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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8:50，胡先生来电：凤起路 505号，有人在
锯树，树枝掉下来，不巧把一个过路人的头砸破了。

记者董吕平核实报道：凤起路武林路口执勤的
庆春中队协警说，事发在早上8点多，当时有人在锯
树，刚好有个人骑着电瓶车逆行来到机动车道上，
锯落下来的树枝，把一个骑车人砸倒了。

杭十四中执勤的交警庆春中队俞队长和武林
派出所特保小王发现后，赶紧打了120，并在现场临
时管控。“伤的人 40多岁吧，头上一直流血，俞队长
拿着餐巾纸帮他止血，一直等到120急救车过来，送
到医院去了。”小王说。

上午 9点多，掉下的树枝被道路清洁人员装在
三轮车里，交通恢复正常。

修剪树枝的养护单位说，修剪的是一棵梧桐

树，树龄一二十年，当时是巡逻人员发现这棵树上
有枯枝，正因为担心枯枝掉下来伤人，就想把它锯
断，当时树底下也有工人看护，没想到有人逆行骑
在机动车道上，刚好被剪下来的七八厘米粗的枯枝
砸到了。

受伤的骑车人被送到浙医二院。
骑车人姓洪，44 岁，安徽人。洪师傅来杭州

十多年，和老婆在万寿亭农贸市场租摊位卖蔬
菜。“早上他去送货，在回来路上出的事。”洪师傅
老婆说。

经过检查，洪师傅头部有个十多厘米的口子，
出血较多，有疑似肋骨骨折，医生准备动手术。

昨天下午，洪师傅还未完全清醒，仍有生命
危险。

当年杭州霹雳舞江湖分为两派：
浙舞派和美院派

上世纪 80年代末，美国电影《霹雳舞》和香港
电影《霹雳情》先后在内地上映，霹雳舞风靡全国。
王东伟从香港亲戚那边弄到一个霹雳舞录像带，

“传电”、“太空步”、“擦玻璃”⋯⋯18岁的王东伟从
此痴迷，在家对着录像苦练，

当时他是铁路列车员，有时在火车上擦窗扫
地，会不自觉地用到霹雳舞动作，引得旅客驻足围
观。

后来开始在平湖秋月附近的音乐茶座演出，王
东伟的霹雳舞往往成为舞会的“压轴”节目，上台五
分钟，经常要返场，返一次加一块钱。

1988年，王东伟跟着浙江歌舞团、“阿六头”周
志华的滑稽轻音乐团，在全国各地巡演，剧团名头
很响，“爆炸滑稽轻音乐会”，很多时候演出主题是
宣传“计划生育”。

当年杭州的霹雳舞江湖分为两派，王东伟和搭
档邓友平被称为“浙舞派”，刘丹有“美院派舞王”之
称。两派经常相约“斗舞”，在当年最火爆的“西子
舞厅”、“宝石舞厅”切磋，那些年舞厅都以“迪斯高”
为主，王东伟的“霹雳舞”一上台，观众热情瞬间点
燃。“只要我一上去跳，他们跳迪斯高的全停下来
了，甚至后来有人来说，哥们，你们差不多得了，给
我们留点面子⋯⋯”

1988年 2月，杭州举行第一届迪斯高大奖赛，
“浙舞”和“美院”两派直接交锋。

“我们模仿的是电影里的动作，看到一个新动
作马上学，那天穿的是白手套、灯笼裤，紧身衣，全
身上下都是带闪片，亮晶晶的，往台上一站，女观众
潮水般的喊声掌声，让我全身充满能量，刘丹跳的
机械舞也不错，我记得他戴的白手套，手指头露出
来那种，10分钟之内，我们跳一段，他们跳一段，比
的是谁赢得的掌声高，掌声越高跳得越带劲，全身
上下的荷尔蒙激素全都激发出来了⋯⋯”

