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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歌曲。维吾尔族音乐

的主要品种包括民间歌曲、民间歌舞、说唱音乐、器

乐曲和“木卡姆”等五种类别。依内容和社会功能划

分，维吾尔族民歌的代表性体裁有爱情歌曲、劳动歌

曲、历史歌曲、习俗歌曲四类。

爱情歌曲是维吾尔族民歌的主体，它反映了青年

男女间纯真热烈的恋情。维吾尔族民歌的唱词大都不

固定，歌手喜欢选用能够套用民歌曲调的民谣入歌，

每段唱词由2句或4句正词及若干衬词组成。正词每句

7－12个音节，其中7音节词是最普遍的。衬词长短不

拘，具有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等作用。唱词多采用比

兴手法，有很强的文学性。一些叙事性、抒情性较强

的歌曲常由“那黑夏其”（歌手）在家庭欢聚场合演

唱，节奏性强、含有舞蹈性格的歌曲由“乃额米其”

（歌舞乐手）在歌舞场面边舞边唱。

《牡丹汗》属爱情歌曲，它的唱词是对女性恋人的

深情赞美，但词本身充满了哲理，气势宏大，反映了维

吾尔族人开阔博大的胸怀。正词共4句，衬词也是4句，

使篇幅大大扩充，并富有变化。曲调因唱词的特定结构

也相应变为8句，最终结束在“Re(2)”音上。总的来说，音

调性格较明朗、奔放、感情充沛，风格浓郁、特色鲜

明，体现了维吾尔族人的精神气质和特殊个性。

敦煌壁画的老搭档终于重逢

说起中国琵琶与日本鼓的缘分，得源
于章红艳心里一颗“好奇的种子”。

1992年刚刚毕业留校的她，随团演出
前往敦煌。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自己手
中乐器原始的样子，而且还发现琵琶和鼓
似乎是一对亲密的搭档，成双出现的画面
很多，小小的好奇心从此开始萌芽。

前后几次西部之行，章红艳走访了很
多石窟，这些石窟不仅记录了琵琶的历
史，还经常出现琵琶和鼓的组合。因为当
代音乐中，二者的配合少之又少，这引起
章红艳极大的兴趣。

也许琵琶和鼓在以前是搭配演奏的，
也许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还会有这种鼓，也
许未来的某一天它们还可以再次重逢……
类似的设想，不断闪现在章红艳的脑海里。

直到前几年演出时，她偶然遇见日本
传统艺术界国宝级大师大仓正之助，看到
他手上的太鼓，这些设想都得到解答。
“它的形制和我在壁画上看到的一样。”当
时，两位艺术家即兴合作，琵琶弹的是中
国的传统曲目，太鼓随即加入，他们只需
点头示意进出的先后顺序。

琵琶弹拨的点状音响和太鼓敲打的
点状节奏融合得十分默契，而人声吆喝的
线状音响更给两位艺术家带来意外的惊
喜。“有时候就是缘分到了！”章红艳回忆
起第一次见到太鼓，依然抑制不住兴奋之
情。

太鼓出自日本古典戏剧“能乐”，是
其表演中的一种伴奏乐器。能乐在日本传
统艺术中的地位如同中国的京剧和昆曲。
太鼓演奏时，伴着人声的吆喝出现，带有
很强的仪式性。尤其在表现人生从辉煌走
向死亡的戏剧化过程时，演员走在长长的
长廊上，每走一步一个鼓点，每一个鼓点
都承载着沉甸甸的人生。
“它的加入让我感觉音乐被赋予了强

大的张力，你能感受到它们的融合，而
且我们都有同感，这是一种奇妙的感
觉！”章红艳说。正是这种音乐上的高度
契合，让她和大仓正之助决定，一定要
把这场演出带到中国。

10首曲目尽显音乐流变之美

“完全复制敦煌壁画是不可能的，我
们只是在传播内在精神。”章红艳表示。

这场琵琶与鼓的音乐会更像是一次新
的尝试——跨越历史时空的尝试。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田青特意为音乐会
题名“西域流光”，意在传统文化的流
变、流传生生不息。两位音乐家精心策
划，选取了经西域流传、汉文化影响改编
沉淀的10首经典曲目。

音乐会被分为3个单元。第一单元首
先用歌咏天山美景的《天山之春》开场，
琵琶和鼓的组合首次亮相，寓意两种乐器
的同源性。接着是琵琶和鼓分别流入中国
和日本之后变化出的新声，日本选了2首
能乐作品《常若》和《文殊狮子》，意指
太鼓在日本音乐文化中的重要性。中国曲
目选了《天香》和《乐舞图》，两部作品
展现了中国人对西域文化的理解。

