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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木卡姆 木卡姆渊源于西域土著

民族文化! 深受波斯"阿拉伯音乐文化

的影响# $木卡姆%!为阿拉伯语!意为规

范&聚会等意!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木卡

姆%主要意思为$古典音乐%#木卡姆音乐

现象分布在西亚&中亚&南亚&北非 !"个

国家和地区#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

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

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 被称

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书# #$$%年 !!月!$中国新疆维吾尔木

卡姆艺术%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

三批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

新疆木卡姆音乐经过不断整理与

精缩!形成$十二木卡姆%# 每一部由大

乃格曼'大曲(&达斯坦'叙事诗(和麦西

来甫'民间歌舞(三大部分组成!含歌&

乐曲 &$至 '$首!长度 &小时左右!全部

演唱完十二木卡姆需 &$多个小时# 它

还有一些地域性变体! 如刀郎木卡姆&

哈密木卡姆& 吐鲁番木卡姆和伊犁木

卡姆等#

! 阿曼尼莎汗 !!"#$%!"$& 年"

$木卡姆%正式纳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与一位伟大的维吾尔族女性"""阿曼尼

莎汗密不可分#她是以新疆莎车为首都的

叶尔羌汗国阿不都)热西提之妃! 出生于

歌舞之乡刀郎河畔一个贫苦人家!自幼耳

濡目染!对音乐与诗歌充满兴趣!并具备

超人的才能! 演奏弹拨尔是她的拿手戏!

她还是维吾尔著名的书法家# 成为王妃

后!她拜访社会艺人&诗人&民间歌手!整

理创编出集维吾尔古典音乐之大成的*十

二木卡姆+ !使民间音乐成为科学&系统&

严谨的曲目# 她亲自创作了其中的$依西

来提)安格孜木卡姆%成为流传后世的*十

二木卡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的名作

*精美的诗篇+&*美德+与*心灵的思考+使

之在整个汗国名声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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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月下旬的一天，新疆若羌去往
且末的公路上，王江跨着他开到 %&码就突突
乱抖的摩托车，像个独行侠般穿越空旷无人的
戈壁。有个观众就好了，他想。开出 '&公里后，
他的围巾系到了腰上，羽绒服的领子塞进了头
盔里。

那时他刚到新疆 (个月，因为错过了班
车，疯狂骑行 )&&公里去赴维吾尔族朋友的古
尔邦节之约。

与新疆结缘的开始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偶遇，但只有抓住的，

才成为机缘。王江和新疆的缘分，始于意大利
一场画展。那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油画，眼
前一幅幅精妙绝伦的传世之作令他心潮澎湃。
“身体里有东西往上涌，有流泪的冲动。”这强
烈的震撼他始料未及。

他执着地相信感官系统的本能反应，开始
像后来追寻木卡姆一样，着魔一样去寻找卡拉
瓦乔、拉斐尔等油画大师的作品，欣赏多姿多彩
的异域文化。在意大利两年多的时光里，他几乎
走遍了每一个小镇，也游历了欧洲多个国家，每
到一个新地方，必去博物馆、教堂和歌剧院。
仰望欧洲古老的艺术殿堂，王江不禁联系

到中国。“从意大利的最北部飞到最南部，也不
过个把小时，这样一个国家曾经拥有那么多的
艺术伟人。我的祖国拥有 *%"万平方公里土地
和悠久历史文化，可外国人对它的认识又有多
深？而我们这些留学生，对本国的历史文化知
之甚少，想和外国人介绍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

王江突然萌发一个愿望：他想回国游历
采风，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音乐的精华，
构筑他的音乐梦想。他开始趴在电脑前着手
收集中国各地文物古迹的资料，规划采风路
线，花了整整 )个月的时间，做出十几厘米厚
的一大本攻略。!&&*年 *月 #日，他瞒着父母
了结了意大利的学业和工作，买张机票飞回

了中国。在意大利买的无数张音乐
,-、书籍和印刷版油画，装满了 . 只
箱子托运回北京的朋友家，这些宝贝
后来一直跟随他游走新疆。

到北京后，他用在意大利当翻译
和教汉语攒下的积蓄买了辆车，便开

始了将近一年的全国采风之旅。

戈壁公路上的回想
在且末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古尔邦节后，王

江坐上了前往和田的卧铺汽车。这次的行程令
他十分兴奋，他查过资料，虽然若羌与且末也属
南疆，但和田与喀什才是维吾尔族文化最为浓
郁的地区。趁着放假，他决定去走一遭。
看着窗外的风景，王江遐想连篇。一望无

