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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之上，天宇之间，如马儿在辽阔
的草原上自由奔跑，似人们在旷野之中
欢聚。在包玉明所演奏的蒙古勒津马头
琴音乐之中，人们可以感受到难以言表
的多种情感。近些年，包玉明先后创作
了马头琴曲《蒙乡儿女的祝福》《蒙古贞
赞》等作品，广为流传。包玉明带着他的
马头琴登上了央视春晚，参加了北京奥
运会开幕式演出。2020年6月，他参与
了第十一届世界音乐节，在维也纳金色
大厅独奏《可爱的蒙古贞》，让蒙古勒津
马头琴站在世界舞台上。“这是为家乡马
头琴音乐而创作的作品，通过音乐能让
人们感受到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热情、率
真。”包玉明说。

“创新才能更好地保护好我们的非
遗。”在包玉明看来，蒙古勒津马头琴音
乐的传承更需要不断创新。如今，包玉
明正努力将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与阜新
蒙古剧相结合，投入舞台艺术作品《惠音
巴雅尔》的创作中。惠音巴雅尔也叫睦
邻节，有“在一起欢聚”的含义，是阜新县
佛寺镇查干哈达村延续了200多年的传
统民俗节日。“该剧聚焦阜新蒙古贞厚重
的蒙古族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遗存，讲
好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包玉明介绍说，
一方面继承了传统阜新蒙古剧在人物、
语言、表演、音乐上的独有特点，将蒙古
勒津马头琴音乐融入其中。另一方面积
极创新，引入现代舞台语言展开叙事，呈
现以民俗风情歌舞剧为特点的阜新蒙古
剧的全新样貌。

“文化传承需要一代代人的坚持，让
非遗走进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充分展
现非遗之美是十分必要的。”钟春说。近
几年，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曾参加中国
（山东济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第
三届长城脚下话非遗”非遗项目展示、辽
宁省非遗年货节、锦州首届文旅融合高

质量发展大会等活动，并积极推进蒙古
勒津马头琴音乐与学校教育的结合。

在当地非遗工作办公室的墙上挂着
全国地图，上面用小旗标注着阜新县非
遗项目所在地。在钟春看来，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精神
的结晶，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
要不断创新式传承，这样才能真正让非
遗之美流传下来。

在阜新县富荣镇蒙古族学校，蒙古
勒津马头琴音乐课成为许多学生喜爱的
课程。为了让非遗项目更好地走近学
生，该校设置了专门的蒙古勒津马头琴
音乐教室，配置了25把马头琴，每周孩
子们都可以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学习。
该项目县级传承人包智刚和该校的音乐
老师其力格尔、吴秀艳一起教授孩子们
马头琴技艺。12岁的韩哲宇主动报名参

加了去年11月份开设的蒙古勒津马头琴
音乐课。“刚开始学拉琴怎么拉都拉不出
声来，后来和老师一点点学习才能出声，
再后来慢慢能演奏一些简单的曲子，学
习的过程虽然不容易，但能了解家乡的
历史、学到蒙古族音乐自己特别开心！”
韩哲宇说。

经过近一年的教学，学生们已经掌
握了一些技法并能演奏如《嘎达梅林》这
样的经典作品。校长敖志敏认为，非遗
的传承需要从孩子们抓起，看到孩子们
演奏时专注的表情，会为他们感到自
豪。12 岁的田雨诺非常享受自己拉马
头琴的过程。她开心地说：“当我第一次
给爸爸妈妈演奏的时候，他们都很震惊，
说让我好好地学下去。我感觉自己就是
一个音乐家，在给很多观众演奏我家乡
的音乐。”

