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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艺人

口弦具有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
的研究价值，令人遗憾的是，随着现代
流行音乐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口弦在娱
乐方式多元化的今天渐渐无人问津。
早年得口弦资料严重流失，如今能够熟
练演奏回族口弦的人越来越少。为了
进一步保护传承这一传统回族民间乐
器，安宇歌做出了很多努力。

2004 年，中央电视台邀请安宇歌
参加了第一期《民歌中国》演出，接着
她又受邀参加央视《民歌故事》中“口
弦的故事”单元录制。2012年，安宇歌
先后赴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太平洋岛
国的毛里求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柬
埔寨首都金边、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等参加了世界口弦琴展等文化交流活
动。安宇歌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在
国际舞台及全国各地进行口弦的演奏
和展示活动，向国内外展示了口弦艺
术，被誉为“口弦皇后”。她还在宁夏

本地积极开展口弦传承工作，曾在宁
夏艺术职业学院举办的文化部培训班
上，给全区民间乐器传承人培训口弦
技艺。同时还在宁夏的多所中小学教
授口弦技艺，只为让非遗走进课堂，让
更多人了解口弦。

2016 年，安宇歌与儿子李旭发起
成立了“回响民间器乐工作室”，自工作
室成立以来，作为宁夏民间器乐的一个
窗口，发挥着对外宣传的重要作用。
2019年 6月接待了“海外红烛故乡行”
宁夏“非遗”文化之旅活动的数十个国
家海外华文学校的校长；同年 11月，法
国世界级音乐大师光临工作室，和安宇歌
进行了深度交流。

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宣
传力度的逐年加强，口弦也成为区内外
不少年轻人喜爱的装饰品。“虽然我已
退休，但保护传承民间优秀艺术的责任
没有终止。”安宇歌说。

“材女乐三千人，
钟石丝竹之音不绝。”

史 料 记 载 ，我 国
的口弦艺术发源于母
系氏族社会，自汉代
金属口簧出现以来，
口 弦 艺 术 在 音 域 调
式 、艺术表达等方面
有着巨大的进步，由
此形成了“南竹北铁”
的演奏和制作传统。
2018 年 ，口 弦 第 四 代
传承人安宇歌被认定
为国家级民间器乐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

口弦的音调柔美深沉，节奏多变，
或如枝头鸟雀欢乐明快的啼叫声；或如
雨后的廊檐滴水；或如驼铃在旅途叮咚
作响。

“宁夏口弦不仅兼容南北，同时与
丝绸之路上的口弦艺术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故在世界口弦艺术史上具有重
要地位。”安宇歌手抚口弦上的精致丝
穗说，“我出生于艺术世家，母亲安妮曾

是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员。上世纪 50年
代，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母亲响应
党的号召，志愿到大西北艰苦创业……”
安妮在宁夏歌舞团工作几十年，期间，
她致力于宁夏民间艺术“花儿”民歌、口
弦的挖掘与传承。安宇歌 5 岁开始接
触口弦，深受母亲的感染，十几岁时已
基本掌握了竹口弦、铁口弦的弹奏技
巧，也学习了口弦制作技艺。随后采风

期间，她和母亲向吴忠市、西吉县、海原
县一带的农村妇女们学习口弦，掌握了
更多的传统口弦令曲。

近年来，安宇歌主要致力于口弦弹
奏、制作、研究和传承工作。在保持民
间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制作了多种形
状、材质的口弦，获得三项国家级专利、
三项版权，并建立了口弦展示厅，还编
著出版了相关书籍。

口弦是中国传统乐器中体积最小的
乐器之一，用薄竹片或金属制作而成，头
小尾大，像一只鸟。颈部削出舌簧，两端
钻眼穿线，扯动线绳，舌簧震动发出颤
音。放在唇间利用口中的气流使颤音发
生变化，便有了曲调。据记者了解，口弦
在西北地区的农村回族妇女中颇受喜
爱，农闲时，做针线纳鞋底的间隙，弹一
阵子，既可消忧愁，也可表心情。

据安宇歌介绍，从 1986年起，她便
全身心投入到演奏口弦之中。经过多

年的摸索钻研，她将传统的口弦制作进
行了多项创新，让口弦本身更加美观、
便于演奏，还整理出一些面临失传的曲
谱。在传统口弦的基础上，安宇歌又发
明了一种组合式口弦。组合式口弦在
原有口弦的基础上加了琴体，既保持了
原有口弦的特点，又使口弦在演奏时的
音色更优美，且演奏时的音量明显增
大。由于琴体的引入，使口弦的结构和
造型趋于完美，既可作为乐器，又可作
为民族特色工艺品。如今，组合式口弦
琴已经获得国家专利。

在安宇歌的影响下，儿子李旭也
从小表现出对口弦的兴趣，14 岁时基
本掌握了制作口弦的技艺。2019年应
中科院委托，他们承担复制了陕西神木
石峁遗址出土的纯骨质口弦琴（琴身厚
度只有 0.8毫米），突破了宁夏金属口弦
的调音与表面防锈处理难题。

