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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侗族芦笙传承人--张海》内容提要：男不吹笙丢了祖宗的习俗，女不坐夜空留那箱漂亮的侗服，不
是我们定下吹芦笙游访的习欲，已有前人先随我们随后⋯⋯
《侗族芦笙传承人--张海》作者潘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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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老百姓的生活里。
张海至今仍是自豪的：“可以说，由我引起，独峒的芦笙踩堂又火起来了。
”    1978年，张海进入独峒公社文化站工作，有了更多展示和发展自己文艺才能的机会。
不仅是芦笙，还有侗歌、笛子、琵琶、牛腿琴、侗戏等等，张海都如饥似渴地吮吸着。
    在搜集民间音乐的过程中，张海不满意简谱了，嫌它记录芦笙曲太慢。
1979年，他自创制了一套记录芦笙谱的方法，并用这种方法记录下了几十首侗族芦笙曲。
他说：“我用符号把各个音分开来记，方便得很，在民间推行也被大家接受了。
”    接下来，他对传统芦笙也不“满意”了。
在接触了越来越多的现代音乐后，他逐渐感到传统芦笙的表现力不够丰富，于是开始改制芦笙。
以后，他一有机会就去芦笙师傅家学习传统芦笙制作，常常和会做芦笙的人讨论制作的技艺。
制作芦笙的关键是将发音管、共鸣筒及簧片三者完美地结合，其中簧片的制作最为复杂，每个音所用
的簧片长短、厚薄都不一样，要精心切割、打磨，反复在芦笙管上调试。
铜片薄而锋利，常常把他的手划破。
1987年，张海终于做出第一把改良的8管芦笙，之后他陆续加管，一直加到24管。
他还根据不同的调式(如C调、降E调、F调、G调、A调)来制作芦笙，每把芦笙都可在三个调之间转换
。
    1985年，张海因为全面的侗族艺术才能、自学能力和良好的待人处事，被招进三江县侗族艺术团，
成为艺术团里的芦笙演奏师。
由于他制作的芦笙工艺精湛，很多地方的艺术团体都来订货，到现在，张海已经制作了3000多把多管
芦笙。
团里的芦笙制作、修理也都是他在负责。
    张海还常常被派去各村寨辅导村民演奏芦笙。
在实践中，他摸索出自己的教学方法，那就是“从民间来，到民间去”，简单易学，便于推广。
他还把自创的记谱法教给村民，方便他们记忆和练习，加上待人诚恳，他深受村民们欢迎。
1991年，他被聘为全国第四届民族运动会开幕式大型歌舞《民族之光》第三场《芦笙踩堂》段舞的编
导，并被评为柳州地区优秀编导。
    同时，张海开始和艺术团到全国各地演出，和各地各民族的民间艺人交流。
他对侗族艺术的认识，从无意识的爱好上升到有意识的推广。
1992年，张海和艺术团被邀请到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表演。
演出结束后，杨尚昆主席慰问演员，对他说了一句“你们少数民族有这样的乐器(芦笙)，是值得骄傲
的，你们一定好好发展它，不要失传”，这在张海的心里烙下了强烈的使命感。
    这种使命感让他意识到了传承的责任。
2000年以后，张海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传承人。
他知道，侗族艺术要一代一代继续下去，必须从孩子抓起。
    他培养了很多徒弟和学生，女儿张吴巧觅是张海最大的骄傲。
巧觅生活在侗族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从7岁开始，在爸爸的指导下。
学吹侗笛和芦笙。
几年来，乖巧的她进步神速，屡屡在三江、柳州等地的大型活动中露面并脱颖而出，到过国内外不少
地方表演。
2010年，张吴巧觅成为广西民族大学的学生。
    跟张海学习专业演奏的学生前后已有50多人了，而村寨里学习简单吹奏的已有几百人。
张海和他的家人、他的学生们积极参加各种表演和比赛，利用这些机会宣传并推广侗族芦笙,让越来越
多的人了解侗族的芦笙。
这是张海迫切想要做的。
    在比赛和表演的曲子里，好几首都是他改编和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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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开始创作侗族芦笙曲。
他改编和创作的曲子用他改良的芦笙演奏，不仅丰富了指法和技巧，而且突出了侗族音乐的特点；既
能表现侗家人的生活和情感，舞台欣赏性又强，且不失侗族芦笙的特色。
    因为出色的侗族芦笙吹奏和制作技艺，因为积极地推广侗族芦笙艺术和培养侗族艺术传人，2007年
，张海被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评为“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
