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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 城 琴 韵
乔文汇

塔城在哪儿？新疆在中国西北，塔城地

区在新疆西北，塔城市则在塔城地区西北。

也就是说，亚欧大陆腹地，位于中国与哈萨

克 斯 坦 边 境 ，中 国“ 最 西 北 ”的 城 市 ，便 是

塔城。

莫道尽唱西北谣，琴韵悠扬入云霄。在

塔城，人们喜爱歌舞，生活中少不了音乐。

手风琴随着贸易往来传入这座边境城市，因

其携带方便，音乐表现力好，既可独奏，又可

参 与 重 奏 、合 奏 ，故 而 在 当 地 得 到 广 泛 普

及。广场、公园、社区、校园、牧场、田间⋯⋯

手风琴声传遍塔城每个角落。当地人笑言，

琴声甚至会从农户烟囱里飘出来。

时光，镌刻在键盘里；生活，流泻在琴韵

中。每天，塔城被琴声唤醒，又在琴声中入

眠。塔城的各族人民热情、淳朴、乐观、包

容，以手风琴抒发心志、抚慰身心、寄托情

感、赞颂生活。

置身“西北尽头”，琴声温暖心头。细细

品味，塔城琴韵大多直抒胸臆，明快奔放。

这琴声，飘荡在山水间，回响在丝路上，流淌

在心坎里。

山水间

在塔城，手风琴总与山水相伴。塔城得

名于塔尔巴哈台山，五条河流穿城而过。山

水赋予塔城独特魅力，又因塔城琴韵而生出

诗意。

公园绿地、山谷草原、河湖岸边，不时会

飘来欢快的手风琴声。当《美丽的塔尔巴哈

台》奏响时，人们纷纷起舞，边跳边唱，沉浸

在琴声中，陶醉在歌声里。

山伫立，水蜿蜒。塔城人对家乡的爱，

有一份留给了手风琴，还有一份留给了山

水。居民努尔古丽·朱玛别克说，琴声最动

听的时候，就到了山花最烂漫的季节。

塔城人将水视为“琴弦”，倍加珍爱。因

五河穿城、众泉涌流，这座城市被誉为“五弦

之都”“千泉之城”。五河最西边的乌拉斯台

河经过综合治理，串联起楼宇、街路、公园，

以及沿河的快活园、知文园、友谊园、闻琴

园、丝路园和文化广场等滨水景观。

在塔城人看来，河流综合治理犹如对琴

弦进行保养，以使其始终保持美妙音色，而

沿河景观则如琴弦上美妙的音符。塔城市

自然资源局空间规划中心副主任宋静说，今

后还将对其他四条“琴弦”进行保养，让五弦

音色更清澈、透亮，让“五弦之都”的旋律更

动人、更悦耳。

居民木拉提·居玛最喜欢在乌拉斯台河

边弹唱，《丁香塔城》是他的“循环单曲”。“丁

香花盛开的地方，那是我可爱的家乡。伴着

轻柔的春风，丁香花在飘香⋯⋯”在手风琴

伴奏下，他的歌声总能引人驻足，渐渐地，独

唱变为大家齐声合唱。“环境更好了，笑声就

更多了，歌声也更响亮了。”木拉提·居玛说。

塔城人将山视为“琴身”，精心呵护。塔

尔巴哈台山雄奇壮美，逶迤起伏的山峦，犹

如跃动的五线谱。这里被誉为“野生植物基

因库”，夏日里，芍药、百合、玫瑰、郁金香等

竞相绽放。午后山间，用手风琴演绎一曲

《留恋塔城》再合适不过：“塔城的天空蔚蓝，

塔城的草原无边，塔城的泉水甘甜，塔城的

花儿娇艳⋯⋯”

青山巍巍，碧水盈盈，塔城山水如画。调

查统计表明，今年上半年，塔城市空气质量优

良率达 100%，没有被污染的土壤地块。“天蓝

得过分，花开得放肆，水清得透明，草绿得养

眼。”在各类文旅推介会上，塔城人这样自信

地介绍自己的家乡，还常在现场以手风琴演

奏《好客塔城》《塔城的阳光》《美丽的塔尔巴

哈台》，久久回荡的塔城旋律，令人难忘。

山为琴，水为弦，山水塔城曲正酣。

丝路上

坐落在中哈边境的塔城，曾是丝绸之路

上的重要通道，见证了古丝路的文明交流、

贸易繁荣。而手风琴的诞生、传播与发展也

与丝绸之路有着不解之缘。它是东西方音

乐交流的重要角色之一，同样见证了丝路的

繁华盛景。

如今，这片琴音不辍的土地上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塔城市站在中外交流的前

沿，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节点。

2020 年 12 月，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获批成立，塔城地区成为新疆首个、全国第

九个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奏响了开发

开放、高质量发展新乐章。

活力涌动，琴声为证。两年多来，塔城

市庆贺项目签约、开工、投产的手风琴声越

来越频密，越来越激昂。一如《美丽的塔尔

巴哈台》所唱的：“塔尔巴哈台，美丽的故乡，

幸福和欢乐飞腾在我的胸怀⋯⋯”

