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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各少数民族个个能歌善

舞，他们的乐器也是种类繁多，

制作精美。近日，笔者就认识了

一 位 制 作 哈 萨 克 族 传 统 乐器的

老人——苏勒坦·哈孜。

当笔者走进苏勒坦·哈孜老

人家里时，他正忙着赶做哈萨克

族传统乐器，这批乐器是国外一

家文艺团体向他订购的，锯、刨、

斧、砍刀，这几件简单工具便是苏

勒坦·哈孜制作乐器的基本工具。

苏勒坦·哈孜说，哈萨克族乐

器以弹拨和吹奏为主。在天山

上，从来不缺少制作乐器的各种

木材，聪明的哈萨克牧羊人会用

白蜡木雕刻琴把，用骆驼皮做共

鸣箱，用马尾做琴弦，一把胡布孜

（音译）便诞生了。蓝天下，草原

是牧人的舞台，雪山、云杉是舞台

的背景，牛羊、骏马、牧羊犬是听众

和伙伴，而胡布孜、冬不拉就是牧

人们倾诉心曲、排遣孤独的朋友。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哈萨克族有很

多传统乐器渐渐消失了，会做传统

乐器的工匠也越来越少。比如，在

哈萨克族乐器中流传最广的当属

冬不拉，“ 十个哈萨克九个冬不

拉”，冬不拉和马是哈萨克人的两

个翅膀，离开了任何一个，生活就

像少了盐一样没有乐趣。如今普

及型的冬不拉在伊犁牧区仍然可

以经常见到，但低音、高音、超低音

冬不拉就相当少见了。

上世纪 80 年代，还在原伊犁

地区歌舞团当团长的苏勒坦·哈

孜按照上级要求，准备编排一台

哈萨克族传统乐器演奏会，但竟

然找不到能做传统乐器的工匠。

这成了他开始自己制作哈萨克族

传统乐器的起因。从此，他家的

地下室成了工作间，从未学过木

工的他开始每天钉、钻、刨、锯，从

故纸堆中寻找制作传统乐器的线

索，凭着几张模糊的图片进行最

初的仿造。伊犁产的天山松木是

制作高档小提琴的原材料之一，

木材厂废弃的天山松下脚料则成

了他制作乐器的原料。凭着他的

不懈钻研和多年的摸索，苏勒坦·
哈孜挖掘并改进了 10 余种哈萨克

族传统乐器，成为目前伊犁知名

的传统乐器制作专家，中亚一些

国家的文艺团体也开始邀请他制

作乐器。

如今，像苏勒坦·哈孜这样能

够制作民族传统乐器的人已很

少，加强对哈萨克族传统乐器的

发掘、保护工作已相当紧迫。苏

勒坦·哈孜表示要将这一事业继

续下去，希望后人能从这些传统

乐器中找到哈萨克先人们在草原

上留下的欢乐。

琴弦上流淌着民族的历史
——访哈萨克传统乐器制作者苏勒坦·哈孜

顾新勇

非遗保护与政绩观
袁学骏

闲来敲明月 简板薪火传
——湖北百余名艺人传唱南曲

雪 原 张 勇

民俗学学科发展研讨会在京举办
本报讯 （记者李静）近日，

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重点学科发

展规划研讨会在京举办，中国社

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

金、北京大学教授高丙中等有关

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就民大

民俗学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据悉，今年 6 月，中央民族大

学民族学学科已被增列为北京市

重点学科二级学科，今后北京市将

有专项拨款用于该学科的建设。

民俗学是一门针对信仰、风

俗、口传文学、传统文化及思考模

式进行研究，来阐明这些民俗现

象在时空中流变意义的学科。民

俗学与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各种生

活现象息息相关。与会专家认

为，要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

它的民俗，因此民俗学未来的发

展方向是光明的。中央民族大学

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和经验，汇聚了一大批熟悉民族

历史文化、精通民族语言文字的

