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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 库姆孜库姆孜：：柯尔克孜人的柯尔克孜人的““美妙之口美妙之口””
□□黄适远黄适远

在美丽如画的阿合奇草原，一下车，

我总是不由得被这里的山川所吸引。热

情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州歌舞团团长伊

布拉音笑容满面地迎面走来。作为州里

大名鼎鼎的库姆孜演奏家，他的出现令

我们感到异常的高兴。今年已经50多岁

的伊布拉音团长，个头不高，却浑身洋溢

着一股热情，让我们感受着草原的热情。

见到我，他高兴地笑了起来：“老朋友，你

来了！”因为多次到这里采集柯尔克孜族

史诗《玛纳斯》，我们早已是非常熟悉的

朋友了。

他笑眯眯地说：“你要见的库姆孜制

作传人我已经联系好了，走吧。”我们要

去的是阿合奇县色帕依乡三村热丝尔·

开德琴家。热丝尔·开德琴是这里有名的

能人，他会做很多工艺品，马鞍、马具、小

刀、帽子，样样精通，但制作库姆孜却是

他真正引以为傲的手艺。

热丝尔·开德琴早已知道我的来意，

立刻开始动手制作。伊布拉音指着制作

间挂满的库姆孜介绍说，“库姆孜”历史

悠久，琴声优美。据说，这种乐器最早叫

“库吾孜”，意思是“美丽的乐器”。它既

被用来演奏民间音乐，也被用来与战鼓

一起演奏战争进行曲，以鼓舞战场上的

士气。

热丝尔·开德琴边制作边说道：“做

库姆孜，先要选好原料。原来用红松，但

红松太少太贵不好买，所以现在大多改

用果木，桑木、杏木也行。现在是做库姆

孜的第一步，要锯好库姆孜胎坯。”这让

我恍然想起小时候打土块时要做一个木

头坯子的原理。伊布拉音告诉我，“库姆

孜”琴型很多，达七八种。每一种都有其

独特的魅力。正说着，他顺手拿了把库姆

孜，调了调弦，说：“我们柯尔克孜人活得

很潇洒很豪放，唱着歌来到世间，唱着歌

离开人间。只要有人烟，就会有歌声。我

们柯尔克孜族是一个有着很高音乐天赋

的民族，我们的库姆孜被誉为‘美妙之

口’。”

此时，热丝尔·开德琴已经把果木砍

制成葫芦形，开始最艰难的工作——把

果木中心掏空、挖平。因为果木坚硬异

常，得掏挖几个小时。伊布拉音说：“时间

还长得很，我给你讲讲库姆孜的传说吧。

其实要问起每一个柯尔克孜族人，库姆

孜琴是怎么来的，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

说出‘坎巴尔汗’的名字，并说‘弹拨的源

头来自坎巴尔汗’，而且每一个人说出来

的故事如出一辙。”

