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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怀着虔诚之心，打开新疆曲子戏的文化经卷，我们仿佛听到生活在这
块土地上的先民们穿越百年时空的歌唱。那些朴素的乡土乡调，如同散落在丝绸
古道上的花朵，在远行驼队尘土飞扬的车辙中，在微风吹过的金色麦田上，在葡
萄树心型的叶片下，在方方正正的汉字里，自然而然地绽放。 ——陈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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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曲子情
郁斯尧

▲▲ 张春贤与新疆曲子传承人王曰发亲切交谈张春贤与新疆曲子传承人王曰发亲切交谈

木垒县的新疆曲子传承人郭天禄老人如今依然将木垒县的新疆曲子传承人郭天禄老人如今依然将
新疆曲子作为他人生最大的功课新疆曲子作为他人生最大的功课

卖妙郎卖妙郎卖妙郎

▲▲呼图壁县县委书记曾春雷热情介绍新疆曲子呼图壁县县委书记曾春雷热情介绍新疆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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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卢登荣在呼图壁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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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图壁，系准噶尔
语，由呼图克拜的读音
演变而来。清代著名西
域地理学家徐松在《西
域水道记·卷三》中记
载 ：“ 呼 图 克 拜 ，吉 祥
也。”呼图壁又称吉祥
城。城不大，有林荫洒
道，花树俨然，有老媪踯
躅牵幼闲行，有老翁的
三弦琴声从九曲回廊的
红色廊柱间绕过，还有
一声声沧桑的新疆曲子
无遮无拦地漫出……曾
经是丝绸之路上新北道
的这座城，城中人自第
一嗓新疆曲子活泼泼地唱出来后，就
从没有中断对它的吟唱。即使是在
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喜爱小曲子的人
们也曾在心里千万遍地捻揉过剧中
的每一段唱词。新疆曲子的每一部
经典的曲目都沉淀着时光的重量。

小曲初成小曲初成

在新疆，会唱曲子的老百姓习惯
性地把新疆曲子叫作曲子，常常是三
五个人凑在一起，三弦一拨，板胡一
拉，便脱口能唱出几折。在丝绸之路
新北道形成的岁月里，这条路不仅往
来过商贩、多种民族语言和音乐调
式。三弦四胡拉得回肠荡气，铿锵的
响起在乡野地头、农户小院里。

新疆曲子唱词的内容也包罗甚
众，有神话故事、历史事件、名人轶
事、当然也少不了那些才子佳人动人
的爱情故事。清代，大小和卓、阿古
柏之乱，为平乱统一新疆，清军与移

民陆续迁入，让新疆曲子羽翼渐丰起来。冬闲过节时，
人们便呼朋唤友，走村串巷，吹拉弹唱，一派热闹。循丝
绸之路新北道的延伸，没用多久，哈密、巴里坤、木垒、奇
台、吉木萨尔、昌吉、呼图壁、乌鲁木齐甚至伊犁地区，都
开始流传着新疆曲子的乐音。

曲中乾坤曲中乾坤

唱新疆曲子人多，便会有人唱得好；唱得好，就需要
一个舞台。北疆的绿洲便是新疆曲子得以开枝散叶的
土壤，它们伴随着一场场的春种秋收，一次次寂寂的旅
程，一年年异乡人的离愁，慢慢地脱离长期的简单坐唱、
走唱形式。融入流传在新疆的其他曲艺形式，从表演形
式到演唱的内容有了浓厚的舞台色彩。

上世纪 40 年代初，呼图壁县二十里店的农民侍学
仁组建自乐班，在新疆曲子经典传统剧《《火焰驹火焰驹》》中饰演中饰演
义士艾谦义士艾谦，，在夜赴刑场在夜赴刑场、、舍命求弟的情节的表演中舍命求弟的情节的表演中，，惟妙惟妙

惟肖。呼图壁不仅是新疆曲子的重要传承地，同时也是
新疆曲子剧团的创始地；呼图壁不仅是新疆曲子名家的
荟萃地，也是群众基础最好的发展地，小曲子在这里已
吟唱了百年有余。贩夫走卒、满面尘沙的骆驼客、避祸
逃难的乡民，也回响过南腔北调的乡村艺术乐音。

陕西曲子、兰州鼓子、青海平弦、河州的平弦、青海
的赋子、陇东的道情、甘肃青海的花儿、还有西北的民歌
小调揉和在一起，便做出一桌颇具新疆风味的“曲子
宴”。汉族人唱、回族人、锡伯族人也跟着唱。小曲子究
竟从何时开始传唱，无据可考，但从清代乾隆年间大学
士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已可见新疆曲子的踪
迹。“酒楼数处，日日演剧。数钱买座，略似京师。”这纪
大学士虽说的是曲子，言词间却无不透着对皇城的思
恋。想来，那些传唱乡音乡曲的人，也应怀着如此这般
对故土的思念，才能将这些曲子带到千里之外的新疆。

新疆曲子最初的形式是简单的，常是一人弹，二人
对唱，数人轮唱。新疆曲子的道白采用新疆汉语方言兰

银官话，唱词和曲调又杂糅了多种民族语言和音乐调

式。据说有剧团在昌吉滨湖演出《墙头记》时，有名观众

看戏入迷，以戏为真，冲上舞台挥拳便揍反面角色，幸好

及时被众人拉开。剧团演出时看戏的人常是人山人海，
舞台常被挤得摇摇欲倒，剧团因此得名“推倒台”。1949
年，呼图壁的魏户、东河坝王闯吉也组织了一个自乐
班。班中名叫刘石匠的艺人在《怕老婆顶灯》表演中，头
顶清油灯，在地上腾挪起卧，来回翻滚，清油一滴不洒，
灯火不灭，每每表演时，周遭叫好声一片。只可惜第二
年，刘石匠病逝，人走艺绝，从此只留传说。

