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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至11日（9：00—17：00），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批准，

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文化

部艺术服务中心主办，北京成聚

会 展 有 限 公 司 承 办 的“ 首 届

（2011）中 国 国 际 文 化 艺 术 博 览

会”（以下简称“艺博会”）将在北

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展出近

千件艺术作品，成为年底前值得

重点关注的投资机会。

名家汇聚

艺博会将于农展馆的 1 号、

3 号 、5 号 主 馆 布 展 ，总 面 积 为

8000 余平方米。博览会将汇聚国

内外著名艺术家的近千件作品，

分近现代书画名家作品展、专业

艺术机构展、投资机构藏品展及

相关主题展等。

本届艺博会有别于当下以画

廊为参展群体的展出模式，以艺术

家原创作品为参展主体，由艺术家

本人参展，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将亲

临展会现场。已故名家的作品将

由其基金会或亲属提供。目前已

确定吴作人、萧淑芳、胡絜青、田世

光、白雪石、潘絜兹、冯法祀、黄永

玉、欧阳中石、沈鹏、韩美林、宋涤

等名家的作品将参展。

真品真作

艺博会最大特色是以真品真

作立足艺术品交易市场，努力为

国内艺术品市场环境的净化做出

贡献。组委会秉持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严格遴选具有代表性、

学术性、权威性的艺术家作品，全

力推举名家名作、原创精品、真品

力作、新人新作，以全新的定位和

理念整合不同地域、不同艺术主

张的艺术家作品。

专题一：藏族艺术家眼中的

高原之美

参展作品包括不同语境下的

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展现了中国

近现代美术史传承与发展的基本

脉络。其中，展出面积 400 余平

方米的西藏主题展所展出的近 50

幅风景油画作品，全部为当地新

一代青年艺术家创作，以藏族同

胞的视角诠释原汁原味的西藏风

情，表达西藏当代青年艺术家对

家乡的感情。

专题二：上世纪的俄罗斯珍

品现场稀售

艺博会不仅为国内外艺术家

搭建优质平台，还以此为基础促

进 中 外 艺 术 界 的 交 流 与 合 作 。

以 俄 罗 斯 特 约 作 品 展 为 例 ，展

出作品均为 20 世纪初的俄罗斯

艺术家所作，如雅勃隆斯卡娅、

苏达阔夫、普拉斯托夫、梅尔尼

科夫、特卡乔夫兄弟、索卡洛夫

等。这些作品已属世界级珍贵

展 品 ，是 上 个 世 纪 俄 罗 斯 风 格

的代表，但只有几件作品有望在

现场稀售。

专题三：书法大师珍贵作品

现身

除国画、油画外，艺博会还邀

请到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沈鹏

等名家作品参展。老艺术家们近

年来作品极少，本届博览会每人拿

出两幅书法作品参展，对当代收藏

家和艺术欣赏者来说有极高的艺

术欣赏和艺术投资价值。

专题四：近距离与艺术家交流

为了更加深入地剖析代表性

艺术家的创作理念、风格，艺博会

为每位参展名家设置了展览专

区，方便观众到自己喜爱的艺术

家展区中欣赏、观摩。艺术家与

观众、艺术家与媒体之间的互动，

将有助于观众更加深入地研究艺

术风格，在大众与艺术家之间建

立广泛交流、深化学术研究渠道，

拓展、繁荣艺术市场，充分

发挥艺术的社会性功能。

专题五：国内项级艺术

机构全力支持

在艺博会的策划组织

上，组委会特别邀请中国美

协、中国书协、中国国家画

院、中国油画学会、北京画

院、澳门画院、吴作人国际

美术基金会、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画学院、炎黄艺术馆等

艺术创作机构的实力派艺

术 家 的 代 表 作 品 参展，由

此探寻当 代 中 国 艺 术 的 发 展 方

向 ，在 传 承 与 拓 展 中 勾 勒 中 国

艺 术 风 貌 ，并 积 极 引 入 商 业 资