第二单元是中日两国各自传统曲目
中的经典之作。《三番三》是日本能乐中的
核心片段，是一首感恩天地人、自然与人
和谐合一并惠及众生的曲子。《塞上曲》是
来源于中国琵琶传统大套文曲《琵琶谱》
的段落，描写昭君出塞的传统故事。如此
安排意在传达外来文化的流变和新传统
的形成。

第三单元是历史的对话。3个曲目都
以合作的方式来呈现。《西域流光》是琵
琶、鼓和舞蹈的合作，《那拉提》是弹拨
乐和鼓的合作，《淮阴平楚》是中国弹拨
乐队和日本能乐队的合作，合作演出表现
的是同源文化异化之后的再融合。3个单
元的编排，几乎预设了本场音乐会的性
格，它是厚重的而非流于表面，它是具有
创新性的而非无联系的拼贴。
“这是琵琶和鼓探寻前世今生的第一

次尝试。”正如章红艳所说，这场音乐会给
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感。短短2个小时里，以
西域音乐为源头，音乐家们带领观众走过
陆地海洋，跨越历史千年，不仅听到同源文
化的久别重逢，又看到异变文化的全新阐
释。作为一次尝试，它开启了一条对传统
音乐文化源头和流变的求索之路。

1998年，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在
美国注册了非营利性艺术、文化和教
育组织项目“丝绸之路项目”。这一项
目的灵感来自中国古代跨越亚欧的丝
绸之路：在遥远的过去，各种文化和
思想在丝绸之路上汇集交融。

作为“丝绸之路项目”的核心，
丝绸之路合奏团应运而生。这支合奏
团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室内乐团”的
风格束缚，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演
奏名家，同时也集合了来自各种文化
的音乐元素，从中国观众熟悉的中国
传统乐器笙、琵琶、唢呐，到日本传
统乐器尺八，再到西班牙风笛、印度
塔布拉鼓等来自世界各地的传统乐器
在舞台上共同发声，用多彩音色描绘
着不同文化的壮丽图景。

马友友介绍到：“丝绸之路合奏团
是一个音乐模范，需要所有成员都具
备好奇心、合作精神以及全心全意的
热忱。我们所演奏的音乐并不属于某
一种文化，甚至也不局限于丝绸之路
沿线地区的文化。合奏团成员所表现
出的高超技艺和宽广的包容性将我们
紧密联系到一起”。

从丝绸之路合奏团成立至今，这
支名家云集的室内乐团已经与马友友
合作推出6张专辑，并委托创作和表

演过世界各地作曲家近百部经典作品。
今年4月，乐团发行的全新专辑《歌咏
乡愁》，质朴而传统的音乐别具一格。在
这张专辑中，丝绸之路合奏团中来自世
界不同地方的艺术家，挑选全球各地
的原创与传统歌谣加以改编，诠释了
不断变化着的“故乡之意义”。

在11月16日的音乐会上，观众现
场欣赏到多首来自《歌咏乡愁》专辑
中的作品。其中，琵琶演奏家吴蛮创
作的《翠绿（文森之歌）》，是她为4岁儿
子创作的乐曲，灵感来自幼童无穷尽的
活力，同时也富有东方趣味。而作品《归
乡》，旋律则取材自捷克作曲家德沃夏
克《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虽然观众
耳熟能详的曲调以全新的方式演奏，
但不变的是旋律中浓郁的思乡之情。
表现游子归意浓的同时，当晚的作品
也展现出故乡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
盼，《盼你早归》中日本尺八和印度塔
布拉手鼓的互相倾诉，令人难以忘怀。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故乡的记忆
隐匿而独特。一种味道、一幅画面、
一句乡音都能唤起人们对于家乡的回
忆。马友友与丝绸之路合奏团的演奏
家们正是试图通过音乐把观众带回故
乡，通过音乐旋律把每个人的故乡连
接成整个世界。

京剧《杨门女将》是国家京剧
院的经典之作，已在美国纽约林肯
中心、英国伦敦萨德勒威尔斯等著
名艺术中心上演。近年来，于魁智、李
胜素携该剧到访英国、爱沙尼亚、拉
托维亚、立陶宛、台湾、香港等国家和
地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此次是《杨门女将》首次登台
亮相澳大利亚。每场演出皆座无虚
席、场面火爆。李胜素扮演的穆桂英
清新自然、令人动容；张静扮演的佘
太君老成练达、张弛有度；于魁智扮
演的宋王威仪洒脱、气度非凡。在
名家的表演下，这部展现中国北宋
时期杨家镇守边关、抗敌入侵的经
典大戏，令中外观众如痴如醉。

