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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勒泰地区的传统乐器叶克勒的分析研究 
苏尼罕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010022) 

摘要：本次田野调查重点考察叶克勒这一独具特色的古老传统民间乐器，对蒙古族的传统音乐文化做一些了解。本次田野调查

采用了以时间的发展为调查顺序，依次记录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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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9 年 10 月 16 日由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呼格吉勒图教授

领导并组织的，关于考察阿勒泰地区禾木村的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

的调研小组，展开了为期一周的田野调查工作。本次田野调查成员

除呼格吉勒图教授以外，还有他的四位研究生。田野考察的目的是

以了解当地蒙古族的传统乐器叶克勒。 

阿勒泰地区位于中国西北边陲，面积 11.7 万平方公里，东西宽

402 公里，南北长 464 公里。西部与哈斯克斯坦、西北部与俄罗斯、

东部与蒙古接壤，边境线长 1145 公里。南部与昌吉回族自治州，

西南部与塔城地区相邻。而且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古老的双声管乐

器冒顿潮尔在阿勒泰地区被发现后，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

可见这里还是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一、在禾木村 

2019 年 10 月 16 日上午，我们一行五人从呼和浩特乘坐 CZ6181

航班飞往新疆乌鲁木齐，由此踏上了我们本次的田野旅程。 

10 月 18 日早上，我们出发前往布尔津县，前往我们本次田野

考察的目的地——禾木村。禾木村位于北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

喀纳斯湖东侧约 30 公里处，是中国蒙古族图瓦人的主要聚居地。

禾木的意思为“熊背上肥美的油”，因为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优美，

且还被称为“神的自留地”。 

10 月 19 日早上九点半，我们准备拜访一位演奏叶克勒的民间

艺人。她叫托尔拉，生于 1940 年，已经是一位高龄老人。我们步

行来到了老人的家，对于我们的到访，托尔拉老人显得非常高兴。

通过谈话我们得知，老人的儿子儿媳都已不在人世，老人虽然还有

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但是孙子常年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教书，只有

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住上十天。平时家里只有老人和孙女俩相依为

命。孙女的身体也不是很好，自小体弱多病，所以关于叶克勒的家

族传承，除了托尔拉老人没有人再继续演奏了。巴图巴雅尔老师向

老人说明了我们此次的来意，老人听完很是激动，忙叫孙女从另一

个房间拿过来叶克勒，开始给我们展示她的乐器。 

 
笔者与托尔拉老人合影 

二、叶克勒 

叶克勒是阿勒泰地区民间广为流传的古老弓弦乐器之一，目前

已经处于濒危状态。它的琴箱的外形与当地牧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

的水瓢和木勺有些相似，呈梨形状，弓子是弯形的，采用红木制作

而成，用马尾来将弯弓的两端连在一起，拉出来的音色沉闷而柔和。

叶克勒的制作方法是先在整块儿木料上挖出整个琴身，然后再在挖

空的音箱上覆盖山羊羔皮。叶克勒的琴柄上并无品位，空洞的长方

形琴头上，绘有本部落、苏木的独特记号。琴弦是用两根粗细不同

的马尾做成的。 

托尔拉老人演奏的叶克勒总长为 95cm，琴箱宽度为 15cm，琴

箱长度为 36cm,琴箱最厚处为 5.8cm，琴杆长度为 42cm，琴杆最宽

处为 4.2cm，琴杆最窄处为 3.5cm，琴头总长度为 17cm，琴头宽度

为 4.5cm，琴头厚度为 3cm，琴头至上码为 24.5cm，琴轴总长度为

13cm，琴轴握把长度为 6.5cm，琴轴最窄处为 0.3cm，琴轴最宽处为

2.5cm，上码长度为 3.5cm，上码高度为 0.6cm 下码长度为 2.5cm，

下码高度为 2.5cm，弦距为 2.6cm，上码至下码弦长 58.4，下码至拉

线板弦长为 20cm。琴弓总长度为 57.5cm，琴弓最宽处为 8cm，琴弓

最窄处为 1cm，弓弦长度为 55cm。 

有关叶克勒的文献记载，清代称其为“伊奇里胡尔”。《西域图

志》中记载其形制为：“伊奇里·胡尔，即胡琴也。以木为槽，面

蒙以革，柄端穿直孔以施弦，槽面正中设柱以承弦，曲首下际安山

口，开孔通后槽以设弦轴。弦施二，以马尾为之，别以木为弓，以

马尾为弓弦，以弓弦压住双弦，以取声。”2 

以下是呼格吉勒图老师对托尔拉老人进行简单的采访对话： 

呼格吉勒图老师：“您是属于哪儿的蒙古人？” 

