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
不
尽
唱
不
完

草
原
的
故
事
深
远
悠
长

本
报
记
者

吴

丹

文
并
摄

“来客人了！”记者采访之时，哈桃村
驻村“第一书记”鞠大伟带着慕名而来的
北京游客走进了杨家小院。乌力格尔如
今已成为哈桃村农文旅融合项目“河湾
小寨”的重要一环，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
们。杨铁龙郑重地穿上蒙古族长袍、蹬
上皮靴，拿起心爱的胡尔，带着客人走向
屋后的八道弯河。

正是夏天阳光最灿烂的午时，寸把
深的青草绵延到河滩，河水宛若其名，扭
出八道弯来。一人，一琴，和着婉转低回的
旋律，带着略显嘶哑的嗓音，缓缓启腔——

“（译文）有缘相识的诸位朋友，操起四胡
说段隋唐嗬。祝福大家身体康泰嗬……”

每周五下午，杨铁龙都会到沙拉蒙
古族小学教授孩子们。拿着标注了指法
和唱词的手写曲谱，走进乌力格尔教室，
看到穿着传统蒙古族服装、端端正正抚
琴坐好的学生们，杨铁龙很是高兴。“（译
文）巍巍耸立两座山岗，银色沙丘原野茫
茫，母亲哺育我的大草原，回想怀念而寂

寞惆怅。”他清清嗓子，大声地念起《两座
山》的唱词，示范拉奏一曲后，孩子们的歌
声响了起来，教室里仿佛吹拂着草原的风。

这样的教学在该校已持续了11年，
陆续培养了三四百人。记者问 14 岁的
蒙古族少年吴宇桐为什么学乌力格尔，
他的回答干脆简洁：“回去唱给我爷爷
听！”非遗是印刻在血脉中的文化基因，
从娃娃抓起，必将推动薪火的传递交接。

“领会故事主题，这块要唱出甜蜜
来，但不是黏糊糊的劲儿。”在阜新县文
化体育旅游服务中心蒙古贞乌兰牧骑的
排练厅，记者看到，韩梅指导着年轻徒弟
们学唱阜新东蒙短调民歌。其中既有团
里的专业歌唱演员，也有社会上的民歌
爱好者、网红主播等。“只要有人愿意学，
我就免费教。”韩梅表示，她教授的培训
班已经办了10期。

值得一提的是，阜新东蒙短调民歌
对发展蒙古族文艺起到了巨大作用。在
其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地方戏曲剧种——

阜新蒙古剧，为我省独有，被认定为我国
第九个少数民族剧种，填补了蒙古族没
有戏曲的空白，成为文艺百花园中绚丽
的一枝。今年5月，根据蒙古族民歌《兴
格尔扎布》改编的阜新蒙古剧《乌银其其
格》之《喜堂从军》，成功入选文化和旅游
部《优秀传统戏曲折子戏复排计划名
录》，对于传承短调民歌、培育骨干人才
而言，也是莫大激励。

“会听而不会说和写”或“会唱几句
但不懂具体意思”，这样的语言难关是以
蒙古语为基础的两大非遗项目传承发展
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无论是项目保护单
位，还是韩梅、杨铁龙等非遗项目传承
人，都以“传灯者”的强烈使命感接力续
航，守护着民族文化的星火不灭。面向
社会开办乌力格尔、阜新东蒙短调民歌
培训班，推动乌力格尔著作《东汉演义》
蒙古文版的出版，筹备乌力格尔《唐书五
传》之《契僻传》的录制……桩桩件件，紧
锣密鼓。

阜新蒙古剧 “蒙古族戏曲”唱出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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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力格尔表演用器具及服饰

胡尔 亦称“四胡”。琴筒木质，蒙
以各种兽皮，共四根弦。弓毛分两股，分
别夹于一、二弦和三、四弦之间，一、三弦
为外弦，二、四弦为内弦。两组弦之间音
高为纯五度。乌力格尔艺人根据自己的
嗓音定弦，常用音域为两个八度。

炕桌 乌力格尔艺人坐在炕上说唱
时，前面放一个炕桌，上面放糕点、果品、
茶水等。

椅子 乌力格尔艺人使用，当胡尔
沁在房间中央表演时，需要坐在椅子上
演唱。

着装 乌力格尔艺人着蒙古族服饰
演出。

阜新东蒙短调民歌
表演用具及服饰

伴奏乐器 四胡、马头琴、扬琴、管、
竹笛、笙、九音锣。

蒙古族服饰 不分男女均穿长袍，共
5道扣袢，均系腰带。

男子穿有开衩的宽下摆长袍，下摆
与靴腰齐。长袍的领子、大襟、袖口均以
库锦或绸缎为沿边儿，制成马蹄袖等。
一般喜欢以蓝色、乳白色、棕色布帛为面
料。蒙古勒津人视乳白色为圣洁的颜
色，蓝色为大，天、地、山、河均为蓝色，所
以在隆重场合多穿蓝色或乳白色长袍，
寓意纯洁和美好。

