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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下午，记者来到吉木萨尔
县庆阳湖乡大东沟村哈萨克族牧民加依
拉吾·塔吾的家里，推开门，他正在给弟
弟莎合达别克·塔吾示范传统乐器斯布
孜额的吹奏方法，悠扬的曲调、饱满的情
感让人沉醉。

斯布孜额是与游牧民族的生活、文
化、习俗融为一体的唯一的吹奏管箫乐
器。哈萨克族斯布孜额于 2009 年列入
第一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
目名录。这种乐器可分为三孔、四孔和
五孔3种。音质独特，优美、动听，具有
大自然的共鸣声，擅长模仿多种动物的
奇妙之音。吹奏时用舌尖堵住管口大
部，留一小口为吹孔，同时用喉头发出持
续低音形成双声部。由于吹奏难度较
大、学习周期长，愿意学习斯布孜额演奏
技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今年 61 岁的加依拉吾·塔吾，是土
生土长的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人。一次
偶然的机会，他对斯布孜额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由于当时吉木萨尔县几乎没有
能够吹奏斯布孜额的人，加依拉吾·塔吾
只能跟着收音机电台里播放的曲子反复
摸索自学。“我特别喜欢这个乐器，就想
把这个学会。那个时候，我们乡里、县里
都没有人会吹，我就跟着收音机学，里面
放一句我就学一句，一开始连斯布孜额
吹都吹不响，更别说边吹边发喉音了。”
加依拉吾·塔吾说。

凭着天生的乐感，加依拉吾·塔吾很
快便掌握了不少斯布孜额传统曲目，但
当时的他年龄太小，缺少生活阅历，又没
有老师指点，无法理解曲目的深刻内涵，
演奏并不传神。加依拉吾·塔吾说：“会
的曲子越来越多，也能完整流畅地吹下
来，但是就是没有收音机里放出来的好
听。”

有一次，加依拉吾·塔吾的小学老师
哈布力汗发现了他的演奏天赋，在哈布
力汗的帮助和推荐下，加依拉吾·塔吾参
加了1980年吉木萨尔县阿肯弹唱会，演
奏了《瘸腿熊》《思念》两首曲子，流畅清
晰的演奏深深征服了台下的观众，也正
是因为这次演出，大家记住了这个年轻
的斯布孜额演奏者加依拉吾·塔吾。

“后面我又参加了第二年的吉木萨
尔县阿肯弹唱会，大家都在鼓掌，都特别
喜欢听，我还获得了优秀表演奖。我就
想着我一定要找个老师给我教，把斯布
孜额越吹越好。”加依拉吾·塔吾说。自
此，加依拉吾·塔吾彻底投入了斯布孜额
的演奏世界。

在钻研斯布孜额演奏的这些年中，
加依拉吾·塔吾以乐会友，走访了布尔
津、新源、乌苏、呼图壁等地的斯布孜额
演奏高手，交流经验，学习技巧，不断取
长补短提高自己的演奏技艺。渐渐地，
加依拉吾·塔吾也成了小有名气的斯布
孜额演奏高手。2019 年，加依拉吾·塔

吾经朋友介绍，第一次见到了自治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著名的斯布孜
额大师拜力汗·哈力阿克拜尔。加依拉
吾·塔吾回忆道：“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偶
像既紧张又激动，不知道该怎么和拜力
汗老师表达我的心情，就拿出自己的斯
布孜额恭恭敬敬地站在老师面前吹
奏。我当时特别紧张，吹完后满头都是
汗。”

加依拉吾·塔吾经过不断努力，终于
成了拜力汗·哈力阿克拜尔的学生。往
后的岁月里，加依拉吾·塔吾每年都要去
乌鲁木齐拜力汗·哈力阿克拜尔家里住
上几个月，与老师同吃同住，学习斯布孜
额的演奏精髓。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

他把已经掌握的曲子反复打磨，精益求
精，同时，也学到了许多民间失传已久的
斯布孜额传统曲目，各种演奏技巧实现
了质的提高。目前，加依拉吾·塔吾已经
可以熟练演奏《白哈巴河之波》《思念》

《绑着的枣骝马》《额尔齐斯河的波浪》
《勇敢的骆驼》《白色的走马》《博格达峰
的乌云》《马奶曲》《瘸腿熊》等近30首斯
布孜额传统曲目。

加依拉吾·塔吾说：“我正在申请非
遗传承人，这给了我很大的动力。现在
我虽然上了年纪，但是我依然热爱我的
斯布孜额，我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哈萨克
族这个传统乐器，也想教更多的人来吹
奏它。”

本报讯 通讯员叶钰报
道：近日，“丝路同源 山海交
响”文化润疆——泉州南音

《唐风宋韵》专场走进吉木萨尔
县，为吉木萨尔县各族群众献
上一场视听盛宴。

演出当日，在吉木萨尔县
北庭园广场，来自泉州南音传
承中心的 17 名演员共同奏响
千年雅乐，联袂演出了清唱《枫
桥夜泊》《将进酒》、单箫独拍

《静夜思》、器乐合奏《走马》等
精彩的节目，使现场观众陶醉
其中。观众贾秀萍说：“通过演
员们的表演，感受古风古韵，还
让我了解了闽南地区的文化特
色，非常有韵味，以后有机会我
一定要去泉州感受。”

泉州南音历史悠久、积淀
深厚，是一种以闽南方言进行
演唱、保留着唐宋特色古典的
曲牌，具有浓厚的中原古乐遗
风，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
传统古乐。福建省泉州市南音
传承中心导演王彩娥说：“这
次，我们把南方最具代表性的
泉州南音分享给吉木萨尔的父
老乡亲，让他们感受不一样的
文化。”

此次演出活动由福建省对
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
昌吉州文旅局、泉州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主办，福建援疆泉
州市分指挥部、吉木萨尔县文
旅局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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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达别克·塔吾吹奏斯布孜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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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加依拉吾·塔吾在吹
奏斯布孜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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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中煤建筑安装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辉煌七十载，奋进新
时代”建企70周年基层巡讲巡演第
七站在准东开发区天池能源南露天
煤矿运营厂上演，此次演出给企业
职工及家属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听
盛宴。

李宗英 摄

文艺演出进矿区

本报讯 通讯员许添玉报
道：近日，以“丝路同源·山海交
响”文化润疆——泉州南音为
主题的演出活动在玛纳斯县中
华碧玉园北广场开演。

演出中，来自泉州南音非
遗保护中心的 30 位南音代表
性传承人带来了清唱《枫桥夜
泊》、古筝弹唱《箫声咽》、器乐
合奏《走马》等精彩绝伦的节
目，使现场观众深深陶醉在其
中。

居民李春芳说：“今天专门
和孩子一起来看泉州南音的表
演，看了之后感觉他们在表演
中展现的古风古韵，非常悠扬
动人，非常震撼。”

据了解，泉州南音发源于
福建泉州，是中国现存最古老
的乐种之一，有“中国音乐史上
的活化石”之称，2009年被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

福建省泉州市南音传承中
心导演王彩娥说：“很高兴今天
带着唐风宋韵专场来玛纳斯演
出，希望通过文化交流，能让玛
纳斯以及昌吉州、新疆的观众
朋友们更加地了解福建泉州南
音，了解泉州文化，也欢迎玛纳
斯的父老乡亲到泉州去走一走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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