于是伊布拉音就开始了他的讲述。

相传，在遥远的年代，有一个叫坎巴尔汗

的柯尔克孜族牧人，有一天上山放牧，到

达一片松树林时，突遇山火，整个山都被

烧了起来，他侥幸躲进山洞得以逃生。当

他出来时，山上焦土一片，自己的羊群也

早已被烧死，正当他寻找路径下山之时，

耳边响起一阵好听的声音，好奇心使他

前去一探究竟。来到声音的发源地，他发

现在烧焦的树杈上挂着长短不一的几条

线，当风吹过的时候，竟然发出悦耳的声

音。再仔细一看，原来当山火到来时，树

上居住的猴子也难逃一劫，有一只惊慌

失措的猴子在树上跳跃时竟被树枝拉破

了肚肠，挂在了树枝之间，山火已经把它

烤干，当风吹过时自然发出声响。坎巴尔

汗被吸引住了，聪明的他回家后就试着

模仿，用晒干的羊肠绑在木头两端，试着

让它发出声响……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失

败，终于，他研制出了一种弹拨乐器，并

将其命名为“库姆孜”。从此，他就有了生

活中最好的伙伴，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

用库姆孜琴来抒发情感，弹唱生活。由他

开始，库姆孜琴传播到每一个柯尔克孜

族人生活的地方。

说着说着，伊布拉音情不自禁就弹

唱了起来。他的声音异常宏亮，也许只有

草原抚育的歌手才有这样一种天生的禀

赋吧。在歌声营造的氛围下，热丝尔·开

德琴熟练而敏捷的身手显得颇有节奏

感。此时，他开始了第二步：依据库姆孜

外形，正在裁一个薄板。这个薄板牵涉到

库姆孜的音质，极为重要。

来之前，我专门查阅了一些关于库

姆孜的资料。据《柯尔克孜族风俗习惯》

记载，库姆孜早在汉代以前就传入匈奴。

在新疆吐鲁番的西边招和屯古高昌地

区，发现了一张9世纪初的古画，画中有

一小孩，所弹乐器，即是火不思（库姆孜）

的前身。唐代，柯尔克孜族先民曾将这种

乐器作为贡品献给唐王朝。随后，唐代又

将库姆孜作为大唐乐器赠送日本。日本

人林歉三氏撰文认为，日语中表示弦乐

器的“库托”一词，即源于唐代输入日本

的“库姆孜”。库姆孜成为日本弦乐器的

始祖，这种乐器如今在日本仍可见到。

这时候，热丝尔·开德琴把刨平的薄

板粘在了坯胎的正下方，开始整体打光，

这是第三步，离成功已经不远了。紧接

着，热丝尔·开德琴给库姆孜上琴弦。当

他长舒了一口气拿起库姆孜的时候，我

知道大功已然告成。他把库姆孜交给了

伊布拉音，伊布拉音高兴得就像抱着个

娃娃一样，转头对我说：“做库姆孜看起

来非常简单，但是实际上在制作过程中，

对用料很讲究，盖板薄厚、琴弦的调制都

非常专业，技艺的细处是无法用语言传

授的，只能靠个人的经验和神会，才能做

出最好的库姆孜。”看着他们俩欣慰的样

子，我也接过库姆孜，笨拙地拨拉了几下

弦，当然是不成曲调，但心却融化在库姆

孜的弦律里。

爱好歌舞的柯尔克孜人每逢佳节聚

会，都会举行阿肯弹唱，常常是通宵达旦

不知疲倦。而这个美丽的时刻，自然是库

姆孜大显身手的时刻。有什么比演唱《玛

纳斯》更让柯尔克孜人来精神呢？库姆孜

演奏的部分，让人大开眼界。乐手们把库

姆孜当做骏马一般。库姆孜在他们的手

里，仿佛不是乐器，忽而置放在腿上，忽

而搁在肩上，忽而放到头后，令人眼花缭

乱，但从库姆孜上发出的声音时而急如

马蹄、狂风暴雨，时而清风和煦、徐徐信

步，整个乐队像是整齐的马队，整齐划一

的声音响彻在阿合奇草原，也让我们如

听仙乐。一把小小的库姆孜竟有如此的

气势、如此的表现力，如果不是身临其

境，实在难以置信。

举办系列作家翻译家培训班和改稿班，是《民族文

学》杂志社近几年来培养与联系作者的重要举措。《民

族文学》杂志社今年已分别在云南、广西、吉林、内蒙

古、北京等地举办了“2018《民族文学》重点作家培训

班”和《民族文学》蒙古文版、藏文版、朝鲜文版及彝文

作家翻译家培训班。10月 24日至26日，“2018《民族

文学》维吾尔文版作家翻译家培训班”在京举行。中

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中国作家出版

集团管委会副主任鲍坚、《民族文学》副主编陈亚军、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副局长李万瑛参加开班仪式并

致辞。开班仪式由《民族文学》副主编哈闻主持。培

训班期间，主办方邀请《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新疆

艺术学院原院长伊明·艾合买提、新疆作协副主席狄

力木拉提·泰来提围绕“新时代新写作”、“译者的使命

与翻译的风格”、“文学翻译的功能和作用”等问题为

学员们作专题讲座。此外，还组织学员进行座谈、研

讨，参加文学实践活动。

叶梅谈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推出，有

力地促进了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

步。希望作家翻译家们在此次培训班中珍惜难得的学

习机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一步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

握时代脉搏，真情实意地书写人民的伟大创造实践。

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站位要高、目标要远、立足要实，要

明确党和国家对文学事业的期待，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弘扬工匠精神，在一字一句的打磨中催生出更多精

品力作。

鲍坚说，《民族文学》杂志社多年来坚持举办培训

班，有力地促进了作家翻译家的成长。维吾尔族文学

源远流长，在民间故事、民族史诗、文人创作等领域都

产生了重要影响。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如何推动少

数民族文学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成为我们共同的

课题。这需要每一个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共同努力。

我们要努力把握时代脉搏，写出与时代、社会紧密相连

的作品。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要继承优秀民族文化、

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打开视野，不断开拓创新，做到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推动文学事业从“高