    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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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侗族文化和侗族芦笙于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曾经听老教授神采飞扬地讲起过丰厚的侗族文化和温柔
乐观的侗族人，亲眼所见，果真不虚。
尽管我对侗族芦笙知之甚浅，却也深刻体验到侗族芦笙吹响了侗族文化的精髓——喜乐、和谐、凝聚
。
喜乐是芦笙的专职，是侗族人的生活，和谐是芦笙的构成，是侗族人对天、地、人的致敬，凝聚是芦
笙的优势，是侗族人的身份认同。
而现在，芦笙所面临的危机和改革，其实是整个侗族文化面临的问题。
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认同与冷漠，都在考验着悠久的文化，都在拷问着每颗关注的心。
    民族文化在强大的外来潮流冲击下，站立困难。
侗族传统芦笙也在经历着民间土壤的沙化和身份认同的危机。
种种抢救措施都会在现实中遇到种种难题，也许“抢救”一词本身就意味着无奈。
制作匠人减少，老一辈芦笙手老去，新的传人难以接续。
在青黄不接的时代，张海却在承继传统的同时，实践着侗族芦笙的改革，培养着侗族芦笙的接班人，
并且倔犟地宣传和推广着侗族芦笙。
在侗族芦笙遇到信心危机时，他为它骄傲，努力用它表达侗族人的生活和情感；他惜旧扬新，树立起
侗族青年甚至一些中老年人对侗族芦笙的自信和认同。
我想这是张海感动我的地方，也是他获得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的原因吧。
    在写这本小书的时候，我希望着力呈现一个生动的传承人，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优点和缺点。
张海的口述部分，以及我在采访期间的见闻，近乎琐碎。
我却觉得，这样能够走近传承人，获得更鲜活的信息，收获侗族芦笙和芦笙传承人所带来的感动。
    侗族芦笙的革新，让人欣喜，它生机勃勃，信心满满。
而对于传统侗族芦笙的未来，我虽不乐观，也不悲观。
传统与现代矛盾重重，我难以解读，也不敢轻易判断，只是用绵薄之力记录。
记录可以成为一面镜子，让人们看到有这样一种乐器让侗族人快乐而充实，传递侗族文化的精髓。
有这样一个人从芦笙中获得快乐，也把快乐演奏给别人。
    书虽小，却是我第一次独立承担如此重大的任务。
对于芦笙和音乐的外行，以及侗族传统芦笙在时间上的限制，也让我的记录困难重重，好在得到很多
人的帮助。
汪立珍老师始终给予我支持和指导，让我在艰难的行进中获得力量。
徐健顺老师热心为我解答音乐上的问题并为我介绍懂得芦笙的杨民康和李妍红老师。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朱学民帮助我分析曲式结构并解答有关音乐的问题，舞蹈学院的范泽
容帮我检查有关舞蹈动作的描述。
    在采访中，三江侗族自治县宣传部副部长杨顺丰不仅热情接受我的采访，送给我《三江民族文化小
词典》，而且接受我的请求，在百忙之中为我寄来所需照片。
三江侗族工艺品店的店主吴瑞平为我介绍侗族文化和侗族芦笙，他的父亲吴世华更是将他的博学大方
地展现给我。
感谢苏甲宗先生接受我的采访。
在三江，张海的朋友谭正荣夫妇以及徒弟杨江瑞夫妇、谢梨慧、杨新刚，还有很多不知名的人，让我
感受到侗族人的善良和热情。
    我最想要感谢的是本书的主角张海及他的家人。
在书中，对他们的感情和感激已经渗透纸背。
书稿基本完成后，张海和吴培晏仔细地阅读了它，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更给了我拿出它的信心。
对张海和他的家人，我难以表达心中的感情，我想，对于朋友，也无须太多语言。
    还有三位我特别要提到的人。
我的丈夫郭振东，自始至终给予我支持；两次载我们去三江，并在艺术方面给我意见的叶一功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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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我的父亲潘久辉，他不仅是本书照片的主要拍摄者，更是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坚强后盾。
在此，向父亲深鞠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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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写这本《侗族芦笙传承人--张海》的时候，作者潘琼阁希望着力呈现一个生动的传承人，他的喜怒
哀乐，他的优点和缺点。
张海的口述部分，以及在采访期间的见闻，近乎琐碎。
作者却觉得，这样能够走近传承人，获得更鲜活的信息，收获侗族芦笙和芦笙传承人所带来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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