民俗学研究专家。从未来发展角

度来看，该校的民俗学学科在国

际学术交流、民族民俗文化比较

研究、跨境民族民俗调查研究等

方面还有很广阔的拓展空间。

南京中小学生变身“小小传承人”
本报讯 “我要先把葫芦画

成粉红色，然后在上面画一只科

莫多巨蜥。”“这是一条蛇，而这个

就是我给蛇造的房子。”近日，在

江苏省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内，70

名 中 小 学 生 变 身 为“ 小 小 传 承

人”，参与到剪纸、泥塑、金陵葫芦

画等非遗项目的创作中。

据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的有关

负责人透露，该馆举办的“我是小

小传承人”活动今年已是第二届，

与第一届的团体报名不同，这次的

200 多个孩子都是自己报名来的。

“我们这个活动是公益性的，就是

希望能有更多的小朋友接触、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为他们找

的老师不仅有市级、省级非遗项目

的代表性传承人，有的还是国家级

工艺美术大师。”

金 陵 葫 芦 画 的 传 承 人 张 苗

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是家族

传承，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种传

承方式是社会传承，像今天的活

动，可以让孩子们对传统的非遗

项目有更直观的感受。孩子们只

有一天的时间来学习，要想达到

多高的水平肯定是不可能的，但

通过活动可能会激发他们的兴

趣，从而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非遗

保护与传承中来。” （刘 磊）

专家视点

南曲是湖北地方小曲中一个

较为古老的曲种，原名丝弦，2008

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日前，笔者对该项目

的保护与传承情况进行了调研。

调查显示，历史上在宜昌、荆州等

地十分盛行的南曲在这些地方已

销声匿迹，目前南曲主要流行于

湖北长阳、五峰两个土家族自治

县境内，其中又以长阳县的资丘

镇最为盛行，百余名民间艺人还

在传唱着这一古老的艺术。

南曲是在明清俗曲的基础上

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传入土家

地区的时间最迟在清雍乾年间。

据南曲专家田玉成考证，南曲是

由资丘镇泉水村的田氏最早带入

长阳境内的，这与田氏祖上曾经

在浙江湖州、象山等地做官的经

历有关，至今泉水村的田科广祖

孙三代都能登台演唱南曲。

南曲历来无专业艺人，都是

民 间 流 传，朋 友 相 教，或 子 从 父

学，世代相袭。南曲的音乐属于

联曲体结构，以缠绵婉转、柔曼悠

远见长。南曲的文词十分精致优

雅，以其经典名段《渔家乐》为例，

其中“清风不用银钱买，月在江中

夜半游。闲来简板敲明月，醉后

渔歌写春秋”等句，历来为人所津

津乐道。传统南曲的演唱形式以

坐唱为主，自制小三弦、简板是其

主要伴奏乐器。由于南曲演唱节

奏平稳舒缓，旋律一唱三叠，字少

腔 多，精 致 优 雅，在 曲 坛 被 誉 为

“一朵郁香的山花”。

历史上学唱南曲者都是地方

上的文化人，因此南曲艺人在当

地十分受人尊重。每逢喜事，当

地土家人都会延请南曲艺人登台

演唱，而且演唱者还有“三不唱”

的禁忌，即“丧事不唱，夜不静不

唱，窗外有风不唱”。试想，每当

夜深人静，听得吊脚楼上三弦咚

咚，曲声萦回，该是多么让人沉醉

的场景。

百年来，五峰、长阳涌现出了

一批技艺精湛、自成一家的南曲

艺人，其中杨志柏的文学、音乐修

养最高，是五峰南曲艺人中唯一

能够编曲的；胡次生是把南曲三

弦乐器的演奏水平发挥到极致的

艺人；杜海卿曾为南曲提供重要

曲牌和曲目，是南曲艺人中掌握

资料最多的代表性艺人。

据 当 地 文 化 部 门 负 责 人 介

绍，由于过去对民间文化挖掘整

理得不够，抢救保护工作动手太

迟，留下了许多遗憾。比如像杜

海卿这样的南曲艺人就在“文革”

