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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杰教授说，考察期间恰好遇到

一个纪录片摄制组，他们是吉林大学

文学院“看中国·吉林行”摄制组联合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纪录片导演Joao，

摄制组对关云德进行两天的跟踪拍

摄相遇，“他们有着强大的研究团队

及其现代化的航拍技术等，将此次考

察的过程拍摄成更具立体感的画面，

为我们的考察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

角和研究思路。”新学期，我们将与满

族企业家联合进行针对满族音乐文

化现存情况的调查和资料的挖掘。

“由于教师基础和条件的差异，民

族音乐学的课程设置比较随意，缺少统

一的标准、规范化的模式以及各学校之

间的交流，与国际教学理念存在很大距

离。民族音乐学研究必须以文化为支

撑，才能深入其精髓。目前国内音乐院

校的民族音乐学课程设置一直沿用欧

洲的模式，缺乏中国特色，希望今后增

加民族传统音乐的内容，增加传统文化

课程。”关杰认为，在教学中，从民族音

乐学理论到田野考察的实践，从具体的

音乐分析和记谱到对其音乐现象进行

整体的文化分析等，都要对学生作出

全面的引导和讲解。新学期，她将继

续探索专题研究方法的授课方式——

针对学生自己选择的相关研究问题，

不仅要阅读明白还要在全班讲述清

楚；不仅针对此问题做出文献综述，还

要陈数十篇研究主题和观点，充分发挥

学生的潜质和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

跨学科研究意识。 徐丽梅

民乐少年浙音“比武”
8月20 日—25 日，第六届全国青少年民族

乐器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在浙江音乐学院举

行。本次展示活动共有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共计167所院校的

1319个节目参加，经过专家组遴选，最终来自40

所院校的129个节目入围现场展演，共举办1场

民乐专场音乐会、8场展示音乐会、1场综合汇报

音乐会和4场专业教学示范课，是一次代表我国

民族器乐目前教育水平和最新教学成果的高质

量高规格的集中呈现。

在8月20日的开幕式上，浙江音乐学院国

乐团举行了专场音乐会，由指挥家吴强执棒，演

绎了《渔舟凯歌》《古槐寻根》《风之猎》《丝绸之

路》《云想花想》等一系列当代民族管弦乐精品，

音乐会在气势磅礴、旋律奔放的《延河随想》中

落下帷幕。通过全面展示我国民族器乐各专业

教学成果，促进师生相互学习和切磋，给予民乐

学子展示舞台，突出专业教学示范的引领作用，

此次活动特邀了民乐教育界的4位优秀专家进

行现场教学示范和指导，让现场师生得到更多

的教益。

全国青少年民族乐器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

动的前身为“文华艺术院校奖”全国青少年民族

乐器演奏比赛，创办于2002年，3年一届，已经

成功举办了五届。十几年来推出了一大批优秀

民族乐器演奏人才，对我国的专业民族器乐教

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活动的参与对象

涵盖本科、高职、中职等各层次民族器乐专业在

校学生，突出一线教师的地位和作用。

首届低音提琴研讨会举行
8月7日，首届“全国低音提琴艺术专业研

讨会”暨第四届“唐韵嘉华国际低音提琴艺术

节”在大连大学音乐学院落幕。

8月5日，在首届“全国低音提琴艺术专业

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省市10大音乐学院、30

个乐团和21所高校的低音提琴专家就中国低

音提琴基础教学（中小学教学）中的难点及相关

解决办法、低音提琴专业大学生教学培养方向

的相关意见和建议、乐团对低音提琴演奏员的

要求及乐团用人标准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对接情

况或相关建议三个议题各抒己见，并给出了具

体可行的建议。

在专家音乐会上，来自各国的青年低音提

琴演奏家带来了激动人心的演出，让选手们看

到了自身努力的方向，对所学习的专业有了更

