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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十二木卡姆长大

见 到 依 力 哈 木·热 依 木 是 在 机
场，他刚刚结束上海的演出回到新
疆。他的身材和长相是一个普通的维
吾尔族中年男人的样子，但手指却不
同寻常，由于常年弹奏乐器，几个手
指上都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一开口，
声音浑厚，这都是十二木卡姆带给他
的印记。

一把艾捷克，依力哈木用了 17
年，一把萨塔尔，用了10年，它们是
依力哈木最常用的两种演奏乐器，几
乎走到哪背到哪。“艾捷克的音色比
较亮，能弹奏的乐曲比较丰富。萨塔
尔适合抒情，我一般在弹奏序曲时
用。”依力哈木抚摸着两把“老伙
计”，讲起了他与十二木卡姆的故事。

“木卡姆来自阿拉伯语，本意是
地点、法律，作为音乐术语，指的是
大型套曲，是一种集歌、舞、乐为一
体的综合艺术。”依力哈木告诉记
者，自古以来，新疆地区流传着四种
风格不尽相同的木卡姆：十二木卡
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和刀
郎木卡姆。其中，十二木卡姆因规模
最庞大、结构最完整而最具代表性。

16世纪中期，美丽聪慧的阿曼尼
莎罕嫁入叶尔羌国成为王妃后，在宫
廷乐师的帮助下，收集整理了千百年
来流传于民间的木卡姆歌曲，并将其
编为十六部规范化的套曲，后来又演
化成十二部，“十二木卡姆”由此得
名。出自宫廷的十二木卡姆在流传至
今的各种木卡姆中，最为华丽典雅，编
排也最系统化，被学者称为“雅乐”。

每一套木卡姆都由“琼乃额曼”
“达斯坦”和“麦西热甫”三部分组
成。“琼乃额曼”唱出维吾尔族人的
精神追求；“达斯坦”是用音乐讲故
事，维吾尔族自古流传的凄美爱情故
事、悲壮英雄事迹、优美诗句，都在

“达斯坦”的歌曲和舞蹈中呈现；“麦
西热甫”成为欢乐的高潮，人们和着
重复不断的旋律尽情歌舞。每套木卡
姆有 20 至 30 首乐曲，如果把十二套
完整地表演下来，大约需要24小时。

聆听十二木卡姆，就像翻开了维
吾尔族人厚重的精神史诗。依力哈木
从小听着十二木卡姆长大，深受艺术
熏陶。“我爷爷会演唱十二木卡姆，小
时候每次放假我都去爷爷家，他带着
我在村里表演。解放初期，莎车县艺
术团刚成立时，我爸爸是艺术团主要
的演奏人员。我家10个兄弟姐妹，有
3个在地区级歌舞团当过团长。”

虽然没上过正规的艺术学校，但

依力哈木从童年起就跟着爸爸学习十
二木卡姆，还学过小提琴。他和家人
组成了一个家庭演奏团，经常为来到
当地的客人表演。1978年，16岁的依
力哈木被招进莎车县文工团。“我的
生命就是沉浸在十二木卡姆的乐声
中。”依力哈木说，“在县文工团十几
年，我只表演十二木卡姆。对我来说，
十二木卡姆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灵
魂，是人类口头艺术里少见的瑰宝。”

艺人有了活动的地方

在莎车县木卡姆广场一角，有座
三层建筑，是十二木卡姆传承中心。
一楼的演出大厅里，来自各个乡镇的
民间艺人排成三排，有的席地而坐，
有的跪在地毯上，弹奏或敲打着各自
的乐器，共有十几种。“10 月 22 日我
们在喀什地区胡杨节上有一次20分钟
的演出，现在要抓紧时间排练。”依力
哈木是演奏者之一，也是老师，现场
120名演员几乎都是他教出来的学生。

由于十二木卡姆的内容多且复

杂，民间表演时一般只演唱“达斯
坦”与“麦西热甫”部分，几乎没人
能演唱“琼乃额曼”，这项民族艺术
瑰宝一度面临失传的危险。11 年前，
依力哈木与莎车县较有声望的几位木
卡姆演唱者商量组织了一个互相学
习、切磋的十二木卡姆组合。一有时
间，他们就相约着聚在茶馆或找个凉
快的院子一起演唱和学习木卡姆。为
了更好地保护传承十二木卡姆，依力
哈木整理了 4500 行式、360 首曲调的
莎车十二木卡姆版本，并在原有唱词
的基础上补充更新。

2009年，莎车县十二木卡姆文化
传承中心建立，依力哈木担任主任。
中心成立之后，莎车县举办了一场木
卡姆演唱比赛，吸引了来自各个乡镇
的 60 名民间艺人参加，从中发现 13
人能比较完整地演唱十二木卡姆。