本报讯 近日，“2021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云传播精品征
集推介活动”评选结果揭晓，宁夏博物馆选送的“云讲解”
《丝路炫舞 千年光华——石刻胡旋舞墓门》入选“全国文
化遗产云传播（云讲解）十佳项目”。

《丝路炫舞 千年光华——石刻胡旋舞墓门》由宁夏博
物馆馆长李进增担当国宝讲解人，带领观众走进古墓遗址、
博物馆展厅，讲述石刻胡旋舞墓门的前世今生。通过“云讲
解”形式，展现宁夏与黄河文化的渊源。该短视频先后在央
视科教频道《博物馆说》栏目、学习强国、宁夏博物馆官方网
站、微博、微信等平台推出，受到广大网友的热捧。

“《丝路炫舞 千年光华——石刻胡旋舞墓门》‘云讲解’
是继获得国家文物局‘2021年度中华文物全媒体传播精品
（新媒体）推介项目’之后再次获奖，是对宁夏博物馆在新
媒体传播领域不断探索的肯定。”李进增表示，宁夏博物馆
将继续坚持“守正”与“创新”，拓展“云展览”传播业态，多
方式讲好宁夏文物故事，为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
力和影响力贡献力量。 （马 军）

本报讯“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画笔，将抗疫一线逆行者
的奉献精神以及必胜的决心展现出来，传递给观者精神激
励与美善体悟，为抗击疫情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固原市
原州区文化馆王永晟说。目前，王永晟的抗疫作品集《最
美天使》，已经创作了 20余幅绘画作品。

作品人物包括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疫情防控
点的执勤人员、服务群众的志愿者、乡村疫情宣传员等。
细腻的笔触，充盈的情感，传递出疫情面前，各行各业众志
成城，凝聚起抗疫的磅礴力量。据王永晟介绍，从 2020年
初开始创作这些作品，创作的灵感来源于他两次作为志愿
者下沉抗疫一线的所见所感。在志愿服务过程中，身边抗
疫工作人员的奉献精神深深地打动着他，激发了他作为一
名文化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每天志愿服务之余他仍
然在继续创作。 （马 军）

“这幅作品是抗击疫情人人有责，
这幅作品是大爱无言……”近日，固原
市原州区庙湾村梁云文化大院的主人
梁云通过微信视频向记者耐心地讲解
他剪制的抗疫作品。

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梁云以独特
的方式致敬一线战“疫”工作者，用巧手
剪出抗疫故事，传递战“疫”信心。他的
作品里医护人员、军人、民警、群众都栩
栩如生。其实，这已不是梁云文化大院
第一次创作抗疫作品，2020年疫情发生
初期，梁云文化大院就开始了第一批作
品创作。“去年的时候，受疫情影响大院
不能开展文艺活动，我闲在家里就想通
过作品，将抗击疫情一线人员与百姓融

入作品中，为抗疫贡献一份自己的力
量。”梁云说。

梁云文化大院是原州区成立最早、
具有代表性的一家文化大院。2012年，
梁云在其文化自乐班的基础上创办了
第一个具有浓厚文化氛围的民办公益
性文化基地。大院占地面积 1500平方
米，设有演艺大厅、艺术品陈列室、娱乐
室等。每年组织群众编排演出皮影、
秦腔、眉胡剧、快板舞蹈、小品小戏等
节目，还举办刺绣、剪纸、手工艺品等
培训班。

2013年，梁云文化大院设立了宁夏
第一家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
收藏了不同年代的农耕农具、瓦塑、剪

纸、刺绣、皮影、书法、绘画等实物 350
件。2015年梁云文化大院荣获中央宣
传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颁发的“第六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
层广电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称号。同
年，被自治区文化厅命名为“自治区第
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
传承基地”。

“我们岁数大了，不能到疫情前线
去帮忙，只能尽绵薄之力为大家加油打
气。除了剪纸作品，我还在家安装了扩
音喇叭，用多种方式向村民宣传防疫知
识和注意事项。也希望其他人能够创
作出更多的抗疫作品，彰显使命与担
当。”梁云如是说。

距今800余年金代经幢飘摇30年终“回家”

宁夏博物馆国宝文物“云讲解”
入选全国文化遗产云传播十佳项目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由中宣部对外推广局指导，
五洲传播中心、腾讯视频、探索频道联合制作的 6集纪录片
《勇敢者的征程》，11月 9日起每周二晚在腾讯视频播出，
28日起每周日晚在探索频道国际电视网播出。

据制作方介绍，《勇敢者的征程》邀请钟汉良、窦骁、张馨予、
焉栩嘉等作为探险者，与探索频道探险节目主持人、新西兰
探险家乔西·詹姆斯一起，体验中国革命史上的五处险境。

从红军翻越大雪山，到东北抗日联军在严寒中挑战毅
力与体力的极限；从红色娘子军在母瑞山密林中的急行军，
到美国飞虎队员穿过亚热带丛林获得东江纵队营救……

制作方负责人说，五处险境，五个重要时刻，五个英勇
拼搏的故事，是我们站在新时代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回望，
更是不忘初心、重温前辈崇高理想信念的视觉体验。