既传承又创新 家乡的音乐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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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承过程中，马头琴的外观及结构发
生了很大变化。马头琴由共鸣箱、琴杆、弦
轴、琴码、琴弦和琴弓等部分组成。一把好的
马头琴是这几部分的完美结合，由其发出的
天籁之音极具穿透力。当然，它不仅是一件
乐器，更是一件来自草原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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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头琴文化是蒙古族和草原文化的
象征，其声音透着草原的神秘与历史的
深邃，是牧民心中最美的声音。有草原
的地方便有马头琴，马头琴音乐便与阜
新蒙古族自治县这片土地紧密相连。

位于辽宁省西北部的阜新蒙古族自
治县北靠内蒙古库伦旗、奈曼旗。这里
四季分明，山峦叠翠，自然资源丰富。走
在县城里，道路两旁同时标注着汉字和
蒙古族文字的招牌随处可见，建筑风格
也融入蒙古族传统纹饰。

据《阜新县志》记载，从上古至隋唐，
多个北方游牧民族在这里交替迭起，使
这里成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大舞
台。辽代，这里设置州县行政机构，农业
和手工业得到空前发展。元代，这里成
为关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商贸往来的转
运站和集散地。明代时，辽东边墙辽河
套段沿阜新县境南部通过，因边墙所隔，
县境内大部地区成为蒙古族部落活动地
区。明万历朝以后，这里战乱频繁，土地

荒芜，人口外迁。明末，蒙古族诸部落迁
居于此，其中就有从河套地区东迁驻牧
的蒙古勒津部3万余人，因此，此地得名
蒙古勒津，今为阜新县。清初，县境内大
致形成了土默特、兀良哈等部落比较固
定的牧区。1637 年，清崇德二年，在今
县境内设置土默特左翼旗，隶属卓索图
盟。清末，受“移民实边”政策影响，这里
开始放垦草原，种植农作物，人们筑屋而
居，过上了半农半牧的生活，最终形成村
落。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已融
为一体。

历史上，蒙古族部落逐水草以游牧，能
歌善舞。他们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音乐
中，歌唱山河，歌颂英雄，歌唱对乡土的热
恋……因为居住在多民族文化融合地带，
他们在古老牧歌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汉族
乐曲营养，极大地丰富了蒙古族音乐。

“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就是其中一
种。”阜新县文化旅游服务中心非遗保护
部主任钟春介绍说，“作为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有着鲜
明的地域特色：它曲式短小、节奏规整、
音调简洁、音域适中，与蒙古族的语言音
调密切相关，叙事性音乐风格明显，多采
用史诗说唱音乐、胡尔沁说书音乐、民歌
演唱音乐和其他民间器乐曲等形式。它
在传承史诗说唱、短调民歌、民间器乐曲
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沈阳音乐学院马头琴专业教师包文
博认为，作为蒙古族和草原文化的象征，
马头琴音乐因地域的不同而独具当地风
格。“蒙古族音乐风格相对一致，但不同
的环境、文化风貌赋予了音乐不同的色
彩。从地理视角看，优良的牧场促使长
调牧歌在广袤的草原上发展，而山地丘
陵则让短调别有豪迈之风。可以说，山
川地理已经成为音乐的一部分。”他进一
步解释，“目前，我国境内蒙古族主要分
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在辽宁、吉林、新疆、
青海等地也聚居着部分蒙古族人。因辽
西多丘陵山地，所以短调为主要特色。”

或说唱或叙事 奏响民族交融的乐章

如今，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主要分
布在阜新县的佛寺、王府、沙拉、红帽子、
大巴、大板、泡子、哈达户稍、富荣镇等乡
镇的蒙古族村屯以及周边城市，还进一
步辐射到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甘肃、新
疆等省区。当马头琴的琴声响起，岁月
沧桑、生命壮美、万马奔腾……这些流淌
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感动会随着音乐不断
延展。

“这把琴和我一起去过很多国家演
出，不仅让许多人听到了蒙古族的音乐，
更让许多人通过它认识了我的家乡！”国
家级非遗项目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传承
人包玉明高兴地说。在他的音乐工作
室，醒目的位置摆放着5把马头琴，其中
一把马头琴的背面写着“此琴为本人第
一 把 马 头 琴 ，购 于 1981
年，原为蟒皮面，后改为木
面。”