本 ，使 公 共 收 藏 与 私 人 收 藏 结

合 ，为 艺 术 品 的 进 一 步 流 通 创

建平台。

专题六：观众争相捧场

艺博会凭借国家级艺术展的

号召力，预计将吸引包括国家部

委、各国驻华使领馆、文化界及社

会名流、企业家等嘉宾，招商银

行、渣打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

行等金融机构，以及艺术院校、艺

术机构、艺术类媒体、艺术家等重

量级专业观众现场观摩。组委会

将秉承高质量、精细化的服务水

准，搭建投资良机。

首届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12月9日全国农展馆开幕

玉门西去 吴作人竹子伯劳 田世光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白雪石

连 通 中 国 南 北 的 同（江）三

（亚）公路的北端起点是位于黑龙

江省同江市的三江口广场，一江

之隔便是俄罗斯。从这里往南可

以直达海南三亚，再往南就到了

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三江口广

场旁边有个赫哲族博物馆，可从

中了解中国少数民族赫哲族的渔

猎文化。因为这个博物馆，今年，

三江口和巴厘岛“连通”了。

11 月 23 日，在巴厘岛举行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第六届会议

上，中国申报的“赫哲族伊玛堪说

唱”（以下简称“伊玛堪”）被列入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成为继羌年、木拱桥传统营

造技艺、木活字印刷技术等之后

中国的第 7 个入选项目。

赫哲族目前只有 4600 余人，

是我国人数较少的民族之一。赫

哲族有语言无文字，用赫哲语说

唱的伊玛堪便成为记录赫哲族历

史、风俗的活化石。“乌苏里江来

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

哲人撒开千张网，歌儿满江鱼满

仓。”歌唱家郭颂演绎的《乌苏里

船歌》，便是采风自伊玛堪。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语言环

境的消失，现在会说赫哲语的只有

二十来人，且大多只能传唱两三个

片段的伊玛堪，传承已岌岌可危。

“入选名录，一方面说明伊玛堪的

艺术价值很高、具有全球性，另一

方面让我们对完成履约要求战战

兢兢。我们要保护好、传承好、运

用好这一文化瑰宝，向世界交出

优秀答卷。”黑龙江省文化厅厅长

宋宏伟说。

这，已成为黑龙江省非遗界

的思考与追求。

赫哲人和伊玛堪说唱

12 月初的同江，下午 3 点多天

就黑了。三杯酒下肚，吴宝臣唱

起 了 传 承 自 爷 爷 吴 连 贵 的 伊 玛

堪。悠扬浑厚的声音响起，席间

顿时寂静。“赫哲族世居东北，大

雪封山的时候，伊玛堪就是赫哲

人最好的娱乐活动。”吴宝臣说，

“这也是我们赫哲族的历史。”

赫哲族世居黑龙江、松花江、

乌苏里江流域，现在聚居在黑龙

江省佳木斯市郊区敖其镇敖其赫

哲族村、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

和八岔赫哲族乡，以及双鸭山市

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俄罗斯境

内有 3 万余赫哲人，当地称为“那

乃族”。赫哲人此前以捕鱼狩猎

为 生，现 大 多 从 事 种 植 业、手 工

业 。 赫 哲 族 和 满 族 共 有 一 个 祖

先，后逐渐分化。清朝中期有了

“赫哲”的称谓，1934 年出版的《松

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则从学

术上确立了这个名称。

“鱼皮制衣酒敬神，狗拉雪橇

赫哲人。”吴宝臣说的这句俗语生

动地描绘出赫哲族渔猎文化的特

点：赫哲人用鱼皮来制作衣服，由

此产生了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

录的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赫哲

人喝酒前习惯用手指蘸酒后往外

弹，意 为 敬 神，且 开 场 需 先 喝 三

杯；冬天，赫哲人会乘坐由狗拉的

雪橇出行，由此和“使鹿鄂温克”

