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天白云，群山环抱。在国土最西端

新疆乌恰县一座水库当保安的江努日·图

日干巴依，只要唱起英雄史诗《玛纳斯》，眼

前就会情不自禁地浮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

鼓励他保护、传承好《玛纳斯》的场景。

2022 年 7 月 13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博物馆内，乐曲声起，雄浑激昂。来自克孜

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下简称克州）的非

遗传承人江努日·图日干巴依带着徒弟玉

米塔力·耶提库，为总书记吟唱《玛纳斯》。

“可以唱多久？”总书记观看了绵绵不

绝的史诗，笑着问他。

“一天一夜都唱不完。”

听到师父的回答，3 岁开始学艺的徒弟

自愧不如：“我只能唱 60 分钟。”

“也不简单了！”总书记亲切地望着这

个 14 岁少年，“年轻一代要很好培养，更好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把各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玛纳斯》是我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

诗之一，堪称“柯尔克孜族的百科全书”。

现在，传唱千年的史诗，在天山南北及帕米

尔高原上焕发生机和活力。

英雄的故事代代相传

千百年来，传奇英雄玛纳斯及其子孙七

代带领柯尔克孜族民众追求幸福生活的故

事，在帕米尔高原上经久流传、生生不息。

柯尔克孜族民众以玛纳斯的故事为题

材，在古代传说、歌谣、谚语等民间文学的

基础上，创作出震撼人心的伟大英雄史诗

《玛纳斯》。传统的《玛纳斯》以口耳相传，

传唱者被称为“玛纳斯奇”。

在历史长河中，无数“玛纳斯奇”传唱

史诗。居素甫·玛玛依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他是当时唯一能完整演唱《玛纳斯》的

民间艺人。

居 素 甫·玛 玛 依 7 岁 开 始 学 唱《玛 纳

斯》，史诗内容已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中。

他演唱的《玛纳斯》史诗，在结构上、语言上

进行了必要的加工，总计有 23 万余行，是目

前世界上内容最完整、结构最宏伟的唱本，

从头唱到尾，要一年多的时间。经过 30 多

年的努力，先后 3 次演唱、记录，居素甫·玛

玛 依 演 唱 的 8 部《玛 纳 斯》史 诗 内 容 ，于

1983 年全部都记录到纸上。1995 年，居素

甫·玛玛依演唱的 8 部《玛纳斯》史诗全部出

版。这在我国《玛纳斯》史诗流传史上是一

个创举，标志着我国《玛纳斯》史诗从口头

转向文本、从活形态走向固定文体形态。

一部诗歌长卷，展现了一幅宏大的柯

尔克孜民族风情画卷。

2006 年，8 部 23 万余行《玛纳斯》被列

入 第 一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2009 年，史诗《玛纳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江努日·图日干巴依从小就喜欢唱《玛

