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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记者 张 艺

“魔术，以其独特的魅力，跨越国界、穿

透时间，连接世界各地的观众。”中国杂技家

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唐延海表示，近

年来，中国魔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对魔术事

业发展形成了良好的促进与补充，并成为新兴

文化创意产业的突出代表，是北京市文化创意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从 2012 年起，北京市昌平区已

成功举办了十届国际魔术大会。大会已发展成

为中国规格最高、影响最大的魔术活动之一，

成为国际魔术文化交流的窗口。昌平区相关负

责人称，魔术已经逐渐成为昌平乃至北京新的

文化标签。近年来，昌平区通过培养魔术人

才、搭建比赛平台，推动国际魔术文化交流。

下一步，昌平将继续大力发展魔术文化，实现

魔术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促进

昌平魔术长远发展。

以魔术为媒，铺展对未来的想象，正是魔

术活动举办地北京昌平一直希望带给市民们的

“魔力”体验。近年来，昌平区以魔术为媒，

连续多次举办中国北京国际魔术大会、世界大

学生魔术交流大会，将“昌平魔术”打造成为

新的文化品牌符号、世界魔术地图新地标。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的下苑村，自

20世纪 90年代末艺术家群体入驻，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和积累，逐渐成为中国知名的现代艺

术集聚区。

今年 4 月，“2023 点亮北京 昌平艺术之

旅”下苑艺术生活季启动。在这里，市集摊铺的

叉子、纸牌、硬币、鸡蛋都可以成为街头魔术师

手中的道具，还有为小朋友们喜爱的“白兔先

生”“扑克女仆”等大型人偶站在路边，游客们

在北京市文联文艺创作扶持项目 《8090 星球之

魔法时光机》中找到自己的童年记忆。

这是下苑村的艺术周末，也是昌平以多种艺

术形式焕新乡村形象，营造新文旅消费场景的有

益尝试。昌平区不断深化艺术赋能乡村振兴，深

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结合魔术大会打造“艺术

有魔力”“骑行有魔力”“阅读有魔力”等系列活

动品牌，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

北京市昌平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郭清尧

在描绘未来昌平的愿景时称，相信昌平将成为世

界魔术地图上一个崭新的、耀眼的地标，昌平将

因魔术而更具勃勃生机与独特魅力。

昌平：魔术为媒唱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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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身处精彩、炫酷的魔术表演中，都

不禁会发出同样的惊叹。

从古时的吞云喷火、变龙虎狮象之形，到瞬移硬币，用纸牌

“读心”，千变万化的魔术已成为一种全球通用的艺术语言。

“无需特别解释，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懂。”10 月 13-14
日，北京市昌平区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北京国际魔术大会暨

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迎来了美国、韩国、葡萄牙等多国魔

术师，也联结起世界各地青年魔术迷。

第 27届 FISM 国际魔术联盟世界魔术大会近景魔术总冠

军简纶廷直言：“魔术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神奇，而且能让人

与人之间更有联结。”

热爱将青年凝聚为“共同体”

为了一睹魔术大师的真功夫，天津师范大学学生张睿

辗转高铁、地铁，来到现场，“近距离感受魔术魅力，真的很

不一样！”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学生高思涵申请成为魔

术大会的志愿者。令她惊喜的是，不仅在绚丽夺目的舞台上见

证了魔术的神奇，她还在食堂收获了魔术师变出的一张写着

自己名字的扑克牌，“太神奇了！”

“现场演出的魅力是视频表演无法替代的。”魔术师郭皓

炜认为，魔术大会给了魔术行业一个机会，让魔术师们能与观

众面对面交流。

“现场的魔术和视频里的魔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门路。”

郭皓炜表示，视频里的魔术可能有各种特效和技巧，但只有让

观众看到魔术发生在眼前，观众才会认可魔术是一门优秀的

艺术。

年轻爱好者们满怀热情而来，相互交流过程中，郭皓炜也

被“热情”与“好奇心”感染着，“只有真正喜欢，并且保持热爱，

不断地创新和进步，才能在魔术技艺上有所成就。”

在简纶廷看来，此次魔术大会是一个交流盛会，各国魔术

师聚在一起，分享不同国家特色的魔术风格，并从中得到启发

与借鉴。

和着动感十足的音乐，韩国魔术师朴俊宇手指翻飞、上

下变换，一套扑克牌在他手中，依次排列组合成不同的图

案，音乐到高潮时，卡牌被抛至天空，给人“天女散花”般的

视觉震撼。

在 10月 14日的魔术大师现场课上，这套行云流水般的表

演赢得一片掌声。“只要一副牌，不断地练习、精进，在舞台上

就会有惊人的效果。”朴俊宇道出魔术的魅力。

他 8岁开始学习魔术，坚持 14年，获得多项国际大奖。回

想成长经历，他感慨：“如果没有魔术，我只会在韩国，但因为

魔术，我站在了世界的舞台。”