并称“使犬赫哲人”……这一切有

关赫哲人的渔猎生活、风俗人情、

爱情故事，都被伊玛堪忠实而传

神地记录着。

伊玛堪以赫哲语叙事，散韵

兼行，在一人无伴奏情况下即兴

表演，说唱交替进行，描述部落战

争、反击妖魔的传说以及风土人

情，以“莫日根”（英雄）为主题的

故事居多。伊玛堪的演述人被尊

称为“伊玛卡乞发”，往往家族内

世 代 相 传 。 伊 玛 堪 分“ 大 唱”和

“小唱”。前者以说为主，侧重表

现“莫日根”的长篇故事；后者以

唱为主，侧重表现抒情性的短篇

故事。现已采录的伊玛堪有 50 多

部，代表性作品有《满斗莫日根》、

《英土格格奔月》、《亚热勾》等。

“伊玛堪古朴平实，讲究合辙

押韵，唱腔带有原始粗犷的山野

气息，并可以随内容变化。以前

优秀的伊玛卡乞发可以连续说唱

半个月，现在的伊玛卡乞发能唱

的 则 往 往 是 片 段 ，数 量 还 比 较

少。”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主任景堤介绍。

可以说，伊玛堪就是赫哲族

的英雄史诗。“一个拥有英雄史诗

的民族分外令人景仰……藏族的

《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

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赫哲族的

《伊玛堪》。英雄史诗浓缩着一个

民族的历史精神与文化精华，是

一个民族有声有色的灵魂。”著名

民间文艺家冯骥才曾如此赞美。

在将伊玛堪列入《急需保护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会议

决议上如此写道：“伊玛堪说唱有

助于赫哲人的认同和凝聚，构成

其历史和价值观的载体，并为之

提供了连续感，在季节性劳作和

节庆活动中发挥着集体记忆、教

育和娱乐的功能。”

保护形势严峻

伊玛堪被列入《急需保护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根源还在

于“急需保护”上。

统计显示，上个世纪 80 年代，

我国有 20 多位杰出的伊玛卡乞

发；到了 20 世纪末，还有吴连贵等

5 位大师级人物；现在，能用赫哲

语进行交流的只有二十来人。同

为“赫哲族伊玛堪”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的吴明新和吴宝臣的区别

很能体现这一艺术的窘况：75 岁

高 龄 的 吴 明 新 能 自 如 地 现 场 发

挥，但 52 岁的吴宝臣只掌握了 8

段伊玛堪。吴明新和吴宝臣是亲

叔侄，伊玛堪都传承自吴明新之

父吴连贵。

“现在，伊玛堪家族传承的机

制已经难以维系，社会传承的机

制尚未建立完善。”分管非遗工作

的佳木斯市文广新局纪委书记胡

大伟看着敖其赫哲族村新村说。

新村是佳木斯郊区采用政府补贴

形式打造的旅游村，希望通过文

化旅游开发，改善当地赫哲人的

生活，活态传承赫哲族的渔猎文

化。“我们村大部分年轻人外出打

工了，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

儿 童 。 现 在 除 了 少 数 做 专 业 渔

民，大部分人从事种植业、手工艺

业。”敖 其 村 村 委 会 主 任 葛 宝 华

说，“但赫哲人不会回到过去的渔

猎 生 活 的，那 只 是 我 们 的 历 史。

传承，不是重复。”