悉尼歌剧院主席约翰?西蒙得
说：“精彩绝伦！这和西方歌剧完全
不同，但我完全沉醉其中。我特别
喜欢女主角穆桂英，声音美妙、服
装精美。真心希望中国与澳大利亚
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据中国国家京剧院副院长、国家
一级演员于魁智介绍，为更生动地向
海外戏迷展现剧情，除了出访前的精
心准备、打磨和排练外，在保留原著
精粹的同时，国家京剧院的海外演
出，针对西方观众的审美需求进行了
改编重排，如增强武打戏份和技巧，
或是加大表演的动作幅度，来帮助外
国观众感受京剧戏曲的诙谐幽默。

经过这么多年在西方文化市场
的宣传普及和各种演出，京剧已经培
养了越来越多的“洋票友”，例如

2014 年在日本 30个城市巡演两个
月，演出50多场，平均上座率达到了
9成，例如在英国演出，在波罗的海
三国演出，数目众多的“洋票友”，俨
然成了追星一族。

第一次看京剧的利卡拉和史蒂
夫是悉尼本地人，从事艺术行业，
在看完《杨门女将》后，他们显得
非常兴奋：“今晚的演出，服装、化
妆、表演的所有细节美不胜收。我
们能够感受到剧中的感受、情绪，
爱是生活的意义所在。”

前来看戏的新南威尔士州州长
代表达米安也表示，《杨门女将》的上
演，不但将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与中华
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使西方国
家对中华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文化交流良机。

中国京剧院在海外巡演时，还
不断走进当地校园，与学生、老师
和公众进行京剧交流，例如此次在
墨尔本演出间隙，演员们就与墨尔
本大学和当地中学生进行了多场交
流。对此，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赵
建表示，近年来，中外文化交流不
断扩大且日益频繁。在澳大利亚，
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了解和喜爱
上中国的京剧艺术。“艺术是相通
的，通过日益增多的文化艺术交
流，可以增进双方人民之间的相互
了解，能够让澳大利亚人民更好了
解当代中国人民的所思所想以及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

（易 玲 李大勇）

近日，2017年第四届“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
创意写作大赛在北京启动。大赛组委会正式公布了大
赛的中英文初赛命题：中文题目一为命题作文“到世界
去”，一为以“网”为核心的开放式命题；英文命题也有两
个，一是“一滴水的世界”，另一个是“描写一个悲剧场景
但不提及悲剧本身”。
“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至今成功

举办三届。大赛旨在让怀有写作梦想的中学生都能够
平等参与，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思维，打造全
球最大的青少年公益写作平台。大赛启动当天还发布
了新书《倾听未来的声音》（第3季），该书收入2016
年第三届写作大赛优秀作品50篇，较为全面地展现了
当下青少年创意写作的风貌。 （张丽娉）

西域流光再度逢
本报记者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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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南北朝时，琵琶和鼓通过丝绸之路由波斯传入新

疆，鼓传入我国后又传入日本。今天，很少有人将琵

琶和鼓放在一起合奏，不过在敦煌壁画上，这两件乐

器却是一对亲密搭档。为了重现这两件传统乐器合体

的精妙，中国琵琶演奏家章红艳与日本太鼓国宝级大

师大仓正之助近日携手，用高超的艺术水准，向观众

呈现了一场关于琵琶与鼓“久别重逢”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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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门女将》首登澳大利亚

国粹之美迷倒西方观众

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李胜素和

中国国家京剧院一团主演的大型京剧《杨门女

将》近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等城市精彩

上演。澳大利亚观众近距离欣赏到中国的国粹

艺术，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厚魅力。

日前，第12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颁奖典礼在
洛杉矶举行。中国3D京剧电影《萧何月下追韩信》获得
本届电影节最佳戏曲电影奖。这也是继中国首部3D全
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去年获全球3D“金?卢米埃
尔”奖后，又一部3D版全景声京剧电影在海外获奖。
《萧何月下追韩信》是京剧大师周信芳的代表作，

同名影片在充分尊重古老京剧艺术经典元素的基础
上，极富创造性地用当代电影最前沿的科技手段和现
代人文主义的艺术阐释，使传统艺术焕发出崭新的魅
力，得到评委会中外专家的一致推崇。该片由上海广
播电视台、上影集团、上海京剧院、电影频道共同出品，
滕俊杰执导，上海京剧院麒派著名传人陈少云主演。

（小 季）

京剧电影《萧何月下追韩信》获国际大奖

“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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