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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寻胡笳（蒙古语谓：“冒顿.潮儿” Moden-Chor）的踪迹，我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在阿尔泰山罕达嘎图蒙古自治乡与蒙古族牧民塔本泰老人相遇，如愿以偿地完成

了对胡笳的全部考察工作（有关这次采访见《追寻胡笳的踪迹》文）。就在这次考察中，我完全意外地得到了另一个收获，便是 “浩林.潮儿”（Holin-Chor）。  

      在同一个时间里，任何物体经敲击、振动(或拨动)，都只能发出一种声响。乐器演奏羌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如此。尤其是歌唱现象，无论是男声或女声，都只是发出单一音

色的一个声音，而绝不可能一个人同时唱(或发声)出两种声音。然而，“浩林·潮儿”却不然。  

      在塔本泰老人的小土房内，两位老牧民轮流为我们即席做了表演。这种唱法是，先发出主音上的持续低音，接着便同时在其上方(相差三个八度)唱出一个音色透明的大调

性旋律，最后结束在主音上。如同上文介绍的胡笳曲一样，全曲也是一口气唱完的。现将他们的表演的“浩林．潮儿”按其实际音高记录于下(谱例1)， 

吟，是持续的低音，一直延续到全曲结束。而在其相差三个八度的上方，叠量出现一个优美完整的旋律线条(音色近似长笛高音区)。乐曲极为简单，全部是一口气一段的

大调性曲调，无题无词。有时低音的吟是四度跳进到主音。如(谱例2)：  

泛音旋律线与持续低音的有趣结合，构成了奇妙的二重结构的音乐(原始多声部音乐)，其音响多彩，令人感到空旷而神奇。因此，当我第一次听到时，几乎目瞪口呆，不

由自主地喊出“绝了”二字。  

      许多年前“浩林·潮儿”曾使我产生猜疑：“怎么能同时发出两个声音”？今天，我站在牧人的面前，却亲耳听到了它的美妙音响。然而，两种声音为什么能够同时发出

呢？又是怎样发出来的呢?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发声方法，真像谜一样令人费解。牧民在唱，我便从各个角度探视。根据我极不准确的观察是，气流冲击声带发出低音 

(吟)，同时气息在口腔内被“加工”(指声带振动发出低音时的泛音被扩大)，形成透明的高音旋律。这个过程完全是靠人的(肌肉的、神经的、以及调性调式思维的)控制力而形

成的。  

     塔本泰老人说：“潮儿在我们这里分为两种。一种是‘冒顿·潮儿’(即胡笳)，一种是‘浩林·潮儿’。‘冒顿.潮儿’是用一种木管和人声演奏的。‘浩林·潮儿’完全是一

个人唱出来的。”  

     关于两种潮儿的异同，我在《追寻胡笳的踪迹》一文的后面曾用并列格式加以说明，在此不赘述。  

     “浩林·潮儿”音乐没有具体的内容，可以称之为“无词歌”。音乐的差异只表现在高音旋律践的长短与音调华彩程度的多少，这些又是被演唱者气息量的大小(包括年龄大

小、身体强弱等生理条件的差别)所决定的。两位老牧民相差二十余岁，年轻些的布林巴雅尔演唱的“浩林·潮儿”曲，显然就比塔本泰老人的长些、华彩些。如(例3) 



 从来没有人采访过塔本泰和布林巴雅尔。这次我们来采访、录音，据村民们讲，两位老人好象还没有这样兴奋过似的。当我拿出“草原白酒”祝愿老人长寿时，老人侃侃

出口的颂词回荡在小土房内。  

      塔本泰介绍说：”浩林·潮儿”是真正牧马人的音乐。把马群赶到滩上，找一个高处一躺，眼望着兰天白云…………，这时‘浩林湖儿，响起来，没有比这更美更舒坦的事

了。”塔本泰说着说着，又情不白禁地唱起 “浩林，潮儿”，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表演一次是很吃力的事情。泛音的旋律比起刚才演唱的，无论是华彩与旋律的跳跃及长

度都丰富多了。显然，演唱者的心理活动对音乐也有所作用。  

      这种蒙古音乐所特有的音乐现象仅仅保存在偏僻的近似封闭状态的边远地区的古老音乐遗迹，好似从深厚土层下被开掘出来的珍贵文物，我相信将会引起更多的学者、研

究人员的兴趣。在此，需要指出几点：  

      (一)。“浩林·潮儿”应归属于人类早期的音乐文化范畴。比胡笳可能更早、更远古一些。主持续低音上构成的大调性五声音阶的旋律以及二重结构的音乐程式，将会给我

国古代音乐、乐律以及了解人类对调式的发现与发展的过程提供重要的线索；  

      (二)是珍贵的音响。音乐是听觉艺术，古代音乐的声音是怎样的？会发出怎样的实际音响？胡笳与“浩林·潮儿”音乐是看不见的古文物；  

      (三)人类对泛音的发现，可能比目前所知道的要早。那么，毫无疑问，音乐逻揖思维(调式，调性基础上的音乐审美见解)在泛音的被发现以及被人类自如运用的时候，就伴

随它并存了；  

      (四)研究音乐的起源(包括艺术的起源) 时，除了已经校人们所确认的粗犷的群体自娱性或祭祭祀性的集体艺术(如‘哼哟哼哟” 的劳动号子，伴随铜鼓皮鼓的模拟捕兽、

战争内容的群舞等等)之外，这种“浩林·潮儿” 所标志的深沉的个人内向的自慰性的远古音乐也是不可忽视的。可见，音乐的类别自远古时期就存在。即使现代复杂的音乐现

象，在人类早期的“文化土壤”中也能够找到它的胚胎形态。  

      两种“潮儿”的图解如下： 

“浩林.潮儿”和“冒顿·潮儿”一样，同是蒙古古代音乐的珍贵遗产，也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珍贵财富。阿尔泰山中的兀梁海部蒙古族人民的贡献，就是将其保存到了今

天。  

     再见吧，阿尔泰！  

     1985年4月16日写于新疆库尔勒 

     1986年8月18日改于内蒙呼和浩特  

  - 浩林.潮儿 - - 冒顿.潮儿-

形态 人声 人声.胡笳

结构 二重结构 （泛音旋律/吟、持续低音） 二重结构 （笳管旋律/吟、持续低音）

调式 大调、五声音阶 大调、五声音阶

旋法 一口气唱完 一口气吟、奏完

内容 无标题、无词 有标题内容、无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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