据葛宝华介绍，随着现代化

的发展，赫哲族人的生活、生产方

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原本夏天

打鱼、冬天狩猎的环境已经不存

在 了 。 特 别 是 整 个 民 族 人 数 稀

少，已经难以培育语言环境。“不

过，我现在也能唱上几段伊玛堪

了。”葛 宝 华 正 在 积 极 学 习 赫 哲

语，他担任了吴明新在敖其村开

办的伊玛堪传习班的班长，每周

六学习一次。他 12 岁的儿子跟着

学，成为班里最小的学生，而班里

年纪最大的学员是 67 岁。

“刚开始没有人学赫哲语，因

为大学不招赫哲语，工作也没什

么用，甚至没人讲。我们挨家挨

户去做工作，让他们来学习祖先

的文化、语言。我们还不得不掏

钱给他们买笔买本，让他们来上

课。”吴 明 新 说 起 语 言 传 习 的 艰

难，颇是伤感。刚开始时，他甚至

自掏腰包租房子传习；后来，资金

紧张的佳木斯市文广新局把会议

室腾出来给吴明新传习。吴明新

在佳木斯市文广新局和敖其村的

两个传习班，共有 50 多个学生。

“现在他们大多能说 100 多句赫哲

语，唱两三段伊玛堪。”吴明新说。

居住于佳木斯市区的吴明新

经常和其他地区的赫哲族老人沟

通，记录伊玛堪，也记录赫哲语。

“他们年纪也都大了，如果我们这批

人走了，那赫哲语也没人教了。现

在的学习者，进行简单的日常沟通

可以，稍微深入一点的交流就不行

了。”吴 宝 臣 很 认 可 叔 叔 的 这 些

话：“当年爷爷（指吴连贵）可以连

续唱几天几夜，比如 1979 年参加

完全国少数民族歌手大会回到家

里就即兴唱伊玛堪。我们现在都

只会片段，新创的也往往不符合

赫哲语倒装的逻辑特点。”

景堤完整参与了伊玛堪申报

急需保护非遗名录的工作，对伊

玛堪研究颇深、感情也颇深。她

对伊玛堪可能出现的改变传统倾

向，忧心忡忡。“正在兴起的以商

业为目的打造的伊玛堪说唱，存

在不适当改变民间传统的倾向。”

“由于目前伊玛堪尚未找到

合适的生产性保护方式，保护措

施只能是记录式、研究式等，民间

保护热情不高，政府也会遭遇缺

乏专业场所、经费的困难。”宋宏

伟是个很低调务实的领导，他更

愿意谈问题而不是成绩。宋宏伟

对 伊 玛 堪 颇 为 关 注 。 当 副 厅 长

时，他分管非遗工作；伊玛堪申报

名录时，他挂帅申报工作，并亲力

亲为。

保护传承艰难

对伊玛堪的保护，从很久以

前就开始了。1979 年，黑龙江成

立了伊玛堪抢救小组。此后，吴

连贵、尤树林、葛德胜、尤金贵、吴

进才 5 位大师联合收录了伊玛堪

完整的说唱艺术形态，留下数百

万字关于赫哲族渔猎文化的文字

资料。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我国非

遗工作的巨大进步，对伊玛堪的

保 护 、传 承 也 进 入 了 快 车 道 。

2005 年，“赫哲族传统渔猎文化”

被列为全国 25 项重点保护的民族

民间文化遗产之一。2006 年，“赫

哲族伊玛堪”被列入首批国家级

非遗名录，吴明新、吴宝臣成为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2009 年，文

化部同意“赫哲族伊玛堪”申报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急需保护

非遗名录。2010 年 3 月，“赫哲族

伊玛堪说唱”正式申报列入该名

录。经过 4 轮的修改磋商，今年 10

月，“赫哲族伊玛堪说唱”最终推

荐草案向全球公示；11 月，该项目

进入急需保护非遗名录。“名称原

来是赫哲族伊玛堪，大会通过时

改成赫哲族伊玛堪说唱，将艺术

特点很明确地表达出来了。”景堤

郑重地解释。

在申报急需保护非遗名录的

准备过程中，朝戈金、张庆善、祁

庆富等业界知名专家给予了无私

的帮助，无参照范本、时间紧迫等

困难被景堤等人一一突破。景堤

迄今念念不忘提交文本最后几天

的一个场景：北京一个普通宾馆

不大的房间里，宋宏伟背靠着写

字台，黑龙江省文化厅非遗处处

长张国田趴在床上，腿骨折的景

堤把腿搭在床上，其他工作人员

散坐在床边，由宋宏伟口述、张国

田 执 笔、众 人 讨 论，拟 定 最 后 文

本。“能申报成功，每个人都不可

或缺。”