加直观的感受和认识。西安音乐学院教师杨

夏、韩国青年低音提琴演奏家金南均、中国爱乐

乐团低音提琴演奏家王睦冬为全体参加比赛的

选手进行独奏和乐队片段大师课授课，为现场

10位不同年龄段选手进行了示范演奏和专家点

评，给选手们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指导，得到大家

的一致好评。

活动期间，来自全国的低音提琴选手进

行了友好比赛，来自全国各省市 10 大音乐学

院、30 个乐团和 21 所高校的低音提琴专家担

任评审团，为近 20 组逾 200 名参赛选手进行

专业评分。

山艺代表团赴日交流
今年正值山东省与日本山口县缔结友好

省县关系35周年之际，近日，由6名教师和8名

学生组成的山东艺术学院演出团应邀赴山口

县参加“青春洋溢汇聚多元文化传统文艺节”

演出活动。

在山口县教育会馆，中、日、韩举行了三方

联合演出，由山艺演出团的《齐风鲁韵》开场，舞

蹈以海洋秧歌、鼓子秧歌为载体，诠释了新时期

齐鲁大地的独特风韵。山艺师生还演出了笙独

奏《出水莲》、中阮独奏《剑器》、笛子独奏《凤阳

歌绞八板》以及舞蹈《踏歌》《秦王点兵》《齐鲁乐

舞》等节目。中日韩三方联合出演，均展示出了

本国文化的特色，日韩方相继登场，日本歌唱节

目民谣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合唱，韩国的舞蹈也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后大轴节目由中

日韩三方一起表演，全场气氛沸腾。

从田野到课堂
——民族音乐学教育新路径

近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族音乐学教授关杰带领博士学生，赴长春市九台区其塔木镇的腰哈什蚂屯对萨满音乐传

承人关云德制作萨满鼓的全过程进行了实地考察；对黑龙江流域的赫哲族音乐进行了现场采风与调研。

由音乐到文化艺术
关杰介绍，萨满祭祀是

东北各民族古老的祭祀方

式，鼓是祭祀活动中最重要

的祭器之一。通过现场观

看萨满鼓选鼓皮、制鼓圈、

蒙皮和制鼓的详细过程，从

而更深入了解这件乐器的

音乐、人文特性，将全新的

影像制作过程纳入研究。

关云德是满族神鼓技艺的

第十三代传承者，家族自古

以来就有维修和制作神鼓

的传统，目前收藏的最老的

鼓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在

关云德的制鼓工作室里还

有东北地区蒙古族、鄂温克

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陈汉

军旗神鼓等等。许多的鼓

面上都画图案，有装饰性

的，也有根据想象创作的神

像和图腾。

关云德自幼受家族长

辈影响，从小便习得满族的

传统手艺剪纸。书房的墙

上挂满了各种类型的剪纸，

其中一副四十多米长、根据

萨满神话创作的《天宫大

战》于 2013 年荣获全国 11

届民间文艺“山花奖”，他的

剪纸让更多人得以了解满

族艺术。

在政府投资一百万建

成的关云德满族博物馆，陈

列着各种各样满族的艺术

和生活用品，这些藏品是关

云德几十年间自费在民间

农户手里买回来的，小到一

个发钗、首饰，大到酿酒缸

和花轿，反映了满族传统生

活的方方面面。

关云德根据满族的建

筑风格在自己居住的村里

建造了一处瓦房，有按照

满族传统砌成的南北炕，

西向摆放神位，神位下面

有一个老式木箱，里面存

放着家族祭祀用的所有祭

器，其中的鼓和腰铃已有

百年之久。

“作为一位农民、三个

儿子的父亲，关先生几十年

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都用

在了对满族传统文化的拯

救和保护中，这种精神十分

令人钦佩。”民族音乐学博

士研究生王丽娟深有感触

地说，随着人们生活方式

的改变，满语逐渐衰退，许

多萨满已不会满语，这样

就使得萨满传承过程中的

神歌已逐渐异化甚至扭曲

神歌的原意，为神歌的研

究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萨

满神歌是萨满祭祀中重要

的部分，是曲与词的融合

体，因此，挖掘整理神曲成

为研究萨满音乐文化的重

点和难点。

传统文化是民族音乐精髓

关云德手工制作萨满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