期间因难以承受非人的折磨，悬

梁自尽，一大批没来得及挖掘、整

理的南曲曲目也随他而去，成了

南曲界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据笔者调查，目前资丘镇能

够演唱《春去夏来》等经典名段的

艺人共有百余人，但是能够自弹

自唱的艺人只有二三十人，能够

独立演唱较多曲目的艺人仅有五

六人，但他们的三弦弹奏技巧都

十分有限。五峰南曲艺人存量目

前已经极为稀少，只有陆先模、李

子元、蔡永健等人能够自弹自唱，

其中以杜海卿嫡传弟子陆先模的

演唱技艺最高，能够完整地演唱

《春去夏来》、《悲秋》、《赶潘》等十

多个曲牌和名段。作为一位民间

艺人，陆先模还能够独立识谱和

记谱，这为他从事授徒、教学活动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他已被命名

为南曲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为了传承南曲，长阳县于新

世纪之初建立了“土家族传统文

化生态保护区”，实施各项保护措

施。据悉，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资丘镇每年都会举办南曲师徒大

赛，鼓励师傅带好徒弟，并在师徒

之间开展演唱技艺比拼。当地还

连续几年举办“土家南曲百友会”

活动，团结壮大了南曲爱好者队

伍。另外，该县还对全镇的南曲

艺人进行了考级定等工作，这些

做法都为推动南曲的民间传承积

累了有益的经验。

五峰县委、县政府也高度重

视南曲的传承保护工作，政府主

要领导多次看望南曲艺人，鼓励

他们积极收徒传艺，并从人力、物

力、财力上支持南曲的传承与保

护活动。五峰县非遗保护中心还

在长乐坪镇白岩坪村、大松树小

学建立了南曲传承基地；为陆先

模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帮

助其一家四口落实了农村低保待

遇，并为他配备了乐器，鼓励其收

徒传艺；该中心还定期组织当地

艺人与长阳县的南曲艺人进行互

访交流，切磋技艺。今年 4 月，五

峰县还举办了由全县乡镇文化骨

干和乡镇音乐教师参加的首届南

曲传承艺人培训班，首期培训学

员近百人。他们还将南曲教唱引

入当地中小学音乐课堂，为民间

艺术在下一代中传承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程实施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自 2006 年至今，国务院已经批准