列入名录后，宋宏伟、景堤都

没有松懈。“6 年的履约期需要我

们努力的地方很多，我们非遗中

心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省文

化厅将我们中心确定为伊玛堪说

唱的保护单位，下拨的资金就要

专款专用，更要用到实处。”景堤

听说佳木斯市郊区非遗保护中心

主任马金凤拉着葛宝华准备成立

伊玛堪艺术团以增强敖其村旅游

吸引力，正准备考察后下拨合适

的扶持资金。

“我们有压力。”宋宏伟直言

不讳，“但是有文化部和省委、省

政府的支持，有方方面面的努力，

我们相信可以担负起保护、传承

伊玛堪的责任。我们也希望地方

政府能和我们一同承担起这一责

任。”宋宏伟已经打好了今后 6 年

里 抢 救、保 护、传 承 伊 玛 堪 的 腹

稿 。 这 些 措 施 包 括 完 善 保 护 规

划，成立专家委员会，完善立体式

保护模式，建设伊玛堪说唱传习

所，建立生态保护区等。

地方政府已经展开了行动。

同江市 2001 年开始在三江口

广场修建了赫哲族博物馆，在同

江市街津口赫哲族渔村修建了赫

哲族民俗村，并通过在街津口、八

岔两个民族乡建立伊玛堪、鱼皮

制 作 技 艺 、赫 哲 族 婚 俗 等 传 习

所。上海世博会上，同江市民族

歌舞团上演了伊玛堪片段《希尔

达鲁莫日根》、赫哲族舞蹈《月亮

里的姑娘》，赢得一片赞许。该市

的街津口中心校坚持多年在假期

开办赫哲族伊玛堪讲唱班、语言

版、舞蹈班等，今年暑假更是吸引

了 78 名孩子学习。“有些家长听着

听着，也进了教室。”担任暑期班

伊玛堪老师的吴宝臣说。

记者从同江市非遗保护中心

的一份文件上看到，在未来几年，

同江将通过多种方式保护传承赫

哲族文化。一是建立完整的伊玛

堪传承人数据库，二是依托即将

建设的赫哲族非遗研究挖掘保护

中心设立赫哲族非遗资料库，三

是恢复赫哲族生产生活环境，四

是选拔科班和民间专业人士等对

之进行研究。“我们局还要组织所

有传承人体检，已经落实了。因

为保护、传承非遗，还是要落实到

人上。”同江市文广新局局长王建

新介绍。

更 多 的 赫 哲 人 已 经 加 入 保

护、传承的行列。吴明新依旧奔

波在哈尔滨、佳木斯等地教授赫

哲语、伊玛堪，学生越来越多；吴

宝臣组织了一个伊玛堪艺术团在

街津口赫哲族民俗村外的饭馆驻

唱，有一定经济收益；28 岁的敖其

村 民 伊 春 林 已 经 会 唱 三 段 伊 玛

堪，还准备继续学习；25 岁的美术

系毕业生解永亮是赫哲族鱼皮画

制作技艺的省级传承人，年收入

过 10 万元……此外，黑龙江省非

遗保护中心的 6 位年轻人，也继续

为伊玛堪的抢救、保护、传承而努

力；佳木斯市郊区文广新局局长

纪万和还是会经常跑到敖其村，

督导村民们的学习进度；胡大伟

还在为佳木斯赫哲族文化生态保

护区的落实、完善而奔忙……

“赫哲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奔

涌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一朵美丽的

浪花，我们应该以这样的历史使

命感、责任感去做好这份工作。”

宋宏伟说。

会说赫哲语的只有二十来人 大多只能传唱两三个片段

伊玛堪说唱：濒临失传的英雄史诗
本报记者 简 彪 驻黑龙江记者 张建友

阿郎哪格给嘎——
呵妮哪！

我骑着阔力（神鹰），
飞过千层云、万重山；
我骑着胡萨（天鹅），

飞过千条河、万条江；
我要去寻找——
木竹林莫日根的踪影。
我要把他的故事，
给大家歌唱！

《木竹林莫日根》（节选、意译）

吴明新在演述伊玛堪

赫哲人喜饮酒、食鱼
本文图片由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