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头琴是

世界上唯一有脑

袋的乐器，有脑

袋就有灵魂。那

一把把马头琴，

在我眼里都是活

生生的生命。”马

头琴演奏大师

齐·宝力高如是

说。在众多乐器

中，马头琴是最

能代表草原文化

的符号。如今，

马头琴已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人类口头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作为马头琴

的非遗传承人

齐·宝力高和他

的学生们让马头

琴美妙的声音传

遍了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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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天地对话的乐器
马头琴是一种两弦的弦乐器，蒙古语称“绰

尔”。琴身是木制的，长约1米，鸣箱呈梯形，因

琴杆上端雕有马头而得名。声音圆润，低回婉

转，音量较弱。

马头琴的名字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

一位牧人为怀念死去的小马，取其腿骨为柱，头

骨为筒，尾毛为弓弦，制成二弦琴，并按小马的

模样雕刻了一个马头装在琴柄的顶部。

从《蒙古秘史》《元史》中的记载来看，成吉

思汗至忽必烈时期，蒙古民族乐器尚以弹拨乐

器为主，元代的蒙古军人和牧民，善弹火必思，

喜跳集体踏歌。当草原游牧音乐迅猛发展之

后，马头琴这件拉弦乐器便脱颖而出，得到广泛

普及，并且最终取代弹拨乐器的地位，成为蒙古

民族最具草原特色的民间乐器。

马头琴是演奏蒙古古代长调最好的乐器，

它能够准确地表达出蒙古人的生活，如辽阔的

草原、呼啸的狂风、悲伤的心情、奔腾的马蹄声、

欢乐的牧歌等。

齐·宝力高认为，马头琴是能和天地对话的

乐器。草原人赋予马头琴生命和灵魂，而马头

琴用它那渗透世间悲欢离合的苍劲乐声，为草

原人消愁解难，替他们诉说衷肠。

马头琴奏响维也纳金色大厅
齐·宝力高穿着时尚、装扮新潮，一点也看

不出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出生于通辽市科

左中旗哈拉胡少村的齐·宝力高，4岁就迷上了

音乐，7岁时，父亲请木匠为他做了潮尔和四

胡。不识乐谱的齐·宝力高，抱着心爱的乐器，

凭着感觉一遍遍地练习，1年后，他就能和民间

艺人合奏几十首民歌了。

1958年，他被内蒙古实验剧团（后改为歌

剧团）选中，开始走上专业化的艺术道路。此

后，他在艺术道路上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并荣获

众多奖项：被中国文联、原文化部授予双重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号；荣获世界音乐和平奖、

世界游牧文化最高奖——成吉思汗奖等多项国

际大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支马头琴乐队；在世

界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了全世界

第一场马头琴专场音乐会，成为去金色大厅的

第一位马头琴演奏家。他曾出访过亚、欧、美、

非四大洲，在世界各地共举办过千余场独奏音

乐会，被誉为“亚洲的马头琴帕格尼尼”。

赋予马头琴新生命
布和是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马

头琴制作技艺的第四批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呼

和浩特市骏马乐器厂的制琴师。布和说，马头

琴的制作工序特别繁琐，从最开始选料到最后

安装琴码，要经过115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不

能马虎。

齐·宝力高认为，内蒙古地区传统的旧马头

琴，音质不标准、音色不清晰、音量小，由木条制

成的弓子很难适应高难度的演奏要求。出于对

演奏的精准要求，他对马头琴进行了3次大的改

进。第一次是将马头琴定音鼓的皮改为蟒皮，增

加了马头琴的音量，扩大了音域；第二次是将蟒

皮面马头琴改为梧桐木面。这次改进后的马头

琴，在重奏、齐奏、协奏乃至与交响乐队合奏时，

音质音色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极具穿透力；第

三次在马头琴演奏方法里加入了小提琴、二胡、

四胡、大提琴及原来没有的跳弓、击弓、碎弓、抖

弓、连跳弓、砍弓、连砍弓等弓法技艺。

齐·宝力高对马头琴的改进得到了大多数

制琴师的认可。布和说：“齐·宝力高老师赋予

了马头琴新的生命。改进后的马头琴得到了大

多数音乐爱好者的认可，现在老工艺几乎被改

进后的新工艺取代了。”

作品源于草原生活
马头琴的优秀曲目很多，传统的琴曲风格

多样，富有草原特色，曲调委婉，多是描绘自然

风光或对马的歌唱，如《朱色烈》《凉爽的杭盖》

《四季》《牧马人之歌》《走马》等。蒙古族也

有许多杰出的马头琴演奏家，他们在

继承、发展马头琴艺术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较

著名的就有色拉西、桑都仍等。

齐·宝力高是桑都仍的学生，他的演奏风格

热情奔放，雄浑沉实，是内蒙古新一代马头琴学

派的杰出代表。他创作了许多马头琴曲，其中

一些独奏、协奏曲早已成为金曲，如《万马奔腾》

《鄂尔多斯高原》《回想曲》《草原连着北京》《初

升的太阳》《大草原》等，同时他创作的歌曲《锡

林河》《难忘》《马头琴之歌》《忘不了》等也已成

为家喻户晓的歌曲。

他的作品全部源于草原生活，最引人瞩目

的是由他创作的《万马奔腾》，让人对蒙古马充

满了崇拜之情。“创作《万马奔腾》源于我对蒙古

马牺牲精神的感动。”齐·宝力高说。

6万人爱上马头琴
“齐·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是内蒙古自

治区政府建立的世界上第一所公立的马头琴艺

术高等教育学院，刚开始学院只有30名学生，

开办第二年就有了50名学生，现在已经拥有一

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鄂尔多斯市歌舞剧院艺术总监、国家一级

演奏家巴图吉日嘎拉就是齐·宝力高的学生。

从事艺术工作以来，他创作了许多具有浓郁地方

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其中《飞翔吧！鄂尔多斯》

在全国百家城市电视台音乐展播评奖活动中获

得了创意金奖，人们称他为内蒙古西部鄂尔多斯

高原马头琴演奏风格奠基人之一。他说，这些成

绩都得益于齐·宝力高老师的教诲。

“马头琴发展到今天，在全世界已经有近6
万人在演奏了。相信随着我们的推广，世界各地

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上马头琴。”齐·宝力高说。

马头琴的美妙声音传遍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