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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的翅膀

──阿依特斯的传奇与演绎

发布日期：2008-01-21  

【打印文章】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第十五届阿肯弹唱会上，听众们开怀大笑。 

  开栏的话 

  《文化现场》栏目今天起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当代中国波澜壮阔、多姿多彩的文化发展中蕴含着无数动人的故事、存在着无数有

待破解的问题。到现场去寻找这样的故事、分析这样的问题，用朴实的笔触把它们完整地呈现出来，身为记者，我们责无旁贷。 

  文化的根在民间，在基层。文化发展的创造力来自于平凡而活泼的日常生活。那些散发着泥土芬芳、闪耀着生活热情的作品始终具

有引人入胜的魅力。因此，《文化现场》将把目光着重投向基层。那些与人民群众生活水乳交融的文化人物、文化事件、文化现象将成

为我们报道的重点。欢迎广大读者提供线索。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一路风雨，我们同在。   



  推开蓝色大门，布布玛丽·加克夫拜正盘腿坐在绣满花朵的羊毛地毯上，白底蓝花的头巾随意地扎着，夕阳的余辉恰好照在她的脸

上，所有的皱纹都被雕刻得无比柔和。 

  74岁的布布玛丽是一位远近闻名的阿肯，在过往的光阴里，曾怀抱白蜡木雕成的冬不拉，在天山脚下，从一个毡房唱到另一个毡

房。 

  她唱的，是哈萨克族的阿依特斯。 

  “诗和马是哈萨克的一对翅膀” 

  阿依特斯是哈萨克族的一种对唱艺术形式，在歌唱中索求、争论，是智慧的较量。 

  阿肯是哈萨克族的民间艺人，在游牧中写诗、歌唱，是心灵的吟诵。 

  阿肯阿依特斯，是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哈萨克族的阿依特斯艺术历史源远流长，哈萨克人上千年的峥嵘岁月、生老病死、爱恨情仇都在冬不拉两根弦间被幽幽弹唱。 

  各种欢愉的庆典和节日里，阿肯们席地而坐，或二人对唱，或四人对唱。由于歌词都是即兴创作，所以每一次的歌唱都不可重复。

在哈萨克民间，参加对唱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乐趣。听到阿肯们的歌声，草原上的哈萨克人总会举家而动，策马奔来，伊犁河的河

水静静流淌，歌声萦绕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上。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尚，诗和马是哈萨克的一对翅膀，”阿肯哈皮孜手抚琴弦，“诗歌寄托着我们的生活理想，跨上马鞍高兴

得想拥抱太阳。” 

  让更多人听到阿依特斯 

  “看着山我还能说什么，你所包含的只有太阳和月亮能够知道。松树林木为你增添光耀，在你的怀抱里马鹿雪鸡养育着子孙。自然

的生命互相配合才有如此奇妙，早晨升起的太阳啊多么美好。”这是阿肯布比汗歌中的诗句，这样的诗，布比汗写过几大本。 

  和布比汗一样，许多有些文化的阿肯都将自己吟唱的诗句留在纸卷上。坐在布布玛丽家温暖的地毯上，老人骄傲地告诉我们，虽然

只上过扫盲学校，却已经出版过两本自己的诗集。 

  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体局副局长再图娜·斯迪克介绍，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仅去年一年，就拨付

25万元用于哈萨克族阿依特斯的保护工作，这笔经费主要用于开展普查工作，购置普查设备，编撰出版研究成果。在《中国曲艺志》、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志书的编撰中，哈萨克族阿依特斯已经被收集、整理入卷，《丝路明珠――哈萨克阿依特斯》的出版工作也正在

积极筹备中。 

  但是，哈萨克族聚居的牧区、牧村分散，交通不便，资金短缺，管理人员不足等现状，都严重地制约了普查工作的进行，原生态的

录音、录像、演唱资料没有得到有效挖掘和保护。早在2004年12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就举办了州直保护工和管理人员第一期培训班，

着手对管理人员进行阿依特斯专业知识和保护工作技巧的培训。“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现有管理人员的水平和数量是远远不够的，”

再图娜说，“只有管理人员到位后，普查工作的水平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吾哈普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的年轻人，愿意学习阿肯弹唱的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多了。”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书上，关于哈萨克阿依特斯的濒危状况一栏中写道：“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

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审美需求变化，对阿依特斯这种传统艺术的兴趣愈来愈淡漠，‘传统艺术风格’、‘习俗特点的保留’、‘原

生态的传承’等方面受到严重威胁，阿依特斯的发展举步维艰，处于濒危状态。” 

  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给阿依特斯带来的冲击是难以避免的。为了使这种状态得到改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做了一些努力。据介绍，



 

1959年至2004年，自治州政府共组织举办了14届阿肯阿依特斯盛会，49届地区级阿肯阿依特斯盛会，2届自治区级阿肯阿依特斯盛会。 

  “我们吟着诗走完人生的路程” 

  言谈之间，布布玛丽的碎花头巾顺着白发滑落下去，她叫来女儿为她重新打理。女儿站在身后，木梳在布布玛丽的发丝间慢慢滑

过，老人笑着说：“老了，什么都要靠女儿才行了。” 

  在申报书中我们看到，已经确认的伊犁州25名哈萨克阿依特斯传承人中，已经有7位老人与世长辞，健在的人中，大部分是60岁以

上的老人。“老一代的阿肯年事已高，年轻的阿肯却人数寥寥，这是保护工作中面临的大难题。”吾哈普说。 

  布布玛丽带了十几个徒弟，他们中有的一直在唱，有的却已经放弃。“即兴弹唱，不是件容易的事”，布布玛丽说，“真正的阿

肯，要学识渊博，勤奋努力，还要有机敏的天性。” 

  2004年，伊犁师范学院奎屯校区开办了第一期阿依特斯阿肯艺术班，将多年从事哈萨克文学研究的教师和科研力量充实到教学一

线，致力于提高年轻阿肯们的文学素养和演唱技巧。艺术班每两年一期，参加学习的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学费全部由政府买单。现

在，该校区已经培养出100多名阿肯弹唱专业人才。这些年轻的阿肯毕业之后，又回到以前的工作岗位，有的坚持自学提高，有的则止

步不前。然而就像布布玛丽说的那样，再图娜也表示，阿依特斯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的培训，更重要的是要有机敏的天性，能在即兴弹

唱中与对手对答如流，交相呼应。“哈萨克族是一个诗意的民族”，再图娜说，“如何更好地激发出阿肯们的灵感，是我们还需要研究

的工作。” 

  另外，由于已经确认的阿依特斯传承人大多是生活在物质条件比较落后地区的农牧民，生活质量难以保障，而目前政府还没有为传

承人提供一些生活上的保障和补助，这也给传承人的保护工作带来了困难。像布布玛丽这样的依靠子女生活的老阿肯，在伊犁州还有很

多。临别时，布布玛丽拉着我们的手说，作为一个传承人，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我们不禁反省，为了这份可贵的骄傲，我们需要做的

还有多少？ 

  哈皮孜在歌中吟唱：“我们用诗竖起毡房的栅墙，又和着诗的节拍架起天窗，我们吟着诗走完人生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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