纳斯》。不到 20 岁，他就在乌恰县小有名

气，周围的人都说“这个小伙子唱得好”。

每遇节日、婚庆等活动，都会邀请他去唱

《玛纳斯》。

唱《玛纳斯》并没有给江努日·图日干

巴依带来额外的经济收入，但几乎每次都

有人给他戴上白毡帽——这在柯尔克孜族

代表着尊重。师父居素甫·玛玛依去世后，

江 努 日 更 坚 定 了 传 唱 英 雄 史 诗 的 决 心 。

2019 年，他被评为《玛纳斯》自治区级非遗

传承人，获得了一些经济补助，也有了更多

的表演机会。

“荒滩变成了湖泊，湖海变成了桑田，

丘陵变成了沟壑，雪峰也改变了容颜，英雄

玛纳斯的故事，却在一代一代相传……”英

雄的故事代代相传，正是一代代“玛纳斯

奇”的心愿。

要保护、传承好《玛纳斯》

青青草原，白色毡房，一对新人喜结连

理。江努日受邀为宾客演唱《玛纳斯》，关

于英雄的诗句不断吟诵着……突然，毡房

的门被打开了，门帘被卷起来了——原来

毡房外还有那么多人，大家都被英雄的故

事吸引过来，站在那里安静地聆听。

从早上唱到晚上，江努日的眼睛困得

睁不开，但他舍不得停下，不忍让喜爱英雄

的人们失望，优美的句子不断奔涌而出。

《玛纳斯》第一次出版时，只出了两卷，

共印刷 2 万册，平均每 10 个柯尔克孜人就

有一册。这样的发行量当时在全国出版行

业中十分罕见，足见柯尔克孜族群众对《玛

纳斯》史诗的热爱。

如何丰富史诗的传承方式，更好地保

护和传承跨越千年的民族文化瑰宝？新时

代，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英雄史诗

《玛纳斯》日益焕发新的生机。

去年 7 月，从乌鲁木齐回到乌恰县，刚

一下车，江努日就被赶来的各族群众围住

了。江努日说：“作为一名《玛纳斯》传承

人，我会更加努力培养年轻的‘玛纳斯奇’，

为《玛纳斯》的保护、传承、传播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如今，江努日已收了 30 多个徒

弟，用心教每一个徒弟唱好《玛纳斯》，是他

最快乐的事。

“我 3 岁起就跟着妈妈唱《玛纳斯》，加

入到传承的队伍中。”在上初中二年级的玉

米塔力说：“作为小‘玛纳斯奇’，我想让更

多人认识《玛纳斯》、了解《玛纳斯》、喜欢

《玛纳斯》。”

据了解，近年来，克州坚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并重，对包括

《玛纳斯》在内的各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加

强保护。已连续举办 8 届“玛纳斯国际文化

旅游节”，定期举办《玛纳斯》演唱会或比

赛，翻译出版《玛纳斯》代表性异文，举办

《玛纳斯》国内国际论坛，等等，并利用展

览、绘画、歌舞剧等现代艺术形式，让《玛纳

斯》为更多人所知。

英雄史诗飞入寻常百姓家

歌舞剧《玛纳斯》3 月 18 日起参加民族

地区艺术院团晋京展演。伴随着铿锵的鼓

点、悠扬的库姆孜乐曲，柯尔克孜族小伙巴

合提白克·艾克拜扮演的英雄玛纳斯跳着

马蹄舞登场，演员们用灵动的肢体语言生

动演绎着英雄的史诗……

克州歌舞团在口头传唱基础上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借助江苏省援疆力量编

创了歌舞兼备、叙事抒情的原创歌舞剧《玛

纳斯》。以歌舞剧形式演绎《玛纳斯》，具有

连贯性和丰富性，更容易被观众接纳，也更

具有传播力。

巴合提白克的父亲也扮演过玛纳斯，受

父亲影响，他从小就喜欢这部英雄史诗。为

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上《玛纳斯》，他要尽

己所能把歌舞剧《玛纳斯》演好。

2020 年初，南京紫金大戏院。宏大磅

礴的气势、震撼人心的音乐、热情豪放的舞

姿、嘹亮的歌声、浓郁的民族风情，让观众

沉醉在传奇之中。这是歌舞剧《玛纳斯》首

演，用《诞生》《结盟》《大婚》《远行》《回归》5
个篇章，讲述英雄玛纳斯诞生、成长、团结

部落英勇奋斗的全过程。很多观众可能听

不懂柯尔克孜语演唱的内容，但音乐是共

通的语言，库姆孜、口弦、笛子等乐器和舞

蹈展示的情节，将他们代入英雄的故事中。

最新复排版的歌舞剧《玛纳斯》，由克

州歌舞团演职人员和“玛纳斯奇”共同出

演。从小听《玛纳斯》长大的买买提吐尔

干·艾色克是一名“玛纳斯奇”，也是克州歌

舞团的一名作曲家，他不仅参演歌舞剧《玛

纳斯》，还参与其背景音乐创作。为了提升

演出效果，他根据《玛纳斯》的曲调融入一

些现代音乐元素，使其更加丰富和更具感

染性。

一直以来，《玛纳斯》都是以“玛纳斯

奇”单人无乐器演唱的形式进行传唱。随

着时代发展，为了让各族观众接受、喜爱

《玛纳斯》，表演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丰富。

1984 年 ，《玛 纳 斯》第 一 次 从 草 原 搬 上 舞

台。此后，《玛纳斯》以二重唱、合唱、弹唱、

对唱、表演唱、歌剧、舞剧等不同形式与观

众见面。

近年来，新疆加快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根据《玛纳

斯》唱本改编的舞剧、歌剧、歌舞剧先后向

外界公演，千年英雄史诗《玛纳斯》不断被

更多人认识。

期盼更多人喜欢《玛纳斯》

闻着油墨香，摸着“玛纳斯”三个烫金

大字，江努日眼眶微红。去年 4 月 6 日，历

时 10 余年，8 部 18 卷 23 万余行、2000 余万

字的《玛纳斯》汉文全译本首次发行。他知

道，从此以后《玛纳斯》可以被更多人认识、

了解了。

2004 年，克州政府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文联联合成立《玛纳斯》汉译工作领导