女式长袍瘦而较长，喜欢以红色、粉
红色、淡蓝色、绿色布帛为面料，配雍容
华贵的头饰和镶有珊瑚、绿松石的金银
戒指、银手镯。

本报记者 吴 丹

二
〇
二
四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星
期
五

一曲阜新东蒙短调民歌就是一段曲
折的故事，一部乌力格尔长书就是一个
跌宕的传奇，孕育、发展于蒙古勒津这片
土地上的两个古老非遗项目，最大的共
性就是均具有故事内核。以吟唱的形式
讲故事，靠口耳相传，用蒙古语表演，有

“炕头艺术”和“百科全书”之称……诸多
共同之处，让这两个非遗项目表演艺人
经常结伴同行，去草原串门过户。你番
唱罢我登场，好曲好书撑起连台好戏。

乌力格尔（阜新地区称“胡尔沁说
书”）的汉语意思是“说书”。其是在胡尔

（一种乐器）伴奏下说唱故事，以口头文
学和书面文学为内容，以吟诵、说唱、拉
琴、表演为表现手段，包括民歌、好来宝、
民间故事等在内的蒙古族曲艺形式。追
溯历史，乌力格尔的起源时间要早于短
调民歌，在成吉思汗年代就产生了，当时
主要用胡尔或朝尔（一种乐器）说唱《江
格尔》《成吉思汗传》等英雄史诗。

乌力格尔主要流行在今阜新蒙古族
自治县 300 多个蒙古族村屯。6 月 26
日，在沙拉镇哈桃村，记者见到了国家级
非遗项目乌力格尔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杨铁龙。家中大炕上，铺开一摞摞用蒙
古语手写的书稿，每一个字都颀长隽秀，
4000多页的巨著鲜见涂抹，足见作者修
订誊写之用心。“这是我从 2015 年开始
创作改编的乌力格尔书目《蒙古秘史》，
共 54 回，已完成 28 回。”61 岁的杨铁龙
说。作为集表演、创作能力于一身的乌
力格尔传承人，数十年来他一直笔耕不
辍。家中角落，隔出了一间小而简陋的
录音工作室。他经常猫在这里搞创作、
录视频、整理田
野调查资料。“那
年发大水，这些
关于乌力格尔民
间艺人小传的稿
件都被浸泡了，
很可惜，目前还
在进行抢救性整
理，有待出版。”
杨铁龙小心翼翼
地一页页剥离粘
连 在 一 起 的 资
料，不住地叹息。

说起乌力格
尔的基本特征、

表演程式等，杨铁龙滔滔不绝，“这里面
有 20 多个套路 70 多个词牌，20 多个曲
牌数百个曲调。发展至今，有历史小说
类和当代事件类书目120多个。既考验
说书人的琴技、唱功，也考验记忆力、随
机应变能力。”杨铁龙出生于说书世家，9
岁学艺，19 岁正式表演。这 10 年间，他
学琴技、记故事、背词牌，“学一首歌刚开
始生疏，唱十遍百遍不行，那就千遍万遍
地练。其中，自拉自唱最难，人声和琴声
必须协调一致，心手口合一才是完美的
表演。”杨铁龙表示，直到现在他也坚持
每天拉琴演唱一两个小时，以精进技艺。

乌力格尔是一门综合艺术，不是平
铺直叙的简单说讲，而是以吟诵式的
语调讲述故事，以民歌化的辞章
作为词牌，以各类民间音乐
作为曲牌，语言乡土气
息浓厚，说起来朗朗
上口。曲调灵活多
变，其中特点比较
明 确 的 有 争 战
调、择偶调、讽
刺调、山河调、
赶路调、上朝
调等。唱词
多用俗语、
谚 语 ，民
歌 化 ，
曲 谱
通 俗
化 ，

易于理解。胡尔沁（说书艺人）是坐在炕
上或椅子上进行表演，用胡尔拉、击、弹奏
各种曲牌来表现人物的感情，渲染气氛。
通过说书人的面部表情、手势变化及嗓音
高低来烘托氛围、展开情节。说书人一人
扮演多个角色，一人充当千军万马，低音
四胡既是伴奏乐器，又是刀枪棍棒。其
表演有规定的程序，前奏曲演奏完毕后，
才开始说书。先“启腔”，再“点纲数目”，
然后依书目内容或“上朝”“点将”或“出
征”等，最后高唱“得胜歌”。

