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娜仁格日乐 拯救蒙古筝 唱响草原曲 

来源：文汇报 

作者：文汇报驻内蒙古实习记者 麻宣仪 

 

古希腊有一句格言：「性格即命运」，成为「性格铸就命运」最原始的解说。娜仁格日乐的蒙

古族血液中流淌着善于拚搏的民族气质，使她一生永不甘受命运所左右，一路由草原牧区的普

通女孩，成长为事业成功的音乐家——中国蒙古筝代表人物。 

    娜仁格日乐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古筝学会副会长、中国北

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管弦乐学会古筝专业委

员会常务理事，曾经多次在香港、台湾、蒙古国等地进行演出，

40多年来培养出来自法国、日本、蒙古、捷克的近 200余学生。

曾发表《雅托噶教材》、《具有悠久传统，音韵优雅的蒙古筝》、

《雅托噶简介》论文、《雅托噶源流考》等论著。 

    改革蒙古筝 国家嘉奖 

    为了挽救面临失传危机的蒙古筝——雅托噶，娜仁格日乐自 1985年起全面改革蒙古筝，该

科研成果于 1990年获得国家文化部「科技进步奖」、1993年获得内蒙古文化厅「科技成果奖」，

对传承蒙古筝贡献卓著。 

    娜仁格日乐出生在内蒙古兴安盟一个普通的牧民家中，1957 年成为内蒙古艺术学校第一批

学生。1958年，由内蒙古艺术学校转赴沈阳音乐学院深造古筝专业（汉代古筝）。 

    娜仁格日乐回忆起沈阳音乐学院时笑称：「当时班上同学都是专业院校考入的，专业基础比

较扎实，大部分具备多年古筝演奏基础。唯独我是由三弦琴专业转到古筝专业，基础相对薄弱。」

面对和同学间的差距，娜仁格日乐骨子里永不言败、志在必胜的蒙古族「血性」，使她坚持刻苦

习筝，基本功日益娴熟，最终成为古筝专业的佼佼者。 

   1960年，娜仁格日乐以两年时间提前完成 4年学业，并接到沈阳音乐学院留校任教的邀请，

但她婉言谢绝，选择回到内蒙古艺术学校执教。同年，娜仁格日乐师从演奏蒙古筝代表人物——

札木苏，开始学习蒙古筝，为她日后传承弘扬蒙古筝奠定坚实基础。 

    师从老艺人 四载寒窗 

    蒙古筝即雅托噶，是流行在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伊克昭盟一带的古老民族乐器，早在元

代就流行于宫廷和民间；其表现力十分丰富，结构、音阶排列、演奏风格等和汉族筝不同，是

中国筝的一个流派；蒙古筝有 12根弦（用于宫廷或庙堂）和十根弦（流传民间为民歌伴奏）两

种。札木苏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自幼跟随外祖父达木林——德王乐队的乐手学

习蒙古筝。 

    娜仁格日乐表示：「学习蒙古筝的 4年期间经历了许多艰辛，也许性格使然最终坚持下来。

1960 年，正值中国自然灾害，是最困难的时期，校长却给我下了任务——将蒙古筝的指法、技



巧、历史等等，以及札木苏老师个人的经历全部记录备案。当时国家对牧区的政策比城市好，

规定每月 18斤粮食。札木苏老师从牧区来内蒙古艺术学校给我教学时，带着奶豆腐、羊肉等食

品，一、两个月吃完后再返回牧区。就这样断断续续一直坚持了 4年，终于在 1964年基本完成，

又在 70年代后多次下盟市演出，在演出中完善未成熟的技艺。」如今算起来，娜仁格日乐的「抚

筝」生涯，「弹指」已近半个世纪。 

    一度「要挟」辞教 「复活」古筝专业 

    古筝在「文革」期间被看做为王宫贵族服务的宫廷音乐受到压制。1971至 1972年间，内蒙

古艺术学校开始陆续招生，但唯独不开办古筝专业。娜仁格日乐对此表示：「其实古筝是民间的，

本身没有生命。它不是阶级敌人，谁喜欢用都可以，工农兵可以，外国人也可以。」不开办古筝

专业对于古筝老师来说，就像失去舞台的演员，那段日子让娜仁格日乐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 

    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整个中国的非常时期，当时内蒙古艺术学校的时任校长，毕业于上海音