“十二木卡姆演奏对技巧要求很
高，刚开始的时候，能完整演奏12套
曲的只有几个人。”依力哈木说，以
前是在家里或公园教人演奏，传承中
心成立后，艺人们有了活动的地方，
每年冬闲的时候都会组织培训。十二
木卡姆乐谱复杂，一般看不懂乐谱的
民间艺人很难自己学习，依力哈木选
择用原生态的方式教他们。“我弹唱
示范一遍，他们用自己擅长的乐器边
弹奏边演唱练习，这是效果最好、最
快的学习方式。到现在我们已经培训
了 《拉克》 等 8 套木卡姆，再有两三
年就能把 12 套曲全部培训完。”依力
哈木对记者说，如今，经常参加活动
的民间艺人已有上百人，全县登记的
可以参加活动的有千人以上。

让更多人了解民族艺术

一边排练，依力哈木一边拍摄短
视频，上传至个人抖音账号。依力哈
木告诉记者，抖音是他今年才开始接
触的新事物。“时代变了，我想让我
们的民族艺术被更多人了解。抖音上
的年轻人比较多，我已经有十几个视
频播放量过万了。”

是什么驱动他多年来热忱投入十
二木卡姆的传承推广？依力哈木回忆
起2003年开始参加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申报工作的经历。当时，新疆正在
组织各个地区的木卡姆艺术整合申
遗。“我们莎车是十二木卡姆的发源
地，可是那时候已经没多少人会了，
也没有什么团体，我就想这个工作得

由我来做。”
得知“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

术”入选“第三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
遗产代表作”的消息时，依力哈木正
跟几个民间艺人在公园里一边喝茶一
边演奏。“当时我激动得流眼泪了，
这是对我们民族艺术的极大认可与支
持。我跟一起演奏的人说，十二木卡
姆申遗很不容易，意义很重大。我一
定要把这个传承工作做好，让十二木
卡姆走出去，让更多人了解这门艺
术，享受这门艺术。”

2005年，依力哈木带着民间艺人
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苏州
论坛”，并在“第三届南北民歌擂台赛”
中荣获银奖。十二木卡姆的影响力不
断提高，当地群众经常邀请木卡姆艺
人去婚礼或聚会上表演，想要学习的
人也越来越多。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
鼓励下，由依力哈木带领的民间艺人
组合逐渐壮大，成为十二木卡姆艺术
团。2019年，依力哈木入选十二木卡
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并被评为
2019“中国非遗年度人物”之一。

传统艺术在当下如何保持活力？
在依力哈木看来，非遗传承不能只靠
情怀，而要为艺人们带来市场价值。

“莎车有一百多个民间艺人就靠这个
吃饭。”依力哈木说，“我们去年在国
内参加了五六次大型展演活动，平时
还去婚礼、聚会上演出。有了经济效
益，传承就有力量。”

阿吾提·玉苏普是依力哈木的学
生之一，以前自己做点小生意，2014
年开始系统学习十二木卡姆，目前已
经能演奏8个套曲。“这几年北京、上
海都去过，经常到内地参加比赛。”
今年国庆期间，阿吾提跟随依力哈木
到上海参加音乐节，两场45分钟的表
演，拿到了1000元演出费。

“完全学会十二木卡姆，需要花
一辈子的时间。”依力哈木和他所带
领的艺人们一直在努力着，让自己的
生命与这项民族艺术交融，孕育出最
美丽的乐章。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在快节奏的时
代，舒缓优雅的“慢生活”令人向往。近日，一场以宋朝人慢生
活为主题的展览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幕，带你领略古人焚香赏花、
品茗饮酒、抚琴对弈的生活乐趣。

“闲来弄风雅——宋朝人慢生活镜像”展由湖南省博物馆联合
四川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11家
文博单位共同主办，通过古琴、陶瓷器、书画、青铜器、银器等
80余件/套文物，集中展现宋朝文人雅士恬静风雅的生活范式。

展览中复原了“晴窗抚琴”“信手弈棋”“挥毫作书”“兴起作
画”“品茶论道”等9个生活场景。第一个场景为“晴窗抚琴”，通
过一把宋代“万壑松风”琴，辅以宋徽宗赵佶 《听琴图》 为背
景，配上优雅深邃的古琴音乐和宋代琴桌式样的展柜、托台，展
现宋代文人“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诗意生活。

此次展览充分调动了“视、听、嗅、味、触”五种感官体
验，让观众仿佛“穿越”回宋朝，身临其境感受慢生活的美妙。
除了单纯地欣赏文物，观众可以观看点茶流程与隔火熏香的动画
演示，聆听悠扬的古琴声，还能在焚香展示区闻到淡淡的幽香，
在展厅里对弈下棋、抚琴自弹、体验和品尝点茶。展览在让观众
充分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引领人们发现并创造属于自己
的生活美学。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2021年1月15日。

