沙練，再用水練，

只有練到“星星點點，沾衣不濕”才算

練成了。但他們坦承，剛開始時候也害

怕。“剛剛加入時我沒進花棚就打蔫

了，直到2012年才敢光膀子打。”胡秋

生說。

在打得還不熟練的時候，隊員身

上多多少少被燒着過。另一隊員張曉

亮的胸口現在還留有一個比一元硬幣

大的疤。不過他們也強調，只要技術

熟練了，打開的鐵花分散得開就能快

速冷卻，不會傷到人。光膀子上陣一

定要脊背挺直，越是害怕彎腰駝背，

才越容易被燒傷。

“這象徵着中華民族拚搏進取、不

畏艱險、勇往直前的精神風貌。”楊建

軍說，此前在內蒙古零下攝氏20度下的

表演，他們也是光膀子上陣，打完鐵花

出來的隊員身上已經出了一層汗。

全國演出旺 唯欠“根據地”
現在的鐵花表演紅紅火火，確山鐵花

一年在全國各地能打上幾十次上百次，反

而是在自己縣城周圍打的比較少。據楊建

軍介紹，場地缺乏佔很大部分的原因，確

山鐵花不像別的鐵花表演只需一堵牆，或

者直接撒向空中，而必須要有比較空曠的

表演場地，且由於觀賞人流量比較大，需

要特別注重安保問題。因此他希望能在確

山建成一個表演基地，這樣也能讓隊員們

安穩下來，讓確山鐵花傳承有個“根據

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跟楊建軍的聯繫，還

要多虧他的妻子。很難想像到一位70歲的

老太太竟然把微信玩得這麼好，見面之

後，其雷厲風行、做事乾脆利落的氣魄也

給記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打鐵花老太

太”正是楊建軍妻子的微信暱稱，也可見

她對這一身份的喜愛。

老太太直言，楊建軍最開始接觸打

鐵花時，她並不支持，只當是他“自私

的個人愛好”，也埋怨過他把家裡積攢

的錢都花在這上面去。一直到1988年，

確山縣在楊建軍的努力下，終於打了新

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場鐵花，老太太才改

變態度。

娘家拉成員 撐組女子隊
“她看了說‘好’，之後才開始支

持我搞這個事情。”楊建軍一邊笑着

說，一邊偏着頭往妻子坐的方向努了努

嘴，看起來有點腼腆。

如果說楊建軍是鐵花隊的總教練的

話，那麼老太太毫無疑問就是大總管。他

倆表示，鐵花隊最早的成員有大半都是老

太太從娘家拉過來的。隨着隊伍慢慢壯

大，老太太把心思都放在了確山鐵花上。

現在帶着鐵花隊經常在全國各地演出，帶

着徒弟們長了見識。

為了確山鐵花，不止是親自上陣的

鐵花隊員，連帶他們的親人家屬彷彿身

上都有了一份責任感。在採訪時，記者

還聽到老太太的侄媳婦跟她提議要成立

一個女子打鐵花隊，老太太當即表示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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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人楊建軍：

文人苦學絕技 復原童年回憶
“古代打鐵花作為民間技藝，不登大雅之

堂，有名有姓的傳承人只能追溯到清乾隆年

間，現在到我這裡是第六代傳承人”。楊建軍不

僅是確山鐵花的傳承人，也是知識產權所有

人。在他看來，復原確山鐵花是這輩子最驕傲

的事情，但當初做這件事情並不為名利，“沒出

名的時候，你不弄，別人不弄，這個東西（確山

鐵花）就毀了”。

打動老道士 學會打鐵花
對他來說，確山鐵花是一顆深種在心裡的

種子。童年時，楊建軍曾一度親眼目睹確山鐵

花的燦爛輝煌、震撼天地的場景。但在“文化

大革命”前後，縣裡的打鐵花活動一度絕跡。

他常想：什麼時候能將確山鐵花重現呢？

1983年，時任縣文化館長的楊建軍開始着

手準備確山鐵花的發掘工作。在一次與樂山老

道士李清真的交往

中，他得知確山鐵花

會最後一位會首叫李

萬發，於是發揮“三

顧茅廬”的精神，動

之以情，曉之以理，

終於打消老人顧慮。

楊建軍回憶，

那時候師傅每天說一

點，他就趕緊回家記

下。就這樣，功夫不

負有心人，通過李萬發老人，楊建軍不僅學會

了打鐵花，還理清了確山鐵花的歷史淵源、傳

承譜系、製作工藝、表演藝術……使其有跡可

循，有史可依。

盼青年加入 傳深厚文化
此後他繼續對確山鐵花加以復原和改進，

“花棚由一層改為兩層，按照道教一元、二

儀、四象、五行、八卦……搭設”。為了找到

燒鐵水的爐子，他跑遍了大半個縣，還拉了爐

主人加入鐵花隊……

在楊建軍看來：認準一件事要堅持到底。

此外多才多藝的他，還熱愛曲藝，會說相聲、

打快板、舞龍、踩高蹺……他說：“只不過是

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用在了學習上。”

現在已經70歲的楊建軍很少再親身上陣打

鐵花。他表示，現在年輕人多因危險不願意

學，他希望能多帶

徒弟，帶領鐵花隊

繼續壯大，也希望

能有更多有文化又

熱愛鐵花的年輕人

加入，在傳承技藝

的同時，將其背

後深厚的文化價

值傳承下去，讓

確山鐵花在復原

之後不再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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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棒示範打鐵花下棒示範打鐵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攝攝

去
年
熱
播
的
電
視
劇
《
延
禧
攻
略
》
裡
，
一
幕
打
鐵
花
的
場
景
：
熾
熱
的
鐵
水
於
城
牆
上

迸
濺
開
來
，
形
成
千
萬
朵
花
火
凌
空
綻
放
，
如
同
煙
花
般
絢
爛
奪
目
，
場
面
震
撼
。
作
為

﹁民

間
焰
火
之
最﹂
，
近
年
打
鐵
花
這
項
古
老
的
技
藝
在
市
場
大
潮
中
又
重
新
迎
來
春
天
，
不
僅
成

為
景
區
攬
客
的
重
要
表
演
項
目
，
還
頻
頻
亮
相
影
視
、
綜
藝
，
深
受
民
眾
喜
歡
。

﹁確
山
鐵
花

第
六
代
傳
承
人﹂
楊
建
軍
告
訴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
最
具
文
化
內
涵
和
傳
承
性
的
打
鐵
花
類
表

演
非

﹁確
山
鐵
花﹂
莫
屬
。
確
山
鐵
花2008

年
入
選

﹁國
家
級
第
二
批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項
目﹂
，
這
也
是
國
內
打
鐵
花
類
表
演
唯
一
入
選
國
家
級
非
遺
的
保
護
項
目
。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劉
蕊
劉
蕊

河
南
確
山
報
道

河
南
確
山
報
道

�	

"&

���

確山縣位置圖確山縣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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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山縣

▲隊員展示被撒落
鐵水燒傷的傷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攝

從反對到支持 老伴當隊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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