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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朋友亚克西
别看后来王江交了许多维吾尔族朋友，

可最初也因为文化差异碰了不少壁。
刚到新疆，由于条件有限，王江只能暂时

住在若羌文化局曾经停放过“楼兰美女”干尸
的地下室里，除了刚认识的几位志愿者，没有
一个朋友，而为了避免已经回国的消息传到
父母耳朵里，他几乎不和一个国内的朋友联
系。他和从前生活唯一的连接就是满墙卡拉
瓦乔、拉斐尔的油画作品。
每天上午，他就抱着大茶杯，穿着大短裤

和拖鞋，到若羌楼兰歌舞团的排练厅去看排
练。王江很希望能尽快与这些维吾尔族演员
们打成一片，他仔细观察他们交往的细节，发
现维族朋友每次见面时，都要握手、互道一声
“亚合西木”，当遇到尊敬的人时，还会伸出双
手，握完手后将右手放在胸前，以示尊敬。他
依样画葫芦，果然奏效。

最让王江心痒难搔的是宿舍隔壁一个
“神秘”的房间，那里面总是传出好听的中亚
音乐，有时候还会有即兴的演唱，碰巧门半掩
半闭时，王江还惊讶地瞥见墙上也挂着油画。
“这人肯定是个牛人，去找的话，他会不会理
我？”琢磨了好久，王江终于敲开了房门。果不
出他所料，开门的“大胡子”看见主动上门的
王江，只是平淡地说：“我叫卡哈曼，以后有撒
事说一声。”然后，就“啪”地把门关上了，把碰
了一鼻子灰的王江留在门外。

转机发生在那年的中秋节。王江为当地
的志愿者们写了一首歌《风雨同舟》，在中秋
晚会上演唱。歌曲写出了王江这段时间的真
情实感，志愿者们也唱得特别投入，大家精彩
的表演赢得满场掌声。演出结束后，一个声音
从王江的身后传来。“哎，小王，一会儿哪个地
方去？要不要到我的办公室坐一下？红牛，喝
一下？”王江一回头，卡哈曼正拎着两听红牛
饮料站在那里，这让他大喜过望。
在他的办公室里，卡哈曼抱过一把吉他，

一首首地弹着他喜爱的曲子。从那开始，卡哈
曼带着王江走进了维吾尔族朋友的圈子，大
家经常一起欢聚一堂，弹弹唱唱，艾希丁用维
语唱《加州旅馆》，王江用意大利语唱歌剧《茶
花女》，吾斯曼则奏起难度极高的弹拨尔乐经
典名曲《艾捷木》……他们尽情享受着音乐的
交融。王江记得，最长的那次一顿饭足足吃了
#个小时。

若羌岁月最难忘，王江在后来孤独的日
子里，看着满墙的油画，常常回忆起那段时
光，想念老朋友。但那时，木卡姆仍然神乐一
样召唤着他。在一个早晨，为了避免离别的伤
感，他没有告诉一个朋友，悄悄地驾着刚买的
车，带着从西安来到若羌陪伴他的女朋友，离
开了那里。

#我的故乡叶尔羌$

$%&'年 &%月 $(日，乌鲁木齐下了今冬
第一场雪，轻盈的薄雪如维吾尔族姑娘的面
纱，令这座城市更加美丽动人。这天早上，王

江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了一首他的作品《我
的故乡叶尔羌》，悠扬的琴声里，一句句宛转
低回的吟唱，道出他对那片土地的深情。

塔里木河的源头叶尔羌河，是南疆的母
亲河，哺育了叶尔羌绿洲，在那片绿洲上有着
古老的莎车城，十二木卡姆的故乡。

$%&&年 &%月底，初到莎车，他幸运地赶
上了一年一度的木卡姆大赛，舞台上铺着漂
亮的维吾尔族地毯，舞台下的水泥长凳上，挤
满了过节一般的观众，没座位的就站在平板
车上或坐在地上看，这样热闹的场面让王江
觉得既新鲜又有趣。

比赛开始了，一首接一首的木卡姆弹唱
令王江大开眼界。

!麦吉侬也不曾像我在灾难的荒漠中受

此煎熬)有谁曾像我这流浪汉在苦海中旋风般

飞旋)我的悲哀与忧愁犹如苦难的荒野无边无

沿 )对我痴情和癫狂的嘲讽恍若大海狂澜

""#

一段舒缓的弹拨尔旋律过后，一位衣着
有些破旧的中年男人声嘶力竭的喧泄溶化了
王江的心，他的眼睛湿润了。

他观察着每一个民间艺人的表演，桌子
上的录音笔忠实地记录着每一个音符，这是
他这两年乡间采风的习惯。

整整一天的比赛观看下来，王江觉得简
直听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现场维吾尔音乐课。
他不仅听到了十二木卡姆、刀郎木卡姆，还有
喀什当地的民间歌曲，美妙的音乐让他觉得，
到这儿真是来对了。