作为“炕头艺术”的代表，说书艺人
常年到蒙古族聚集的村屯演出。说一部
大书，在村里住上个把月是常事。在没

有手机、电视的年代，大
伙团团围坐，听民

间艺人口若悬
河 、拉 弦 弹
唱，就是最
有滋有味
的 娱 乐
生活。

乌力格尔 自拉自唱的“故事大王”

“过去哪有那么多舞台？就是劳动
之余，大家坐在炕头喝茶唠嗑，把听到看
到的故事唱出来就形成了一个歌，再口
口相传下来。所以流传下来的短调民歌
基本没有作者，这是蒙古族劳动人民集
体智慧的结晶。”阜新东蒙短调民歌国家
级代表性传承人韩梅用通俗生动的语言
为记者讲解这项非遗的产生背景。

阜新东蒙短调民歌，产生并流行于
阜新地区，已有近400年的历史。据《阜
新蒙古族自治县县志》记载，1637 年第
一任土默特右翼旗旗主善巴率众定居于
此，生活比较安定，同周邻各兄弟民族之
间密切联系和交往，文化也得到长足发
展，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彼此融汇，民间
文化与宗教文化等互相交流，奠定了阜
新大地产生短调民歌的基础。民间艺术

表现的内容也由过去对草原蒙古包的赞颂
变为对草房、檩子、土墙的描述。

经过一代代艺人的继承、发展，阜新
东蒙短调民歌的艺术性更强，题材更丰
富，所反映的社会面更广阔。既保留了蒙
古族风俗文化中高阔、辽远、粗犷、豪放的
特性，又具有质朴欢快、节奏鲜明的色彩，
同时又有肃穆、庄重之韵。短调民歌如同
百科全书，记录了本部落的发展史。根据
主题可分为酒歌、婚礼歌、祭祀歌、赞颂
歌、情歌、讽刺歌、训谕歌、念经歌、儿歌等
九种。歌词多重叠复沓，运用比兴、对仗、
夸张等手法，词浅意深，回味无穷。

与长调民歌比，其音乐表现手法更简
练集中，曲调平和流畅，节奏平稳均匀，节
拍鲜明整齐，旋律真挚感人。内容上主要
分为叙事歌和抒情歌。表演上有独唱、对

唱、角色对唱、合唱等，具有浓郁的蒙古特
色。“最大的特点就是字头押韵，所以唱起
来有一种特殊的音韵回环之美，而且易学
易记易流传。”韩梅以《龙梅》为例轻轻哼
唱起来，流畅动听的旋律加之细腻传神的
表情，展现了东蒙短调民歌的艺术感染
力，更激发起听者探知歌曲背后故事的浓
厚兴趣。

丰富的故事性永远是阜新东蒙短调
民歌的核心追求。每一首歌都有曲折的
情节，曲调也随着情节的推进和不同人
物的出现而发生变化，扣人心弦。歌词
少则8段，多则七八十段，甚至两天都唱
不完。爱情故事是其中最多、最精彩的
内容，有赞美姑娘的，有倾诉相思之情
的，有表达对爱情忠贞的，既是动人的情
歌，也是优美的长诗。正因为描写人的
故事多，以人名命名的短调民歌也比比
皆是，如《云良》《达雅波尔》等。民间大
批职业和半职业说唱艺人，身背四胡走
村串户地唱，既把短调民歌传扬到各个
角落，也随时收集故事素材，把当地真人
真事编成新的短调民歌，使这一艺术形
式不断汲取大地的鲜活养分。

艺术世家出身的韩梅，对自己儿时
随母亲演出的情形记忆犹新。她脑瓜
灵活，学东西快，父亲写的短调儿歌、母
亲表演的短调曲目，她听过几遍就牢牢
记下。“有的民歌，我五六岁的时候只是
学会了唱，并不知晓其创作背景、主题思
想。到了十五六岁，我跟着当地艺人系
统地学习，了解歌曲深层次内涵，也对短
调民歌有了更准确地把握。”韩梅说，在不
断地学习、钻研、表演中，她越发感受到蒙
古族历史文化的博大深厚，也越发为自己
做着这件非遗传承之事而骄傲自豪。

阜新东蒙短调民歌 流畅动听的“百科全书”

制图 隋文锋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乌力格尔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杨铁龙拉起胡尔，
浑厚深沉的嗓音随着琴声
飘扬在绿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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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乌力格尔、蒙古族
民歌（阜新东蒙短
调民歌）

概况
乌 力 格 尔 于 2006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
遗项目名录；
阜新东蒙短调民歌
于2008年被列入国
家级非遗项目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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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东蒙短调民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韩梅（右二）为学生进行认真示范，
毫无保留地传授演唱技艺。

乌力格尔艺人经常在炕头演出。由此可
见乌力格尔表演时的一些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