同为韩国魔术师的崔艺灿，与朴俊宇有多年友谊。在开幕

式表演中，他没有用华丽的道具，仅靠一套精巧的扑克牌，用

手指的美感和力量，把魔术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

观看了崔艺灿的表演，朴俊宇笑言，“一起比赛时真的很

想打败他，但到了台下又有说有笑，如今我们共同来到魔术大

会、聚在北京昌平，何尝不是一种‘魔力’呢？”

朴俊宇用“共同体”形容魔术的纽带作用，因为魔术他走

遍了世界，感受到不同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魔术有一种能

够彼此联结、促进人们相互沟通和理解的力量”。

创造赋予魔术生命力

著名魔术师傅琰东，是傅氏幻术第四代传人。6岁生日那

天，父亲为他表演了一个魔术，两条绳子，一条长、一条短，对

折，再对折，父亲吹了一口气，两条绳子变得一样长了。

傅琰东觉得奇怪，拼命问父亲是怎么做到的。父亲说，奥

秘就藏在手心里，张开手掌，谜底揭开。

父亲说，“魔术最重要的是相信。只要你相信魔术，魔术就

在你的眼前。”自此，这句话成为傅琰东的信条，也开启了他的

魔术生涯。

此次魔术大会开幕表演中，傅琰东将父亲教给他的绳子

魔术重现，在一片惊叹声中，台上台下，共同沉浸在魔术的奇

幻世界中。

构思一个好故事，是简纶廷创作魔术的第一步。他会先

想好要表达什么，把故事完整写出来后，再配合想要达到的

效果来练习技法。“不管多么夸张的魔术，都一定要想出方法

呈现。”

魔术流传不息，离不开其背后承载的一个个故事内核。此

前《亚洲达人秀第三季》总决赛上，简纶廷拿出珍存了 3年的

魔术，以此纪念他的老师。他说：“输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

在舞台上表达情感，分享魔术背后的故事。”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魔术社团学生杜鸿渐的魔术启蒙来自

简纶廷的视频直播课。在镜头前，简纶廷不讲奇迹，总是强调

不断创新和扎实的努力。

现场观看简纶廷的大师课，一个个细节表现力让杜鸿

渐直呼“过瘾”，“魔术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自己设计和创

造故事”。

创造力和想象力是检验魔术师水平高下的“金标准”。

杜鸿渐表示，魔术是一个很大的舞台，青年可以在魔术中交

流创造，“以前自己靠模仿大师学魔术，今后要多在创造上

下功夫”。

拥抱挑战，促进成长

对一些魔术迷而言，“魔术带来的成就感让人热血沸腾，

是一种牵引人走出低谷的力量”。

站在一群魔术爱好者中，仔细聆听魔术师传授的表演技

巧，时不时上手模仿他们的专业手法，这位胸前挂着清华大学

学生证的小伙儿，是 8年前在北京昌平举办的第三届金长城

杯小魔星魔术比赛上获得金奖的陈飙牛。

彼时的陈飙牛还在读小学五年级，靠着精湛炫酷的魔术

技艺征服了观众，打动了现场评委，赢得“小魔星”称号。后因

学业繁忙，他一直没能参与魔术大会。

这些年来，这位“小魔星”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魔术梦想。他

始终记得魔术启蒙老师——上海杂技团一级演员、上海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派魔术代表性传承人”周良铁的一句话，

“练习魔术，就是要表演，要主动找寻观众。”

他努力在生活中创造表演魔术的机会。他多次去养老院、参

加老年人联欢会、为百岁老人寿宴祝寿、义务为孤寡老人、残障

人士表演节目……

“爷爷奶奶们非常开心地鼓掌，让我觉得这是学习魔术最大

的意义。”通过魔术，陈飚牛和老人们熟络起来，成了没有血缘关

系的家人。

周良铁则致力于将魔术传授给更多青少年。退休后，他在中

小学、老年大学公益传授魔术课程 10多年。他曾在受访时表示，

“道具都是死的，表演是活的。我所做的是在中间起到中介作用，

使道具活起来，让技艺得到传承”。

8年后再来昌平参加魔术大会，陈飙牛感到自己与魔术之

间有了更深的联结，“魔术大会还是保持了原来的风貌，力求把

独特的艺术体验带给爱好者”。

陈飙牛格外珍惜这次机会，在这里他可以和魔术大师们面

对面，他希望能练出一套自己的绝活儿。

自第一届魔术大会起，FISM 世界魔术联盟荣誉主席埃里

克·埃斯文就作为顾问参与其中。他寄语青年们，在魔术中拥抱

挑战，促成成长。

在魔术大会交流会上，年轻的魔术爱好者们围成一个个圈，

积极地展示各自的技法，许久未见的魔术圈老朋友相视一笑，热

情地打招呼。

在喧哗的食堂中，来自美国的青年魔术师田羽翔定力十足，

口中不断地念叨着，“请保持注意力，感受你与这张牌的心灵连

接”。他向高思涵一行人展示如何用扑克牌“读心”。最后，他从一

副扑克牌中，成功找到了写着高思涵名字的那张牌，现场有同学

赞道：“这张牌就是大家友谊的见证。”