原”走向“高峰”。

陈亚军介绍说，《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2009年创

刊以来，至今已有120多位翻译家参与维吾尔文版的翻

译工作，翻译家队伍涵盖老、中、青三代人。今年，维吾

尔文版增设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作品”、“新看

台”、“世界风”等栏目，刊发了一系列现实题材作品，其

中既有名家作品，也有新人新作。举办 《民族文学》

维吾尔文版作家翻译家培训班，旨在通过专家讲座和

学员座谈交流等方式，为作家翻译家们提供切磋创作

和翻译心得的机会，促进他们进一步提高思想站位，

不断拓展文学视野，共同把《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

办得更好。

在座谈会上，大家围绕“《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的

重要性”、“维吾尔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

的翻译”等问题展开讨论。

伊明·艾合买提谈到，《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将多

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及时地推介给维吾尔族读者，有

力地促进了文学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翻译家承担

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他一方面要忠实于原著，另一方

面要着眼于培养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对二者的平衡中

为读者呈现尽可能好的译本。

艾克拜尔·吾拉木谈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翻译

有利于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在，我

们要以文学作品来展现这样的时代主题。我们还需要

加强文化自信，对我们国家的文化、对各自民族的文化

抱有自信，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推动文学的繁荣

发展。

参与《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翻译和审读工作的作

家翻译家们纷纷表达了自己对这本杂志的深厚感情，

并对杂志将来的发展提出建议。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自2009年《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创办以来，一直参与

其中的翻译工作。他说，这么多年来，看着它一步步

的成长，内心的感触很深。一批批翻译人才从这里起

程，杂志所刊载文章的翻译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杂志

和翻译家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阿布力米提认为，

《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是一座重要的桥梁，通过这本

杂志认识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翻译家，了解了各民族

的优秀文化和文学佳作。参与杂志审读的工作，让自

己的业务水平不断得到提升，内心充满感恩。阿卜来

提·阿卜杜拉说，参与《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的翻译

工作已经6年了，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以老一辈翻译家

为榜样，以优秀作品为借鉴，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翻

译水平和技巧，得到了很多鼓励。接下来要进一步严

格要求自己，加强业务学习，提升翻译的水平。阿合

买提建议，《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可以增设专门介绍

我国各民族当代文学发展情况的栏目，以便让中华民

族大家庭的各民族文学相互了解借鉴。同时，还可以

组织研讨刊登在杂志上的翻译作品，以便探讨这些翻

译实践的得与失。

大家还畅谈了参加此次培训班的收获。图尔贡·米

吉提谈到，党和国家一直关怀我们少数民族文学事业，

《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的创办就是其中的一个具体体

现。要不断寻找创作灵感，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积

极投稿《民族文学》。地丽努尔·艾斯买提说，通过参加

此次培训班，进一步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明确了自

己今后如何做好创作。我们要在创作中更好地将优秀

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使维吾尔族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化

大家庭里发挥更大作用。艾斯凯尔·艾尼万说，参加培

训之后，认识到了自己之前翻译过程中的种种不足和

以后该注意的问题。同时，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为以后的翻译找到方向。以后要继续努

力翻译，更好地支持《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阿依努

尔谈到，作为一个新闻编辑，自己却热衷于文学作品的

翻译，培训班中的精彩内容，促使自己更为深入地思考

翻译的相关问题。今后要不断提高翻译能力，为少数

民族文学翻译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据介绍，今年年底，《民族文学》杂志社还将举办哈

萨克文版作家翻译家培训班和壮文作家翻译家培训

班。

以工匠精神做好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以工匠精神做好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
————““20182018《《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作家翻译家培训班维吾尔文版作家翻译家培训班””综述综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尚恩黄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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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研讨刘成理论著作
本报讯 内蒙古大学教授刘成最新理论著作《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汉文版、蒙文版分别由作家出版社和内蒙古教育

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2015年以来刘成发表在《光明日报》《文艺报》《内

蒙古日报》等报刊上的26篇理论文章，这些文章是他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的体会

和感悟。

10月19日，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教育出版社联合在呼和浩特举

办《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研讨会。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化厅党组书记周纯杰，内蒙古社科院副院长金

海，内蒙古大学教授巴·格日勒图等与会研讨。

与会者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一书选

取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核心价值观、文艺与审美传统等26个

专题，讲述了作者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的感悟，分析了

“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人民的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等重要论述的重要意义，对我们思考文艺与时代、现实、人民之关系有着

重要的启发。 （欣 闻）

民族电影走上
“移动新时代”