走进河南省洛阳市“全国抗疫最美家庭”丁华盈家中，迎面
而来的是一种温馨和谐的氛围——爷爷在厨房忙碌，奶奶在客厅
收拾整理，刚满3岁的冬冬专心玩着拼装玩具。

“冬冬比他爸爸幸福，至少每天有爷爷奶奶陪着，张鑫小时候
可是经常一个人在家。”丁华盈笑着说，自己的丈夫张鑫是独生
子，公公婆婆都是铁路系统职工，每逢节假日是最繁忙的时候，
全家人从来没有在大年三十晚上吃过一次团圆饭。“可能就是这样
的家风传承吧，孩子在我和张鑫同时奔赴一线抗击疫情的两个月
里，从来没有哭闹过，特别乖巧懂事。”

今年2月，时任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管护师丁华盈主
动申请驰援武汉，得知消息的公公婆婆不顾年事已高，二话不说
揽下照顾小孙子的重担，远在郑州铁路局焦作车务段留庄车站的
丈夫张鑫则利用难得的假期，亲自为妻子打点行装，并第一时间
返回工作岗位，连夜制定工作方案、安排货运人员，确保以口罩
为主的一批救援物资尽快送达武汉。

“你们在一线安心工作，家里的事情不要操心。”患有腰疼病
的婆婆悄悄把止疼贴膏药盒子藏起来。一辈子没下过厨房的公公
学会了拿手好菜，深情地对儿子儿媳说：“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你
们都平平安安地回来，一家人团团圆圆地在一起。”

在武汉同济医院夜以继日地奋战 58 天，丁华盈暴瘦十几斤，
她那高超的护理技巧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得到了患者们由衷的称赞
与感激。提起那段忘我工作的经历，丁华盈说，那是一名医务工
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虽然我父母都是普通农民，但他们从小就
教育我要勤奋善良、乐于助人。本来出征一线是不愿意告诉父母
的，怕他们担心，没想到我妈妈在网上看到了丈夫跟我送别时的
照片，知道我要去武汉。”丁华盈说，一向不善言辞的妈妈第一时
间打电话过来：“好闺女，你长大了，有出息了，妈妈为你感到骄
傲！在那边一定保护好自己，妈等着你平安回来。”等自己真的回
来去看望妈妈时，妈妈却忍不住落下泪来，告诉她自己在家天天
担心，生怕好闺女回不来。

除了双方父母的言传身教，丈夫也给丁华盈带来许多正能
量。“可能是自幼独立的原因，张鑫养成了坚韧的性格，生活能力
很强，是个非常有责任感、非常有担当的男人。有他在，无论遇
到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害怕。”望着那张喜庆团圆的全家福，丁华盈
眼中流露出幸福的光。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 在文化和旅游部1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文旅部非遗司有关负责人宣布，由文化和旅游部、山东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将于10月
23日至27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

本届博览会以“全面小康 非遗同行”为主题，以“线上为
主、线下为辅，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展示非遗保护传
承成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和助力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贡献非遗力量。

博览会将举办线下主展馆展览，设有“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的
非遗情缘”展、黄河流域非遗展、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展等3个专题
展。线上活动包括“非遗云展”、“云赏非遗”展播厅、“非遗好
物”云销售、非遗店铺“云推介”、“匠人匠心”云竞技、“非遗助
力精准扶贫及乡村振兴”论坛、黄河流域非遗保护传承座谈、非
遗优秀案例发布、非遗直播带货活动等。

第六届非遗博览会即将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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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弦拨动，热情的歌
声响起，唱出天山南北的
动人故事。舞步翩跹，身
体伴着节奏律动，展现昂
扬豪迈的民族精神。今年
国庆期间，在上海举办的

“2020 天地世界音乐节”
上，新疆莎车十二木卡姆
民间艺术团的精彩表演让
观众感受到民族艺术的独
特魅力。

今年 58 岁的依力哈
木·热依木是艺术团的团
长，也是十二木卡姆自治
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将
全部心血倾注于十二木卡
姆的保护和传承，让这一
民族瑰宝在当代焕发出璀
璨光彩。

在湘博体验
宋朝人的慢生活

本报记者 何 勇

温良家风培育“最美家庭”
高 欢

温良家风培育“最美家庭”
高 欢

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群众在巴旦木花节时表演十二木卡姆。

依力哈木·热依木演唱十二木卡姆。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依力哈木·热依木演唱十二木卡姆。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莎车十二木卡姆民间艺术团在音乐节上表演。

“闲来弄风雅——宋朝人慢生活镜像”展览现场 匡 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