在莎车，王江主动要求到县十二木卡姆
传承中心当志愿者，女朋友也被安排进一所
幼儿园教钢琴，幼儿园老师还送了她一个美
丽的维语名字“夏比热木”。

跑遍莎车听木卡姆
音乐就像维吾尔族人生活中的“盐”，十

二木卡姆则是他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纽带，大
大小小的喜事都要请人来唱木卡姆。王江跟
着传承中心的主任依拉木可参加了不少这样
的聚会，过足了听木卡姆的瘾。

不过，他也深深感慨莎车木卡姆艺术传
承的危机和木卡姆艺人的生活困境。好不容
易来了莎车，总得做点实实在在的事，于是王
江自告奋勇，去采集木卡姆民间艺人的演唱
视频和信息。县旅游局的马大姐听说了这个
消息，也热心地要求参与。于是，王江、马大姐
和县文化馆的小易哥组成了“寻找木卡姆三
人组”，几个月里跑遍了莎车 $*个乡镇。每到
一地，性格开朗、维语说得又好的马大姐总能
迅速打开局面，王江负责录音录像，录完后马
大姐和小易哥再将艺人的信息登记在册。下
乡收集木卡姆的过程，虽然艰苦，但也有不少
趣事。有一次，因为院子太小坐不下，王江他
们和十几名维吾尔艺人干脆跑到一个高台上
唱个痛快，没想到那天乡里刚好要办麦西来
甫（意为民间歌舞$木卡姆的组成部分之一%

表演，上百个老乡们听到歌声还以为在这里，
都赶了过来。
“那段时间，真是乐在其中，想着到底为

木卡姆也做了点事，我那辆小力帆车也帮
了大忙，带着我跑遍了莎车的山山水水。”
王江说。

木卡姆艺人从小就要学习木卡姆弹

唱，由于歌词都是生活中已不再使用的语
言，他们也要像背天书那样，一段段背下来。
“学木卡姆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要几年甚
至一辈子不断地去学习。”王江说，莎车的十
二木卡姆有 &$章，很多艺人只能唱出其中
一、两章，或当中的精彩片段，能全套唱下
来的非常少。

艺人们的处境也差强人意，大多数靠乡
里乡亲办喜事时请去演唱赚点钱，近年也有
不少艺人在县文化局的帮助下，被请去外
省市的演出场所或维吾尔风味餐厅表演。
王江见到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阿
不来·赛来就曾在街头靠卖艺为生，被新疆
艺术研究所的周吉先生发现后生活境遇才
有所好转。

他还发现，不少老艺人的后代都因生活
所迫选择了其他工作，还有些人进城务工，毕
竟填饱肚子是最现实的问题，更别提还要攒
钱娶妻生子的事了。这些现状时常让他为木
卡姆的未来担忧。

第二个周吉或王洛宾%

“你会成为周吉吗？”
“你会不会成为第二个王洛宾？”
在新疆，王江经常会被问到这两个问题。

前者是为十二木卡姆音乐收集、整理、研究与
推广做出重要贡献的艺术家，后者是留下了
《达坂城的姑娘》等传世之作的著名音乐家。
“他们两位都是我非常敬佩的人，相比之

下，我更尊敬前者。”王江说，王洛宾是位音乐
天才，经他改编后的维吾尔族民歌“更容易让
关内的人接受”，“虽然改编的只是那一两个
音符，却有完全不同的审美感受，这样的改动
看似简单，实则不易，不是谁都能做到。我好
像欠缺点这方面的天赋。”

周吉虽然没有王洛宾那样的名气，但在
新疆木卡姆艺人心中，那可是大大地了不起。
王江每到一处，总会有人问他“周吉你知道
吗”？当年，周吉同样跑遍莎车，收集木卡姆音
乐，和木卡姆艺人亲如兄弟，并为它评选上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下汗马功劳。
“我看过他早年的照片，刚从上海被招到

新疆时，他也是个白白净净的书生，后来满脸
大胡子，张口便是维语，成了个地道的新疆
人，不仅如此，还爱酒如命。”

王江笑言：“我来新疆时，一张脸也是白
白嫩嫩，现在成这样了。”来新疆五年，他酒会
喝了，烟会抽了，也跑了许多地方，对新疆的
音乐也差不多听了个遍。他说，现在要是一个
专家和他聊新疆的民族音乐，他也一点不怵。
“就是我还没做出什么来呢。”王江有点

着急，今年 +&岁了，刚刚结了婚，以前还能由
着性子跑，现在得多想想现实，拿出点让父母
家人放心的东西了。他把这几年的经历写成
了一部 $%万字的书稿《艾萨拉姆，新疆》，为
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个真实的新疆，现在
又在以此为蓝本做有声读物，朋友们帮他在
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上转发，反响不错。
“还会继续去收集新疆民间音乐吗？”
“当然会，只要有条件，必须去啊。”王江

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前不久，有个旅法的华
人导演得知他的经历，想去拍他，总是拒绝媒
体的王江没有拒绝，他现在想让更多的人知
道他和新疆的故事。

! 王江和维吾尔族朋友亲如一家

! 王江还资助了几名维族少年$左为他帮助的女孩阿森木古丽$

右为她的父亲&一位维族民间艺人阿不都拉 本版供图 王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