“作为蒙古族人，我从
小就接触蒙古族音乐。那
时候，父亲经常拉着四胡
唱‘好来宝’。”包玉明回忆
说。他清晰地记得，在他

8岁那年，父亲花42元买了一把小提琴
送给他，这几乎是父亲一个月的工资。

包玉明与音乐的故事就此展开。
从17岁开始学习马头琴，如今61岁

的包玉明依旧习惯随身带着一把马头
琴。在包玉明看来，蒙古勒津马头琴音
乐是蒙古勒津人从游牧生活到农耕生活
过程中所创造的乐曲，悠扬、深沉、宽广、
抒情，地域特色明显，具有很高的包容
性，蕴含了蒙古勒津人独特的审美文化、
人文思想和民族精神。琴弦的震动发出

“马的嘶鸣”和“扬蹄中的长啸”，如万马
奔腾。在包玉明的演奏中，草原在琴中
端坐，让听众感受到马头琴作为“马背音
乐之王”的地位。

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作为蒙古勒津

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历史发展中
创造、积累了大量不同风格的优秀作
品。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不同的时代风
貌，也反映了蒙古勒津人不同的生活环
境和生活场景。据统计，在曲目上，蒙古
勒津马头琴音乐有《阿斯儒》《海秀花》

《春梅》《来小》《莫德莱玛》《明月》《霍英
花》《柳青》《诺恩吉雅》等70多个传统和
现代曲目。其中，有些曲名是重复的，如

《阿斯儒》这一乐曲就有11个，《阿勒坦
巴哈》有4个。“阿斯儒”类型的传统马头
琴音乐节奏明快，旋律旋法以三度级进
为主，亦有跳进，气氛欢快活泼，大多是
宫调式，也有羽调式，音乐具有宫廷雅乐
的审美特征。在古曲“八普”“金钱落地”

“霍英花”等曲目中有鲜明的快慢对比，
时而起伏跌宕，时而平静如水，似这片土
地上山川起伏。此外，《柳青》《春来》等
则吸收借鉴了其他民族的乐曲，按自己
民族传统特点加工、衍化。

阜新县的历史和独特的地貌形成了
独特的文化，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则是
这一文化特征的表现之一。“蒙古勒津马
头琴音乐所刻画的音乐形象在情感表达
上更为细腻逼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受
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它的音乐特点是
时而起伏跌宕，时而平静如水。这片土
地上的平原、丘陵、山川、河流等自然风
貌都蕴含其中，人们的生活也自然融入
音符之中，这恰恰是它最为珍贵的地
方。”包玉明说。

亦宏阔亦抒情 让草原在琴音中端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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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谭 硕 （受访者供图）

阜新县富荣镇蒙古族学校增加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课，孩子们在该项目县
级传承人包智刚的指导下，体会我国民族音乐之美。图为孩子们上课情形。

本报记者 谭 硕 摄

制图 隋文锋

国家级非遗项目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传承人包
玉明视非遗传承为己任，经常外出表演。在他看来，
只有充分展现文化之美，非遗项目才能护得好、活起
来、传下去。（受访者供图）

共鸣箱 呈正梯形，分为框板、背板、面板、
低音梁、音柱等结构。现在多用木质面板制
作，强度远超皮面，音量也有很大提升。

音柱 琴弓弓毛与琴弦摩擦产生的声音
通过琴码传递给面板，再通过音柱传导到背
板，带动琴箱振动产生共鸣。

低音梁 起传递振动及降低振动频率作
用。振动从琴弦传到琴码，然后通过低音梁将
振动延伸到面板的各部分及整个共鸣箱。

琴头 即马头，与指板、琴轴等组成琴
杆。制琴师通过不同姿态的马头形象体现个
性，琴头的尺寸没有严格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