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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在奇台县汇通商贸城一间空闲的商铺里，今年
70岁的香义元吹起笛子来，如痴如醉，尽管他的牙齿已
经脱落了几颗，但是，笛音依然悦耳。

香义元是金奇台新疆曲子艺术团的领头人，说起他
所带头的“戏班子”，香义元的思绪又回到几十年前。

古城奇台无疑是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一颗明珠，遍
阅历史典籍，汉代疏勒城、唐代蒲类县、清代靖宁城都是
古城奇台曾经辉煌的历史写照。

谈及古城奇台，人们的脑海中会浮现出形形色色的
代表性的概念。例如说各种扣人心弦的商贾故事，五花
八门的民间传说，以及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歌谣与眼花
缭乱的舞蹈。但最具有代表性独数一枝的还是老一辈传
下来的古城“戏班子”。

“千峰骆驼走奇台，百辆大车进古城”。经贸往来、东
西汇聚，古城既包容接纳五湖四海的商贾又兼容并蓄各
种文化，形成奇台独特的民俗文化，新疆曲子就是其中的
一个代表。由京剧、秦腔、河北梆子、兰州鼓子、山西眉
户、回族花儿相互融合，催生了独有的戏曲剧种——新疆
曲子。

新疆曲子最大的演出市场并不是专业舞台，而是遍
布天山南北的自乐班子，自乐班子是由曲子的爱好者组
成。奇台县新疆曲子代表性传承人之一侯毓敏已经离
世，由他带动而自发组成的自乐班遍布城乡。他们或三
人成队，或五人成班，即使只有一个二胡、一个演唱者，也
能呈现一场新疆曲子的全剧。

你见过新疆曲子的乐队有拉大提琴的吗？不要惊
讶，在金奇台新疆曲子艺术团，除了传统的演奏乐器二
胡、板胡、三弦外，还有大提琴、中阮，甚至扬琴，出现在这
个乡土的“戏班子”里。

大提琴手侯学信是个地道的“艺术家”，手风琴、小提
琴、电子琴随便哪一样在他那里都是信手拈来，就这手里
的大提琴也是七年前才开始接触，侯学信微笑着告诉记
者：“万变不离其宗，艺术有相通之道，这是我上手快的秘
诀。”

和新晋大提琴手侯学信不一样，中阮演奏者运国祥
是个专一的中阮爱好者，自二十岁拿起中阮，就再没把它
放下，一拨一弹，人生数十载，白云苍狗。

既是团长还身兼曲子队队长的香义元是个乐器爱好
者，二胡、板胡、扬琴演奏也是他的拿手绝活。近三十人
的“戏班子”里，乐手就有十几人，并且一人还可身兼数
职，担任多种乐器的演奏。香义元对自己的队伍信心满
满：“这样的队伍想不出彩，怕是都难。”

记者见到古城“戏班子”时，他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
昌吉州曲子大赛做准备，一曲经典的新疆曲子《毛泽东诗
词大联唱》，被他们演绎得精彩纷呈。

香义元告诉记者，文化润疆工程提出后，奇台县委宣
传部、县文联开始默默耕耘，深入调研，辗转城乡，把散落
在奇台县大大小小近四十个艺术团体聚拢起来，成建制
从事新疆曲子表演，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金奇台新疆曲
子艺术团，寓意艺术团的发展在文化润疆工程中熠熠
生辉。

目前，艺术团由成立之初的十几人增加到七十人，
下设新疆曲子、舞蹈、表演、合唱等表演队。同时，这七
十人是其中骨干成员，他们还各自带着诸多艺术小
分队。

据奇台县文联戏剧与音乐协会副主席王斌介绍，
在未成立艺术团之前，奇台县各类文艺团体存在小、
散、杂，发展良莠不齐，管理不规范，还面临缺少场地、
后继乏人等问题。经过资源整合，并组织县文化馆专
业教师对艺术团骨干、基层文化带头人、文艺爱好者
进行专业培训和指导，成为文化润疆工程的一支重要
力量。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今年65岁的刘淑芳是艺
术团舞蹈队队长，她可是王斌“三顾茅庐”请进艺术团
的。刘淑芳是一名退休幼儿园教师，她经常到社区组织
的文艺队里，教大家跳广场舞、唱红歌，在艺术团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音乐响起，两位领舞的男演员格外惹人注目。

其中一位叫吴东义，擅长藏族舞，在艺术团享有很高的声
誉。另一位擅长新疆舞的演员叫石彦兵，是一个个体经
营者。从刘淑芳拉起舞蹈队的第一天起，石彦兵就追随
至今。因石彦兵跳舞时表情生动，动作流畅潇洒，舞姿传
神，成了奇台县文化活动的座上宾。

记者采访当天，艺术团刚结束连续8天到15个乡镇
演出。成员徐风琴激动地说：“每次下基层演出结束时，
许多村民都争相上台与我们握手致谢，甚至热泪盈眶，分
别时依依不舍。”

古城“戏班子”以其“草根”属性深受群众喜爱，他们
虚心地接受观众所提出的建议，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整改，
把每部戏都演绎得淋漓尽致。正因如此，古城“戏班子”
才没有在时光一波波猛烈的巨浪中被推翻被掩盖，它仍
像往常一样泛着光芒，成为永恒不变的经典。

金奇台新疆曲子艺术团成立以来，创作了反映援疆
干部无私奉献的《榕奇情》、反映新农村建设的《杏树花
开》、宣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百年征程铸辉
煌》、反映致富奔小康的《小康路上新农村》、反映全国人
民众志成城共战疫情的《战疫情》等剧目50多部；演出超
过200场，并连续三年参演奇台县春晚。艺术团还经常
与邻近的木垒县、吉木萨尔县文艺团体开展文化交流
活动。

在艺术团，大家对王斌心怀感激，文艺兵出身的王斌
将对文化艺术的痴爱融进了骨子里。三年来，他出资给
艺术团购买了价值十几万元的音响设备。王斌说：“艺术
团这几年下基层演出，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热情相迎，
农牧民穿着盛装，登台与演员一起唱歌跳舞，歌声、掌声、
笑声将演出推向一个个高潮。群众对演出的欢迎程度，
让我深受感动，备受鼓舞，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最好的
文艺作品奉献给各族群众，用艺术搭建起文化润疆平
台。今后，我们将不负厚望，把更多欢乐送进乡村牧场，
把培根铸魂的文化工程根植奇台这片沃土。”

新疆曲子与古城“戏班子”，是乡村文化繁荣的象征，
也是人们永远难忘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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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艺术团演
员石彦兵和舞伴
展示新疆舞。

▶艺术团演员吴
东义正在指导大家跳
藏族舞。

▶ 艺 术 团
曲 子 队 正 在 演
唱 编 创 的 新 疆
曲子《毛泽东诗
词大联唱》。

◀艺术团二
胡 乐 手 正 在 演
奏。

◀艺术团乐队
正在演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