青年画家两年创作
20余幅作品传递抗疫力量

在威县文化馆，梨花大鼓传承人张君立为曲艺爱好者
表演梨花大鼓。

梨花大鼓是一种传统曲艺，历史悠久，唱腔独特。近
年来，为传承梨花大鼓，河北省威县文化馆开办多期培训
班，邀请非遗传承人对曲艺爱好者进行培训，让更多人学
习和感受非遗曲艺的魅力。 新华社发

纪录片《勇敢者的征程》上线
中外嘉宾体验中国革命重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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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岁掌握口弦弹奏技巧

潜心摸索创新口弦样式 让中国好声音传得更远

安宇歌在精心打磨口弦。

精美的口弦。

精美的手工制作口弦。
（除署名外图片由本人提供）

安宇歌在宁夏艺术职业学院课堂上介绍口弦知识。 新华网

一座距今 800多年的金代石刻经幢
在外流失 30多年后，终于回到位于山西
省晋城市的琵琶寺旧址。

琵琶寺是金代名刹，清末渐衰落。
由于历史原因，琵琶寺遭到损毁，如今
的旧址上仅留存少数院落殿宇的基石，
位于寺庙中的经幢也遗失了 30余年。

此座经幢于金大定年间所建，距今

已有 800多年历史。原经幢由基座、幢
身和幢顶三部分组成，此次回归的文物
为经幢的幢身，此幢身长为 120厘米，直
径为 65厘米，八面均雕刻文字。

“惟和尚代州崞县阳武村人也，俗
姓郝氏，法讳惠诠，自年九岁出家五台
山太平兴国寺……”幢身记载着琵琶寺
惠诠和尚的生平事迹。

晋城市文物学者、文保志愿者王国
瑞在外地发现了源自洞头村的金代石
经幢，于是发起“让文物回家”活动。文
物捐献者王鹏发现经幢后，经过各方协
调，终将它带“回家”。

此后，相关文保人员会重塑经幢的
基座和幢顶部分，将经幢补全，并进行
保护。 （据中国新闻网）

原州区梁云文化大院：

刀下有精工 剪纸赞英雄
本报记者 邓 蕾

“方寸之间·汉字文创暨旅游展”日
前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的马耳他中国文
化中心举行，让观众从多方位欣赏汉字的
魅力。

该展览由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与中
华文化联谊会等机构共同举办，展览将持
续到本月 19日。

该展览由四部分组成。其中，“汉
字的魅力”版块梳理并介绍了汉字的起
源、造字结构、形体演化和甲骨文等；

“非遗的汉字”版块以汉字广泛应用为基
础，展示了书法美学、文房四宝、中国篆
刻和雕版印刷等文化与工艺；“诗词世遗
之旅”透过解析经典诗作，以名家的视
野一览中国的世界遗产名胜景点；“汉
字文创产品展”则通过设计师对汉字书
法艺术的观察与感受，阐述汉字的美学
意象。

曾在广州工作数年的马耳他人雷·
切莱斯特闻讯前来观展。他对新华社记
者表示，此次中国汉字展“令人印象深
刻”，有机会会再来仔细参观。

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杨晓龙对
记者表示，此次展览对汉字起源、造字结
构以及书法美学、雕版印刷、名家诗词和
创意产品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整合，生动诠
释了汉字与文化创意的融合，是一个中英
双语、图文并茂、符合当地语言和认知习
惯的展览。

据悉，该展览还将在马耳他大学及
马耳他其他城市进行巡展。

（据新华社）

“ 方 寸 之 间·汉 字 文 创
暨旅游展”在马耳他举行

传承梨花大鼓 感受非遗魅力

记者近日从济南市考古研究院获悉，考古人员在济南
市莱芜区口镇街道发掘出 29座横跨东汉晚期、金元时期和
清代的墓葬，出土文物 90余件（组），其中东汉晚期墓中出
土的纹样、图案繁多的花纹砖和画像砖，在同时期山东地
区非常少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据济南市考古研究院院长李铭介绍，墓葬出土的主要
器形有陶壶、陶罐、瓷罐、瓷碗、瓷碟、铜钱，另有少量陶匜、
瓷缸、瓷瓶、瓷高足杯、铜镜、烟嘴、铜簪等。

李铭表示，这次发现的 11座东汉晚期墓葬中，包括 4座
砖室墓、2座石室墓、2座石椁墓、2座砖椁墓和 1座土坑墓。
值得一提的是，砖室墓中出土了东汉晚期 10多种不同纹样
的花纹砖、画像砖，花纹砖纹样有太阳纹、菱形纹、卷云纹、
博局纹等，画像砖有车马出行图、楼阁人物、星象图等。

“众多画像砖中，有的画像砖上有清晰的月亮和北斗七星
图案，月亮中还清晰可见玉兔和蟾蜍的形象。从这些图案来
看，有关月宫的传说，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十分流行。”李铭说。

据悉，此次发掘揭示了莱芜地区不同时期葬制葬俗的
历史风貌，丰富了济南地区东汉至清代的墓葬资料，为各时
期葬制葬俗以及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内容。

（据新华社）

山东济南发现
29座东汉至清代墓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