公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028 项。在这个过程中，各级政

府、非遗工作者和广大群众对非

遗的挖掘、整理、研 究 和 申 报 等

工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不但发

现了一大批珍贵的非遗项目，发

现和确认了一批优秀的项目传

承人，对于非遗保护的方式方法

也 已 经 有 了 比 较 一 致 的 认 识 。

然而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

新问题。

非遗普查和申报工作发展不

平衡。在普查资源和申报项目

方面，有的县市积极性很高，主

动开展基层项目调研，选择最有

价值、最独特的项目进行逐级申

报，而有些县市则比较消极。从

河北省的非遗申报情况来看，全

省 138 个 县 市 中 大 约 有 100 个

县市积极性很高或较高，比如井

陉 县 几 年 来 已 经 在 全 县 300 多

个村庄普查到非遗项目 556 个，

确 定 和 公 布 县 级 保 护 项 目 44

个，其中包括国家级项目 4 个。

但其余的县市则缺乏积极性，这

与当地文化遗存量多少有关，更

与观念有关。

争项目，争名人。 往 往 一

批 非 遗 名 录 公 布 之 后 ，马 上 就

有 另 一 个 地 方 来 争 ，像 民 间 戏

曲 哈 哈 腔 、传 统 武 术 梅 花 拳 等

都 出 现 过 事 后 多 县 争 抢 的 现

象 。 另 外 ，已 经 进 入 各 级 名 录

的民间文学类项目大多涉及上

古神话和人物传说，这也引发了

名人之争。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

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时，就曾

有河北晋州、馆陶对唐代名相魏

征故里之争。近来，正定与临城

的赵云故里之争则最为剧烈，有

关部门曾经分别召集两地有关

人士座谈 ，澄 清 申 报 非 遗 的 目

的 和 有 关 政 策 ，但 这 场 争 论 仍

然势头未减。

重申报，轻保护。有的地方

认为申报成功就是目的，也看成

一种政绩，成功了就万事大吉，写

入年度工作总结完事，其项目保

护就变成了一句空话。一些地方

一般是申报成功之前政府会拨

款 ，之 后 就 不 再 拨 款 。 另 一 方

面，有钱怎么花也是一门学问，

要用到点子上。建议文化和审计

部门对下拨的款项要按计划监督

到底。

一些政策还需要完善。比

如在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方面，

目前有一种现象，就是一些代表

性传承人会被孤立起来，尤其是

同一单位中一 人 申 报 成 功 后 ，

常 常 会 有 其 他 人 上 访 告 状 。

因 为 目 前 命 名 的 项 目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一 般 只 以 个 体 方 式 出

现，而不是传承人群体，所以有

时会引发矛盾。比如耿村故事

的 讲 述 者 是 一 个 群 体 ，但 国 家

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只 有 两 个 ，村

里 其 他 讲 述 者 就 难 免 有 意

见 。 另 外 ，在 项 目 申 报 方 面 一

些 地 方 也 存 在 着 对 非 遗 的 界

定 不 明 确 的 情 况 ，比 如 对民间

节庆、庙会的申报支持力度普遍

不 大 ，主 要 是 怕 被 说 成 是 鼓 励

“封建迷信”。

上面提到的主要是思想观念

问题，而有一些则是在政策执行

中出现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

题，我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

入手：

首先，端正思想，树立文化

自觉和正确的政绩观。文化是

一个民族的灵魂，除了典籍、文

物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民族

精神、民族智慧的载体，是一个

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基本资

源。非遗保护固然也是一种政

绩，但必须把出发点和落脚点弄

清楚、搞端正，当前非遗保护工

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背后就有

错误的政绩观念和地方主义等

因素在起作用。要警惕和克服

非遗申报背后的利益驱动，非遗

保 护 不 能 利 益 化 ，更 不 能 市 侩

化 ，防 止 出 现 真 正 濒 危 的 无 人

管，无生存之虞的却被说成“行

将灭绝”的现象。另一方面，要

理性面对问题。其实很多问题

在实施非遗保护工程之前就存

在 ，如 果 我 们 不 去 做 非 遗 保 护

工作，倒是省去了许多唇舌，可

是那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可能也

就 真 的 消 失 了 ，这 种 责 任 又 由

谁 来 负 呢 ？ 所 以 ，我 们 不 能 乱

给 非 遗 保 护 扣 帽 子 ，而 是 要 以

更大的努力在非遗的科学保护

上下功夫。

其次，非遗保护工作要更加

科学化、规范化。国家提倡既要

静态保护，也要活态保护，但活

态保护的度很难把握，这也是非

遗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们一直头疼

的事情。像侗族大歌、土家族跳

丧舞、南音、井陉拉花等表演艺

术，在保护和发展中都是比较有

度、有节的。他们实行“两条腿

走路”，既重视原生地环境和表

演人群的原生态保护，也组织离

开原生地的有所加工的大型演

出，也因此赢得了较好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但也有一些过

头的所谓创新，把原来的技艺搞

得非驴非马。各级政府和文化

部门要积极调查研究，对一些非

遗项目保护和开发的度进行一

些规定，加以适当限制，这已经

时不我待。

另外，要明确工作程序，提高

工作透明度。现在非遗项目审批

工作总体来说是科学和公正的，

但在有的地方，领导和专家深入

调研不够，评审结果有时会受到

质疑。建议要全面加大申报和审

批工作的透明度与监督力度，一

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调研，

一方面广泛听取各界意见，要把

劲儿使在审批之前，而且程序要

严密，这样也会消除一些事后不

必要的论战。

本报讯 为加大非遗传承人

的培养、保护力度，江西省上饶市

日前正式出台了《上饶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保护暂行

办法》。

目前，上饶市已有弋阳腔、傩

舞等 6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上饶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才培养保护暂行办法》要求，