两大霹雳舞门派的这次碰撞，王东伟的“浙舞
派”拿了第一，刘丹的“美院派”获得第二。

“跳舞男孩”见证了武林路的兴衰变迁
霹雳舞流行几年后，渐渐被港台刮来的劲舞和

爵士取代，杭城咖啡馆开始流行，原来在露天茶室
消磨时间的人，蜂拥去了更有情调的咖啡馆。

1994 年，王东伟演出到了当时的深圳沙头角
“中英街”，那里的潮流服装吸引了他。第二年，他
就在武林路开出自己的服装潮牌小店“跳舞男孩”。

那时武林路还没有拓宽，马路很窄。卖锅碗瓢
盆的、擦皮鞋的、卖烤番薯的都到这里摆摊，热闹，
嘈杂。“跳舞男孩”在武林路龙游路口附近，王东伟
代理了后来风靡杭城的“飞鱼”、“卡宾”，还有意大
利的“GAS”等品牌，最火爆时开到83家。

其他跳霹雳舞的也纷纷改行。
当年的“杭州舞王”、人称“迎枫”的胡晓枫开酒

吧去了，后来又开餐厅。胡晓枫告诉记者，如今他已
“退居二线”，交给年轻人打理他的产业了。

“美院派”刘丹从“美院”毕业后，去了浙江省人
民美术出版社，之后又去日本留学，2002年回国后，
回到了中国美术学院任教。

杭州“鼓王”管进，瘦，当年大家喊他“棒儿”，之
后还在杭州夜场工作，最近一次听说他从“天堂人
间”退下来后，现在也在家“休息”。

当年杭州“娱乐”圈的全能歌手应豪，后来“北
漂”好多年，又去“上戏”进修，拍了一些电视剧，最得
意的作品是他作词作曲的《梦想天堂》。

当年也跳霹雳舞的左宇强当了法官，何军成了
珠宝商，歌手王少杰的浙江鸿耀文化创意公司，主要
做企业活动策划和音乐视频⋯⋯

王东伟很怀念当年的老搭档邓友平，“我们已经
十多年没有联系了，老家伙们都非常怀念他，有机会
很想见一见。”

王东伟说，2007 年是武林路服装最火爆的时
期，800多米的路上有 880多家大大小小的服装店，
之后随着武林商圈大型商超崛起、网购冲击，加上

“武林夜市”的兴起，武林服装当年的繁荣早已退
去。“我说个数字吧，2007 年武林路服装店养活了
47000多人就业，现在锐减到9000多人，差距不是一
点点。”

王东伟经营了21年的“跳舞男孩”也彻底退出了
市场，他把库存服装搬到了旁边一幢写字楼上，做成
了装饰。“办公室是我和当年圈子里的‘老炮儿’们聚
聚的地方，这些服装挂在那里，权当玩玩吧。”

临走前，王东伟给我们跳了一小段霹雳舞，当
年他在西子舞厅和人“斗舞”时的招牌动作。

微醺的王东伟穿黑紧身衣、紧身裤、戴黑领结，
脚上“GAS”尖头皮鞋，站在当年“跳舞男孩”的库存
服装前，脚板“咣当”垫地，上臂随肩部来回抖动，脚
踩节拍、动感十足。

“黄渤、孙红雷在综艺节目里也经常跳这个动作，
味道还在，动作已经跟不上了，骨头变硬了，老了。”

王东伟向记者展示了霹雳舞中的一个动作。记者 严嘉俊摄

修剪掉下的法桐树枝
砸了骑电瓶车的洪师傅
修剪掉下的法桐树枝
砸了骑电瓶车的洪师傅

武林路一家新饭馆的王老板
是当年杭州的“霹雳舞王”

120和交警在救治伤者 读者 胡先生 摄

记者 董吕平

武林路龙游路口夜市口子上，前不久新开一家叫“卤儿道道”的小饭店，60来平米，只有7张桌子。
一踏进“卤儿道道”，满满的杭州老底子味道。服务员穿着古代青花旗袍，门口的大鹦鹉做“迎宾”，上菜的牌儿是竹签做的，每张木桌的桌位号是“麻将”牌，餐具清一色

鸡公碗，斑驳墙面糊的是黄泥。等餐顾客兴致勃勃翻看“连环画”，《香港功夫王》、《八卦莲花掌》、《排球女将》、《铁道游击队》⋯⋯店里循环播放老歌，“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
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心里⋯⋯”

老板王东伟，20世纪80年代杭州最早的“霹雳舞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