小 组（后 改 为《玛 纳 斯》汉 译 工 作 委 员

会）。以居素甫·玛玛依演唱的 2004 年新

疆 人 民 出 版 社 再 版 柯 尔 克 孜 文 版《玛 纳

斯》为蓝本，启动《玛纳斯》柯尔克孜文翻

译汉文工作。汉译工作委员会共组织 40
余 名 专 家 统 一 翻 译 名 词 术 语 ，制 定 翻 译

细 则 及 工 作 流 程 ，要 求 8 部 译 文 风 格 一

致，兼具美学价值，适应广大读者的阅读

习惯。

贺 继 宏 2005 年 从 克 州 史 志 办 退 休

后 ，成 为 克 州 政 府 文 化 顾 问 ，投 入 到《玛

纳 斯》的 汉 译 工 作 中 。 他 说 ：“《玛 纳 斯》

的 编 译 困 难 重 重 ，从 最 初 查 找 资 料 到 重

新 组 织 歌 手 、翻 译 、记 录 员 等 ，终 于 完 成

全部翻译初稿。”

“《玛纳斯》汉文全译本，是史诗《玛纳

斯》从口耳相传到文字传播的历史性飞跃

的又一个重要成果。”贺继宏表示，《玛纳

斯》汉文全译本的发行，只是一个开始，接

下来，计划对 8 部《玛纳斯》进行精编，制成

小册子对外发行。一方面解决整部图书价

格过高的问题，另一方面缩减精编内容，让

读者更方便地阅读，进一步提升《玛纳斯》

的影响力。

相较于老一辈“玛纳斯奇”，玉米塔力

等青年经过学习可以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在《玛纳斯》汉文全译本发行后，

年轻一代“玛纳斯奇”开始尝试用国家通用

语言演唱。

“这是祖先留下的故事，我们怎能不把

它演唱；这是先辈留下的遗产，代代相传到

了今天。只要唱起先辈的英雄故事，优美

的词句就会喷涌而出！”

毡房前的板床上，几位“玛纳斯奇”盘

腿坐成一排，交替演唱。雄浑大气、婉转悠

扬的诗句，飞向蓝天、飘向远方。

《《玛纳斯玛纳斯》，》，千千年史诗焕发生机年史诗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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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本名叫张家景，因为电

影，观众记住了牛犇这个艺名。

1946 年摄制的电影《圣城记》中

的村童“小牛子”，是他饰演的第一个角色。在《圣城记》中担任主

演的谢添，提议他改名“牛犇”：“小牛子，你再加上三个牛，就叫牛

犇吧。四头牛跑得比谁都快！”

自此，无须扬鞭自奋蹄，牛犇在中国影坛奔跑近八十年。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同志了”

信仰是人生的根本，有了信仰，生命之树就枝繁叶茂。从“小

牛子”演到如今的牛爷爷，再到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牛犇把为人民创作作为一生的信仰和追求。

2018 年 6 月，83 岁的牛犇加入中国共产党。秦怡和我作为牛

犇的入党介绍人，见证了他的光荣时刻。牛犇对大家说：“从今天

起，我就是你们的同志了。”我在现场领誓，他一字一顿读得响亮，

眼睛里饱含泪水。

那 天 晚 上 ，在 他 的 家 里 ，他 拿 出 两 枚 共 青 团 员 的 团 徽 对 我

说：“我是一个苦孩子，小时候父母就病死，我跟着哥哥，在片场

长大，接受这些革命思想是本能。当年，在我和妻子加入共青团

时，我们就约定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入党

之后，牛犇有了更高的追求。他说：“我已经 80 多岁了，我要抓紧

拍更好的作品。”

“角色再小也要演出彩”

