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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民歌传承人——加瓦·阿江

中国广播网    2009-01-15

    

加瓦·阿江正在整理收集的蒙古族民歌 

    中广网乌鲁木齐1月15日消息（尼勒克广电局记者王正伟）从小就喜爱民歌，从学唱到收集，从

收集到创作，新疆尼勒克县胡吉尔台乡蒙古村蒙古族村民加瓦·阿江30年如一日，收集的蒙古族民

歌已有满满一大箱子。30年来，加瓦·阿江用音乐诠释自己对民歌的热衷。 

   加瓦·阿江已经60多岁了，受家庭熏陶，他从小就对蒙古族民歌十分喜爱，慢慢练就了一副好歌

喉。1978年，一次在长辈的房子偶然看到许多蒙古族民歌的手抄本，就萌发了收集蒙古族民歌的想

法。从此，加瓦·阿江走亲访友，只要一有时间就忘不了收集民歌，蒙古族民歌深深吸引了他。 

    蒙古族民歌有长调和短调之分，蒙古族长调民歌是蒙古民族游牧生活在艺术上的反应，草原的

辽阔无垠造就了这种音乐形态。长调民歌旋律悠长舒缓、结构独具特色、歌词蕴涵哲理、内容极为

丰富，是蒙古族精神、文化和音乐的重要传承方式。 

    30多年时间，加瓦·阿江已收集蒙古族长调民歌150余首，短调民歌51首，对唱民歌180余首，

劳动民歌2首，摇篮曲蒙古民歌2首，蒙古族冬不拉（托普逊）12首，十二生肖民歌2首，共收集了七



个部分，并且对每首民歌的历史、出处都做了详细记录。他把收集的民歌进行整理，光手抄本就有

十几本，近15万字。他出资录制民歌，录制的磁带有100余盘。 

    有着较强文字功底和对蒙古族民歌深感情的加瓦·阿江还自己创作了蒙古族民歌20余首，创作

蒙古族诗歌150余首，其中，他创作的歌曲《美丽的卫拉特故乡》在新疆成立50周年活动中获得一等

奖。 

    目前，加瓦·阿江收集的蒙古族民歌和他个人被列为伊犁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谈到蒙古族民

歌的传承问题时，他说“希望能有更多人和我一起整理和研究，让蒙古族文化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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