“魔术改变我太多。”田羽翔小时候很害羞，魔术给了他与别

人交流沟通的勇气，“以前我不知道怎么去跟陌生人说话，而通

过魔术表演，我交到了许多新朋友。”

在昌平参加魔术大会时，总有人想让田羽翔展示一下他的

绝活儿，他来者不拒，常给大家露一手。他相信，“当人们开心大

笑时，大家就更容易凝聚在一起”。

魔术让世界青年联结更紧密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姗姗
记者 张 艺

“大家好，我叫 i 宝，今天很高兴来到这

里给大家表演魔术。”10月 13日，北京信息科

技大学机器人“ i 宝”亮相 2023 第十一届中

国北京国际魔术大会暨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

大会。

中国杂技家协会魔术艺术委员会委员、魔

术演员孙峥将扑克牌随机打乱后，和“i 宝”

比赛谁能更快记住牌面顺序。“我已经记好

了，梅花 4、红桃 2、方块 7、梅花 3……”仅

用 2秒钟，“i宝”摇着圆圆的脑袋、挥动着手

臂，快速地报出扑克牌的顺序，萌萌的外表、

可爱的语调，博得现场青年学生的阵阵掌声。

让“i宝”这样的机器人像人一样具备视

觉、听觉和表达力，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计算

机学院智能文本与知识工程创新团队多年来的

研究目标。

“这是魔术与科技的一次跨界创新应用实

践。”计算机学院副院长侯霞是团队负责人之

一，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i宝”通过摄像

头采集到魔术师手中的扑克牌图像，再依据计

算机图像处理技术理解图像，当“听”到魔术

师发出记忆扑克牌顺序的指令后，“i宝”在自

然语言技术、知识图谱、智能算法等技术支撑

下采集、理解语音，并对此实时作出反应、与

人对话。

“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新技术和魔术结合

的魅力。”24岁的魔术爱好者刘哲语对“i宝”

的表现惊叹不已。2018 年他作为大学生志愿

者接触到魔术大会，之后，每年都会和魔术

迷相约共赴这场魔力盛宴。他认为，近年

来，许多魔术大师会借助科技进行表演，“这

让魔术变得更有‘魔力’，也是魔术行业的与

时俱进。”

大会现场，FISM 世界魔术联盟荣誉主席

埃里克·埃斯文在视频连线中表示，应关注新

科技对于魔术的意义，了解增强现实、计算

机图形图像处理、人工智能等技术如何增强

魔术表演效果。

据侯霞介绍，在学校众多智能机器人

中，“ i 宝”的特长是与人交互，它具备了自

然语言对话、自主避障、触摸式感应、知识

问答、互动游戏等功能。以智能对话为例，

团队研究经历了从单纯的基于规则的场景对话

到生成式对话，再到如今知识图谱辅助大模型

对话的发展历程，“ i 宝”可以和魔术师、观众

实时对话也得益于此。

“魔术破圈，科技先行。”目前，侯霞团队

研究成果已服务于智慧医疗、智慧文博等行

业，本次与魔术行业成功碰撞激发了团队里学

生们的创新思维，未来将尝试通过在大模型基

础上增加相关行业知识图谱以提升智能机器人

对话的专业性，发挥更大的社会服务价值。

近年来，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围绕机器人结

构、智能控制等机器人领域关键技术，打造了

信息特色“新工科”专业群，以 G-Robot 社
团、无人航空器技术研究协会等为代表的多个

科技创新学生团队，在水下机器人、家庭服务

机器人等领域的高水平学科竞赛中屡获佳绩。

“学校连续 4 年位居‘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

机器人竞赛指数’排行榜第一。”北京信息科技

大学教务处处长米洁说，除“ i宝”外，学校足

球机器人“Water队”5次荣获 RoboCup 机器人

世界杯“中型组”比赛世界冠军，学生在智慧养

老、无人勘测、智能办公等应用领域的机器人创

业项目得到广泛应用和认可。

机器人“i宝”登上魔术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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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术师傅琰东（右三）及团队表演《魔幻集结》 本版图片均由江雷锋摄

魔术师布莱斯·塞拉表演《拾奇者》 魔术师迈克·米勒表演《迈克叔叔》 魔术师简纶廷表演《贪婪的缎带》魔术师大卫·索萨表演《魅影》

第十一届中国北京国际魔术大会北

京信息科技大学志愿者合影

主持人孙峥对话北京信息科技

大学机器人“i宝”

魔术师朴俊宇表

演《时刻》

魔术师陈慷佑表演《魔式甜点》

魔术师崔艺灿表演《炫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