从早期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小庞、电影《飞刀华》中的李少

雄、电影《天云山传奇》中的王立汉、电影《牧马人》中的牧民老郭、

电影《日出》里的小顺子，到近年来电影《一步之遥》中的牛爷爷、电

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弄堂老人、电视剧《老酒馆》中的老二两等，

牛犇演的大多是小角色。还有些角色甚至没有名字，比如老校长、

老教练、李老头。

电影主角是焦点，配角往往表演空间有限。牛犇坚持：“演电

影是件大事。一部影片有许多角色，每一个人物都是重要的，你就

是露个脸，说一句台词，也得出彩。角色再小也要演出彩。”他像画

简笔画，寥寥几笔，勾勒出人物，在几场戏、几个场景、几句台词中

把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让人过目难忘。这种“一瞬即闪光”的能

力，就是艺术家塑造角色的创造力，背后是一种爱琢磨生活、爱琢

磨人物表演的专注精神。

“小牛犇的戏我一向很喜欢，什么影片里有他出现，戏就不显

得是戏了，就像生活里真有其人、真有其事一般。”赵丹在《银幕形

象创造》一书中曾这样写。

牛犇成长于片场，与白杨、陶金、李丽华、赵丹、舒绣文、刘琼等

前辈们一起创作，耳濡目染中得到启蒙、收获教益。尽管他没有系

统学习过表演，但凭着前辈的指导和自己的悟性，加上善于思考，

逐渐琢磨出一些出彩的东西。

“只要有观众看，我就得好好演”

电影是集体创作，认真演好自己的角色，并且尊重其他角色，

这是牛犇的职业精神。所以在片场，牛犇时刻关注导演，时刻观察

其他演员的戏，导演一挥手，就能投入演出。

许多与牛犇有过合作的导演，都对他的表演赞誉有加。张

艺谋曾感慨：“一件衣裳，一顶草帽，一抹胡茬……到了牛犇那里

就会‘活’起来。”他们这代人把人民视为父母，把艺术当作生命，

他发现了牛犇创造力的这一来源。牛犇这一代艺术家是在新中

国 的 阳 光 下 成 长 起 来 的 ，人 民 和 时 代 是 他 们 最 深 沉 的 情 感 所

系。许多年来，我在电影艺术家们身边工作，被他们的这种信仰

和情怀深深打动，并由衷地感到钦佩。

牛犇在表演中坚持一条原则，那就是：哪怕只拍背影，也不用替

身。拍摄电影《海鸥老人》正值寒冬，牛犇扮演的老人在戏中为了救

落水孩子，需要跳进冰冷的湖水中。虽然年近八十了，但他拒绝替

身。拍摄《高中锋，矮教练》时，他演的矮教练追到黄河边，想劝返出

走的高中锋。导演和摄影机在船上，牛犇需要直接向河中走去。导

演不喊停，牛犇就没有停。天性乐观幽默的牛犇，即使受伤也不轻

易离开片场。他说：“只要有观众看，我就得好好演，戏大过天。”

入党近 5 年，八旬高龄的牛犇一直东奔西走，参加了十几部影

视剧拍摄，同样都是小角色和普通人，他依然努力“一瞬即闪光”，

用艺和德与年轻的演员交流。正如秦怡在同意担任牛犇的入党介

绍人时所说：“我相信，他会做得很好。”

（作者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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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斯》是我国少数民

族三大英雄史诗之一，堪称

“柯尔克孜族的百科全书”。

2006年，8部 23万余行《玛纳

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9
年，史诗《玛纳斯》入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去

年 4 月 6 日，历时 10 余年，8
部 18 卷 23 万余行、2000 余

万字的《玛纳斯》汉文全译本

首次发行。

随着时代发展，为了让

各族观众接受、喜爱《玛纳

斯》，表演形式也在不断变

化、丰富。 1984 年，《玛纳

斯》第一次从草原搬上舞

台。此后，《玛纳斯》以二重

唱、合唱、弹唱、对唱、表演

唱、歌剧、舞剧等不同形式与

观众见面。

核心阅读

▲演员在表演《玛纳斯》。 新华社记者 王 菲摄

▲原创民族歌舞剧《英雄·玛纳斯》。 杨明方供图

▲牛犇速写。 蔡华伟绘

一部影片有许多
角色，每一个人物都
是重要的，你就是露
个脸，说一句台词，也
得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