要 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 人 培

养、保护设立专项经费，并列入政

府财政预算；国家级、省级、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

培养、保护专项经费每个项目每

年分别不少于 3 万元、2 万元、1 万

元。《暂行办法》还要求文化行政

部 门 要 为 传 承 人 统 一 建 立 人 才

库；并要为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建立健

康档案，每年开展一次免费常规

健康体检。 （赣 文）

“唱新闻”仍然受欢迎
本报讯 “一个人在台上唱

太单调，如果有男女老少三五人，

那就热闹了。”应振爱是浙江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唱新闻”的传

承人，最近，他一直在琢磨两件

事：一是改良“唱新闻”，让更多老

百姓喜欢；二是在考虑收徒的问

题，“不但要形象好、嗓音佳，最好

还要有些戏曲的底子，这样的人

不好找。”

“ 唱 新 闻”是 浙 东 地 区 流 行

的一个曲种，在浙江宁波地区尤

为普遍。“唱新闻”的历史悠久，

南宋时期已有盲人唱“朝报”（官

方新闻），后来演变为唱社会新

闻。新闻的内容多是当地街头

巷尾流传的古今故事和流行小

调，用乡音俚语进行演唱。艺人

在演唱时，右手挟一根鼓杆及打

锣木片，左手提一面小锣，两膝

膝盖上安放着一只小鼓，边唱边

用鼓槌或锣片有节奏地叩打鼓

壳或小锣。应振爱说，以前“ 唱

新闻”的多是盲人，他们从左邻

右舍听到社会新闻后，改编成曲

子唱给村民听，以此谋生。自上

世纪 90 年代后，“唱新闻”逐渐得

到了政府的重视，并于 2006 年成

功入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现在的中老年人也很喜

欢，我每次表演，台下的人都很

欢迎。” （浙 文）

上饶出台办法确保非遗后继有人

尽管近日连续高温，河南洛阳市南昌路办事处举办的戏迷擂台赛

决赛还是吸引了数百名戏迷观战。据悉，这个擂台赛已经持续了 7 天，

吸引了洛阳市 200 多名戏迷参赛打擂。 （新华社发）

湖北五峰、长阳的土家人每逢喜事便会邀请南曲艺人演唱助兴 本报讯 （记者续鸿明）7 月

10 日，中华文化促进会、北京皇晟

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在京举行

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开园

仪式。

据介绍，“ 非遗园”占地 100

亩，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的

皇晟造办文化园内。该园已将花

丝镶嵌、棠溪宝剑、木版年画、皮

影雕刻、藏茶、马勺脸谱等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

性传承人、艺术家引入园区，设有

大师坊、国粹街、书画坊及广东四

会玉器坊等展示、销售场所，让人

们可以近距离接触中华民族精湛

的传统技艺，从而达到继承和弘

扬传统文化的目的。

据皇晟造办文化园负责人介

绍，“非遗园”旨在整合北京乃至

全国民俗文化资源，展示全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成

果，激发公众对非遗的关注、热爱

和文化界人士对非遗的传承使命

感。

北京皇晟造办文化园设立“非遗园”

7 月 10 日，50 名来自广东珠海斗门区的渔民在滩涂上表演了当地民俗活动“装泥鱼”。斗门装泥鱼习俗

源自当地传统民间渔业活动，集传统手工编织、捕鱼技术于一身，至今已有 200 多年历史。图为参赛渔民在

活动中捉泥鱼。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