百年曲百年曲““香香””

1950年2月15日，中共景化（呼图壁）县委会成立。
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呼图壁的戏曲文化也翻开了新的

篇章。2006年6月20日，新疆曲子被正式列入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2年8月8日，新疆首

届乡村艺术节暨呼图壁首届新疆曲子文化节，吸引了新

疆巴州、哈密、伊犁地区曲子剧团，非遗项目甘肃华亭、

敦煌曲子戏剧团前来加入，人们仿佛再次看到了丝绸之
路新北道已弹指百年路新北道已弹指百年，，新疆曲子如沿途蓬勃开放的沙枣新疆曲子如沿途蓬勃开放的沙枣
花依然馥郁芬芳……花依然馥郁芬芳……

落日的余晖轻轻地铺撒在呼图壁世纪园宛如
江南水乡般的九曲回廊、假山幽径之上，三五成
群拉着二胡、唱着小曲子的人们开心地歌唱着。
拉二胡的琴师，早已双目微闭沉浸到小曲子的世
界里。这种简单而朴素的幸福场景，浓缩了一家
家自乐班口传心授的传承，他们已将曲子的传统
剧目传唱了一百多年。即使是在文化形式丰富多
样的时下，作为新疆唯一的汉语言地方曲种和剧
种，曲子所保存的集体记忆与温度，也足以让人
感叹。

“前圈里吆出个大牛来，后圈里吆出个牛娃
来。大牛前头走哎，牛娃跟后头。哪一个不走
哎，我就拿棒掯哎。大牛不吃草哎，牛娃跟上跑
……”在新疆曲子文化节上，呼图壁县五工台镇中
心小学表演的问答对唱——《小放牛》，赢得阵阵
掌声。

近年来，呼图壁县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2011 年春节大年初二，呼图壁县五工台镇幸福村
的乡村小路上，鞭炮的红色碎屑还鲜亮地铺在上
面，一堆堆收割过的秸秆上薄雪闪着银色的光
芒。镇文化站里，二胡、三弦、板胡、四胡、
碰铃、牙板在乐师的手里发出悦耳的声音；穿
着一身身簇新衣裳的男女老少你一出我一折，
热热闹闹唱着小曲子。这样的充满乡村气息的文
化活动，每年农闲或是春节的时候都会在五工台
镇上演。

在呼图壁的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打麦场
上、农家小院子里，小曲子已经在这片美丽的土
地上流传百年有余。这里勤劳的人们呼吸着呼图
壁清新的空气，沐浴着准噶尔盆地南缘温暖的阳
光，思索着如何为这种古老的文化做些事情，让
一代代人把这种乡村艺术传承下去。

2010 年 5 月,一个新的短句进入人们的视野
——“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对于多民族聚居地的
新疆来说，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文化引领，又是什
么原因使得现代文化能够在新疆大开发、大建设
中起到引领的关键作用？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要求，全疆各级政府部门
都在寻找与思考本地能够发挥引领现代文化的
载体。

在呼图壁，什么样的文化形态才具有现代性与
引领性呢？呼图壁县委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这
种文化形式既要被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又具有现代
文化的表现形式与视角。它不是越旧越好，越土越
好，甚至不是越特别越好，而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
基础之上，继续保有自己的特色，在继承中走出一
条创新之路。

2011 年底，在呼图壁县全委扩大会议中，县
委书记曾春雷提议由呼图壁举办一个“以现代文
化为引领”的节庆活动，此项活动的举办必将成
为呼图壁县对外形象宣传一张“有声有色”的文
化名片。

在会议现场，大家献言献策。一时间，有人
提议举办牛奶节，有人提议举办苗木节。当曾春

雷 提 出 要 举 办 “ 新 疆 曲 子 文 化 节 ”
时，大家一片哗然。看着干部们略带
疑惑的目光，曾春雷用了一个下午的时
间给全县的干部上了一堂“世界农业发
展史”的课。

呼图壁现在已经进入现代农业的
初级阶段，与之匹配的是要发展现代
农业文化。新疆曲子源于乡野，是现
代乡村艺术的一部分，通过曲子文化
节的举动，不断地对小曲子剧目和表
演形式进行创新，来顺应当前的文化
潮流，再辅之以现代文化的传播方
式，小曲必将不小，而天下人也可知
曲中“乾坤”。古人云：独乐乐，不若
与众乐乐。曲子文化节不仅能做到

“众乐乐”，还能带着呼图壁走出新
疆，走到更远的地方。

2012 年 8 月 12 日，新疆首届乡村
艺术节暨呼图壁县首届新疆曲子文化
节开幕，来自甘肃敦煌曲子戏剧团、
华亭曲子剧团与新疆本土的曲子艺术
家们演出了一折折曲子戏，好评如潮。

2014 年 8 月，“新疆曲子文化节”
步入了第3个年头，丝绸之路沿途、曲

子传承之地的艺人们纷纷赶来，台下人头攒动。
人们扶老携幼，笑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唱着似曾
相识的唱词，弹着同样的三弦，只是你在丝路的
那边，我在丝路的这边，不论是鹤发童颜、红粉
佳人，都共同唱着一个曲子的百年之梦。

李彦贵卖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