历史的回声，伴着塔城的琴声。距塔城

市区 10 余公里的巴克图口岸，是我国连接哈

萨克斯坦及中亚各国最便捷的口岸之一，已

有近 260 年通商史。据说，手风琴就是经巴

克图传入塔城的。塔城的琴声，最早在巴克

图奏响。

在琴声中，百年口岸焕发出崭新风采。

2013 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巴克图口岸开

通全国首个农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农

产品通关时间从以前的 3 天缩短至 3 个小

时。近年来，立足东联西出的区位优势，在大

力开展加工贸易、加速开拓国际市场基础上，

巴克图口岸正由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

西陲的风声，伴随着塔城琴声。塔城市

所在的塔城地区具有丰富的风能资源，那处

被称为魔鬼风区的“老风口”，每年 8 级以上

大风天气达 180 天。今年以来，当地“乘风前

行”，破题发展新能源装备制造业，打造面向

中亚的风电出口制造装备基地，首台风力发

电机组成功下线。风声交织着琴声，正转化

为产业发展的“潮声”。

渤海的涛声，和着塔城的琴声。地处渤

海湾的辽宁省对口支援塔城地区，眼下，位

于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先行发展

区内的辽宁援疆产业园正在加紧建设中，预

计明年年底竣工，为塔城地区高质量发展贡

献辽宁力量。因对口援疆机制，我们常能看

到，辽宁地方戏曲与塔城特色歌舞同台演

出，两地演艺人员同唱一首歌，同弹一支曲。

“⋯⋯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在援

疆路上的大军里，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

在 2023 塔城市第三届手风琴文化艺术节开

幕式上，沈阳市第七批援疆工作队在手风琴

伴奏下，演唱了改编自《祖国不会忘记》的

《援疆之歌》，唱出了援疆干部人才对边疆各

族群众的深情厚谊，把受援地当作第二故乡

的心声，道出了“万里山河辽疆情”。

丝路悠悠，琴韵绵绵。塔城的琴声在丝

路回响，飘向远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手风琴联盟艺术委员会主席、意大利著名手

风琴演奏家米高·帕塔里尼到访塔城时激动

地说：“透过琴声，我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我

看到了新疆的美，看到了各族人民的热情，

看到了这座美丽的中国手风琴之城，相信塔

城会越来越好。”

塔 城 琴 韵 ，见 证 发 展、展 现 自 信、道 出

期盼。

心坎里

“我们以琴为名、欢聚一堂，以琴会友、

交流互鉴，以琴为媒、宣传推介，真正让塔城

成为令人向往的‘诗和远方’。”今年 8 月，在

2023 塔城市第三届手风琴文化艺术节开幕

式上，塔城地委委员、塔城市委书记王东升

的一席话引发共鸣。

如果一座城市有音乐萦绕，城的气质、

人的气质就会不一样。参加本届手风琴文

化艺术节的专家说，学习手风琴，不仅仅是

学 艺 ，也 是 一 种 沉 淀 内 心 、提 升 修 养 的 方

式。琴韵滋养城市，流淌在每一名居民的心

坎里，助力塔城打造团结之城、人文之城、绿

色之城、开放之城。

为守护城市“琴脉”，塔城市推出一系列

举措，特别是在第三届手风琴文化艺术节期

间，组织本地手风琴演奏者与北京、银川、厦

门、呼和浩特、大连、太原、杭州、重庆、昆明、

西安 10个城市的手风琴演奏者联动，通过“线

上+线下”方式，4528人共同奏响了《我和我的

祖国》，创下“大世界基尼斯”新纪录。

参加本次合奏的线下手风琴演奏者中，

年龄最大的有 80 岁，

最小的只有 6 岁；

还有来自俄罗

斯 、哈 萨 克

斯 坦 、芬

兰 、新

西兰、

意 大 利

的手风琴艺

术 家 。 合 奏 总

指挥、中国音乐家

协会手风琴学会会长

李聪说，塔城市把手风琴

发展成了一个文化品牌，可

以强烈感受到塔城人民对手风

琴发自心底的热爱。

道 吾 然·对 山 汉 是 当 地 有 名 的

“琴痴”，也是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创始

人之一。年过五旬的他，自 9 岁时拥有第一

架手风琴起，便与这种乐器结下不解之缘。

这么多年来，他收藏了逾千架手风琴，“一和

手风琴在一起，就忘掉了时间”。在他看来，

手风琴是有生命的，必须用心去呵护。

“要让更多人通过手风琴，感受生活的

美好。”这位手风琴爱好者、收藏者和维修

者，长年义务给孩子们授课，传播手风琴知

识。“听着手风琴声长大的孩子会与众不同，

手风琴能点燃孩子们对学习的热情和对生

活的热爱。”道吾然·对山汉说。

塔城琴韵，流淌在人们心坎里，滋养着

这一方土地。这座手风琴之城，如何弹奏出

发展的乐章？笔者在塔城走访，探寻答案，

得出八个字：以琴兴城、以乐赋能。

以琴兴城。手风琴作为塔城的一张名

片，可发挥“引客流”的作用，让更多人了解

塔城、走进塔城、喜欢塔城，比如到“中国最

大的手风琴博物馆”——塔城市手风琴博物

馆打卡。另外，还可“引产业”，比如在培育

手风琴艺术培训、手风琴演出业等的同时，

将手风琴制造作为特色产业进行培育，丰富

塔城“手风琴名片”内涵。

以乐赋能。音乐艺术的滋养，持久而不

着痕迹，能转化为一种发展软实力、潜在的

能量。谱写乐曲，讲究谋篇布局、起承转合；

演奏乐曲，重在密切配合、把握节奏，这与推

进产业发展有某种相通之处。也许，在建设

“法治民主、多元开放、宜居宜业、繁荣富裕”