乐学院的民族音乐专业，却被安排到教务处编制课程表。他私下鼓励娜仁不能放弃古筝，并建

议共同创作古筝曲目。于是，《欢乐的挤奶园》、《剪羊毛》等几首优秀的古筝曲目，都成为那个

艰难岁月的产物，并在内蒙古电台录制。但「地下活动」毕竟不能真正扭转人生逆境。 

    感动领导 恢复招生 

    面对如此逆境，娜仁格日乐主动找到文化局的相关领导要求调动工作：「那时没有文化厅，

只有文化局，我就找到了文化局。去的时候文化局的四个领导都在，我就讲了学校和自己当时

的基本情况。内蒙古艺术学校现在不开办古筝专业，可以把我调到内蒙古歌舞团演出，或者调

到电台文工团，老了还可以当编辑。」 

    几个领导听罢没有即刻表态，时任局长深思片刻后语重心长道：「你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少数

民族艺术人才，哪都不能去，更不能离开学校。现在正是文革期间，培养一个艺术人才不容易。

如果去歌舞团只能临时演出，最好还是别去。电台更是政治性单位，你去那里工作后，学校需

要你时怎么解决？我现在就马上给学校打电话，内蒙古艺术学校今年不开办古筝专业，明年一

定要办。」于是，娜仁终于走过了人生最低迷的阶段，内蒙古艺术学校于次年恢复了古筝专业招

生。 

    授课蒙古国 声压朝鲜筝 

    蒙古国（外蒙古）曾经邀请朝鲜老师金安孙，用长达 7 年时间在本国普及朝鲜筝，在以后

相当长时间里蒙古国一直用朝鲜筝弹奏蒙族乐曲。当时蒙古国使用朝鲜筝的琴弦最多为 12 根，

与 21根弦的中国筝相比，其演奏技巧相对简单。娜仁格日乐是将中国古筝带到蒙古国讲学的第

一人，自她 1990年为期 6个月的讲学之后，蒙古国开始大量普及中国古筝，朝鲜筝逐渐被取而

代之。目前，蒙古国的绝大部分沿传了中国筝的弹奏技巧，但同时也将中国筝和朝鲜筝的技巧

相结合。 

    讲学半年 绝艺远播 

    1990年以前，蒙古国对 21根弦的中国古筝产生浓厚兴趣并购买下来。问题在于中国古筝的

乐谱一律使用简谱标示，而蒙古国的乐理却通用五线谱，另外蒙古国对汉代音乐不了解，所以



运用中国古筝非常困难。为了提高国民音乐素养，蒙古国向中国教育部发出正式书函，邀请中

国派遣古筝老师到访讲学，传授中国古筝技艺。 

    于是在 1990年，娜仁格日乐赴蒙古国讲学，为期半年。她随身携带两种古筝，一是汉代筝，

一是蒙古筝。上课期间两种古筝的弹奏技巧和方法都有涉及。 

    回忆起那段充实而且忙碌的往事，娜仁说，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当时蒙古国那个学校学习

中国古筝的学生非常多，一个班 41个人，教学任务都由我一个人完成。连学校的音乐老师都要

教，买生活用品的时间都没有。他们的音乐老师只有星期日讲一天课，平时都不用讲课。最后

实在吃不消才向校长提议，自己选择了 15个条件好的学生小班授课。」  

招生冷清 筝「徒」堪忧 

    68岁的娜仁归纳当今蒙古筝发展面临的四大隐忧： 

    首先，艺术学院中绝大部分学生学习汉代筝，而蒙古筝专业异常冷清。另外，蒙古筝是边

弹边唱的蒙古族民间乐器，乐谱也是用蒙古族文字编注。娜仁建议，多招收蒙古语熟练并会唱

蒙古民歌的蒙族学生。 

    其二：牧区信息闭塞，得不到招生信息。目前，内蒙古一些大中专院校招生时，仅在个别

盟市的星级酒店开设招生点，这十分不利于招收牧区蒙族学生。娜仁建议到各个牧区甚至蒙古

包招收学生。 

    其三：目前，中国没有制造蒙古筝的正规大型厂家。扬州乐器厂曾经制作两台蒙古筝，娜

仁参加台湾传统艺术节演出后将其中一台留在台湾。 

    其四：市场经济环境下，古筝研究学者极少。蒙古筝需要更多艺术人才加盟和研究，将其

传承永世。 

    娜仁格日乐 简历 

 1939年：出生  

 1957年：内蒙古艺术学校第一批学生  

 1958年：转读沈阳音乐学院古筝专业  

 1960年：内蒙古艺术学校古筝专业任教  

 60-64年：师从民间艺人札木苏，学习蒙古筝  

 1985年：全面改革蒙古筝  

 1990年：赴蒙古国讲学，为期半年  

 1990年：获国家文化部「科技进步奖」  

 1993年：获内蒙古文化厅「科技成果奖」 

    现为内蒙古艺术学院副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古筝学会副会长、中国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

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管弦乐学会古筝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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