际的戈壁上，偶尔掠过几处残破民房与小片绿
洲，这荒凉与生机并存的景象，时常让他有种
穿越之感。

在国内采风的一年，王江在希望与失望
的纠结中度过，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中国的传
统文化正在快速流逝。为了聆听原汁原味的
民族音乐，他特地跑到广西、云南和贵州的大
山里去，却遗憾地发现很多在向流行歌曲靠
拢，不少已经丧失了本民族最原始的味道，而
其民族的特色和文化本源也在商业文明的侵
袭中逐渐褪色。

他在失落中继续找寻，直到有一天，他偶
然从电视上听到一位维吾尔族老艺人的撕裂
心肺的宣泄，才觉得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音
乐，这就是十二木卡姆。
“当时就有个强烈的愿望，我要去新疆，我

要去喀什，那里是十二木卡姆的故乡。”王江记
得，他抱着一本电话黄页，查找喀什每一个县
教育局的电话，希望对方能接收他来当一名志
愿者。但这条路行不通。后来，一个偶然的机
会，他得知团中央的西部志愿者计划，又拨通
北京的“$$(”查号后，一个电话打给团中央，诚
恳地表达了自己想去新疆寻找木卡姆的愿望。
“我可以教音乐、写歌，我不要工资，只是

想有个身份。”他的诚意打动了团中央负责志
愿者服务的工作人员，一个多星期后，他接到
了新疆若羌文化局的电话……
想着想着，王江的思绪被邻铺维吾尔大叔

手机里传出一首动听的乐曲所吸引，其中一段
弹拨尔（一种维吾尔族民间乐器）的独奏悠扬
婉转，他真不希望曲子这么快结束，好在大叔
的音乐就那么几首，一直在循环播放，几遍下
来，王江已经把它的旋律记熟了。

#我们的歌$在身边唱响
这一次，王江在和田、喀什等地逗留了七

八天，游览了喀什高台民居、艾提尕尔清真寺
和香妃墓等，感受到浓郁的维吾尔族生活氛
围，虽然只是匆匆一见，但那里淳厚的风土人
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喀什，王江还和
维吾尔族出租车驾驶员哼起在卧铺车上听到
的这首歌，虽然语言不通，驾驶员连他要去哪
儿都折腾了半天也没弄清楚，可听了这段旋律
却连连点头，伸手到杂物箱里翻来翻去，找出
一张 ,-放起来，王江一听———正是那首歌。
这让王江看到语言不通带来的隔阂，更让他看
到音乐对于沟通的力量。“我就想，一定要学会
维语，学会这首歌。”当年，他 )个月学会意大
利语，自己打电话到意大利领事馆，用意大利
语问清楚办签证的全部流程，对尽快学会维
语，他挺有信心。
回到若羌，他的南疆之行也成为若羌文工

团小伙伴们的热门话题，别看他的好朋友卡哈
曼、艾希丁、伍斯曼都是南疆人，可新疆实在太
大了，他们都还没去过这些地方，听王江讲着
一路的奇遇，都觉得有趣极了。
王江从朋友们的口中也得知，他念念不忘

的歌中文名叫《我们的歌》，写于上世纪 ."年
代。由于只有维语版，他找朋友帮他从网下下
载到电脑中，一遍遍地听，把每一个维语发音
写成拼音，念出来请朋友听。一段学会了，吃
饭的时候王江就唱，朋友们仔细地听了，再
操着充满维语味的汉语指正，“这个词嘛，这
样……”。慢慢地，王江越唱越好，维语也越说
越好。这首歌，也成了他和朋友们最爱的歌，他
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身边的朋友也跟着学，若
羌的、莎车的、伊犁的、乌鲁木齐的。

后来，经朋友牵线搭桥，王江结识了现在
演唱这首歌最棒的“歌王”阿布都拉，与他成为
惺惺相惜的好朋友，阿布都拉还多次邀请他共
同登台演唱。 !下转 /%版"

! ! ! ! $*'(年出生的河北乐亭小伙子王江，!""*
年中断在意大利的歌剧学习，回到国内寻访传
统文化和民间音乐，!"$"年受到维吾尔族民间
音乐十二木卡姆音乐的感召，.年来走遍新疆南

北，收集民间音乐。他爱上了这里的音乐和风土
人情，为她写歌，还把他这几年的经历写成了一
部 !"万字的书稿《艾萨拉姆，新疆》（艾萨拉姆!

维语!意为$你好%），传达他的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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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 木卡姆表演 本报记者 程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