塔城的征程上，背后就有音乐的力量。这些

发自心底的弹唱，往往传得更远，意蕴更加

悠长。

岁月流转，踏歌而行。在山水间、在丝

路上、在心坎里，塔城琴韵愈显铿锵，余音

绕梁⋯⋯

和和““ 金 熊 猫金 熊 猫 ””一 起 看 世 界一 起 看 世 界
刘 畅

影视不仅是娱乐，也是一种世界语言，是文明

互鉴的一扇窗，是文化交融的一扇门——

“我出生、成长在阿根廷，在《波斯语课》中说法

语、德语，现在又获得了中国的一个奖项，来到了成

都。”电影单元最佳男主角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

亚特说。

不久前，首届金熊猫奖评选活动在成都举行。

一场光影流动的盛宴把世界影视带入了“四川时

间”。在面向全球征集的 7024 部影视作品中，国外

作品 4927 部，占比 70%，涵盖五大洲共 104 个国家

和地区，国外评委人数不少于评委总数的 40%。最

终产生的获奖作品和获奖者，同样来自全球各地。

“电影本身就是合作产生的艺术，交流和融合是电

影创作的正常形态。”在首届金熊猫国际文化论坛

上，中国导演乌尔善说，《封神》三部曲的拍摄和后

期制作等由来自 21 个国家的主创、演员和工作人

员一起合作完成，他们被中国神话故事所吸引，共

同创作影片。通过国际交流和不同文化的融合，电

影创作才能始终充满活力与创造性。

文化无形，却有力量。乌尔善说：“我们非常希

望以当代电影的方式，把中国最经典的神话呈现给

海内外的观众，希望它能够跨越文化差异，走向世

界各地。”

香港导演唐季礼说，从古至今，中国故事一直

被全世界关注和喜爱。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早就通

过丝绸之路展开；“中国电影走出去”在不同的年代

都对世界电影形成了现象级的影响。

上世纪 70 年代，李小龙的电影轰动了欧美市

场，中国功夫的特殊魅力让欧美观众产生了极大

兴趣。此后，成龙的功夫喜剧电影也形成了全球

热潮。2000 年之后，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张艺

谋导演的《英雄》和《十面埋伏》等，使中国武侠电

影里的古典传统美学、东方含蓄的情感表达，仁义

礼智信的中国传统文化都得到世界观众的认同。

此外，动画电影《功夫熊猫》《花木兰》等也都选

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素材进行创意和加工，

并获得巨大成功。以影视作品为载体是文化沟通

交流的绝佳方式，不但全世界的电影人可以共享中

国与世界电影市场的红利，开发出更好的中国故

事，中国人也在通过优秀的海外影视作品了解世

界，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和传统。

影视作品里，那些让人动容的瞬间，就像石子

敲击心灵，经过流泪、大笑、悲伤与反思，实现了跨

时空的共鸣。河北广播电视台青年导演刘江江凭

借电影《人生大事》获得了首

届 金 熊 猫 奖 电 影 单 元 最 佳 导

演奖。刘江江在获奖感言中说，许

多情节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亲人的给

养。众多获奖作品皆是用光影切入历

史片段和生活日常，既关乎文明薪火、

家庭亲情的叙事，又生动展现了创作者

对艺术的追求，以及对人类情感真、善、美

的表达。

世界影视跨越山海“集结”四川，对四川影

视产业而言，是思维的碰撞，是创意的摩擦。获得

本届金熊猫奖最佳纪录片的是一部名为《大熊猫

小奇迹》的作品，该片讲述了中美两国大熊猫研究

者在 30 余年的时间里，如何共同攻克人工饲养条

件下大熊猫繁殖的难题，以及为大熊猫野化放归等

工作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展现了两国文化的碰撞与

融合。

“金熊猫”之于四川，不仅是一场影视作品的竞

技之约，也是一次传递天府之美，深化人文交流的

盛会。影视作为桥梁，帮助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

理解和欣赏，推动文明交流超越文化隔阂。大熊猫

又一次成为促进交流、推动文明互鉴的“使者”。

99 月月 2020 日日 ，，首 届 金首 届 金

熊猫盛典现场熊猫盛典现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江宏景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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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一角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一角。。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乔文汇乔文汇摄摄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邮箱：jjrbdz@jjrbs.cn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热线：58392178 发行热线：58392172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4∶45 印完时间：6∶15 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