本报讯 10月25日，民族电影与移动电影院战略合作暨上线仪式在

京举行。仪式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影视委员会主办，北京云

途时代影业科技有限公司承办，北京市民族文化交流中心、北京民族电影

展组委会协办。

仪式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影视委员会与移动电影院签

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授予移动电影院理事单位证书，同时宣布移动电影

院将成为2019—2020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板块的战略合作伙

伴及影片征集、展示平台。“新视代手机电影工作室”也于现场正式成立。

民族题材电影《云上石头城》《寻找雪山》《摩梭姐妹》《格桑梅朵》《丝

路英雄·云镝》《泡菜》《追梦的黎族女娃娃》《我的未来谁做主》《哭嫁》《红

剪花》10部影片作为首批优秀民族题材电影正式在移动电影院上线。其

中《寻找雪山》是首部在移动电影院上线的优秀民族电影。

主办方表示，此次双方达成战略合作，目的是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扩

大民族电影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而新时代手机电影工作室的成立，旨在

以手机作为拍摄介质进行电影创作，在少数民族群众聚集的偏远地区，通

过文化扶贫培训支援，使当地年轻人拿起手机拍摄电影，这是手机电影工

作室的重要使命。手机电影的发展不仅为保护传承多民族文化遗产提供

了物质手段，也成为一股充满生机活力的电影新势力。

当天，北京市民族文化交流中心与移动电影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将以

电影为媒介，搭建一个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平台，未来将在民族

电影文化沙龙、高端论坛、优秀影片展播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吸引更多

人关注民族电影、关心民族工作。 （明 江）

《倮伍拉且诗歌创作
的生态美学》出版

本报讯 由四川大学教授张放和博士生韦足梅、吴敬玲合著的《倮伍

拉且诗歌创作的生态美学》近期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系2018年

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图像叙事理论视阈中的大凉

山彝族诗人群研究”阶段性成果。

倮伍拉且是四川彝族诗人，他的诗歌深深扎根于四川大凉山的文化

土壤，把对大自然的感恩与对故土的眷念融合为一，缅怀失落的传统，追

寻人与自然的和谐，表达彝族人独特的自然观和生命观，体现出民族性、

地域性与现代性相互交融的混合美学。表达方式上，充分吸纳汉语诗歌精

粹与典雅的特质，形成明朗而干净的抒情风格。这种对于历史文化和现实

生态的忧患与疾呼，体现出一种珍贵的人文品质。

《倮伍拉且诗歌创作的生态美学》分为“生命赞歌与大凉山视野”、“生

态智慧的诗学阐释”、“‘万物教化’的诗意构建”、“人文美好生态书写”和

“倮伍拉且——‘你这块凉山的石头’（对话录）”等部分，深入探究了倮伍

拉且诗歌的自然意识、神性思维、大地情怀、民族认同和生态精神等，重点

论述其诗歌中的生态美学特征。 （杨荣昌）

本报讯 10月21日，红色题材少数民族电影《半条被子》剧

本研讨会在京召开。高洪波、龙新民、罗开富、钟廷雄等出席研讨

会。此次研讨会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影视委员会、中

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剧本部主办。肖裕

生、张晓龙、张凡、叶梅、牛颂、范咏戈等专家与会，会议由赵晏彪

主持。

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正值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8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两周年之际。2016年10月21日，在纪

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发生在湖

南汝城县的“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红军长征时期，3名女红军

借宿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瑶族村民徐解秀家中，见到徐家家境

贫寒，家里连床御寒的被子都没有，临走时，女红军要留下被子，

徐解秀不同意，于是女红军用剪刀把自己仅有的这床被子剪开，

将半条被子留给了徐解秀。习近平总书记用“半条被子”的故事

形象地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

“半条被子”的故事是1984年11月7日，《经济日报》记者

罗开富重走红军长征路时，在汝城县沙洲村采访瑶族村民徐解

秀时挖掘出的故事。电影剧本《半条被子》正是据此创作的，展现

了共产党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的精神。

作为“半条被子”故事的挖掘者，78岁的罗开富深有感触地

说：“‘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

人。’这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心相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本

质特征的形象比喻和生动写照。”

与会专家肯定了剧本的核心架构，认为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

“有情怀、有意义、有温度”的主旋律影视剧本，小故事折射出了大

道理，体现了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同时也表现了共产党人与少

数民族同胞的军民鱼水情。与会专家还从主题歌、台词、对白、戏

剧冲突、演员选用以及增加民族元素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据悉，电影《半条被子》预计12月在湖南汝城开机拍摄。

（民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