托尔拉老人：“属于乌梁海部落的一个分支。” 

呼：“叶克勒这个乐器一般是女人演奏？还是男人也可以演

奏？” 

托：“男女都可以。” 

呼：“您演奏叶克勒的时候，都会演奏哪些曲目呢？” 

托：“ 《哲拉木·哈日》 、《恰恰勒布日》 等，由于母亲过

世的早，忘掉了好多曲目。” 

呼：“您的叶克勒是自己做的吗？” 

托：“儿子给我做的，他在 2003 年去世了。”老人说完，我们

听到后，不禁为老人感到哀伤。 

呼格吉勒图老师手指着共鸣箱又问道：“那这个是什么做的

呢？” 

托尔拉老人：“是用马的腹部皮做的。” 

由于托尔拉老人图瓦语说的比较多，把蒙语忘得差不多了，所

以以上对话都是由巴图巴雅尔老师在其中帮忙翻译。向我们介绍完

叶克勒的来历，托尔拉老人就开始演奏叶克勒的几首经典曲目了。

老人演奏了六首曲目，分别是《哲力木·哈日》 、《莫林耐雅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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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 、《恰恰勒布日》 、《马加拉》 、《巴拉吉和日》等。这六首

叶克勒曲目对比其它器乐曲目，它的题材多为形容动物或与当地民

俗文化有关的狩猎题材。从音乐本体来看，结构短小、节奏欢快明

朗、带有一定的舞曲特征及艺术风格。调式上，托尔拉老人演奏的

六首曲目多为 C 调和 D 调。其次，这些曲目在装饰音的应用方面较

为频繁，通过装饰音的加入，使得曲目更加动听，有了很明显的艺

术表现能力。通过对以往的叶克勒器乐曲目的观察，节奏性较强的

带有舞曲风格的一般都是 2/4、3/8 等节拍,而带有叙述性有具体情节

内容的则有 2/4、3/4、4/4、3/8、6/8 等。其次，就叶克勒的艺术功

能而言，通过采访托尔拉老人我们得知，新疆是一个不管男女老少

都能翩翩起舞，舞姿卓越的地方，在很早以前，当地的部落或村庄

有聚会时，就会携带叶克勒为善舞的人们伴奏舞曲，这也与叶克勒

曲目本身节奏鲜明、结构短小的艺术风格不谋而合。 

结语 

2019 年 10 月 23 日早上，我们一行五人乘坐 HU7543 航班离开

乌鲁木齐，圆满的结束了本次为期一周的田野调查任务。 

本次田野工作我们通过各种调查手段，包括采访、参与、观察、

记录、录音、录像、照相等，搜集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对传统民

间乐器叶克勒的认识和研究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和完整的记录。通

过本次田野调查工作，大家被阿勒泰地区蒙古族的传统音乐文化的

魅力所感染。同时也更加坚信，在以后的田野调查工作中，一定要

更加重视田野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及其意义。田野调查工作不是只停

留在搜集资料上而已，更重要的是通过调查来真正地体验一个个活

生生的音乐事件，在自己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中学到知识。 

本次由于田野调查时间所限，我们的调查涉及范围不能更加广

泛，未能进行进一步的居住式调查。叶克勒作为传统民间乐器，如

何能永久的传承并保护起来，是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近些年随着

叶克勒艺人的年老化，一批有一批艺人相继去世，叶克勒的许多经

典曲目，也在岁月的长河中被人们所遗忘。当地青年外出打工较多，

导致无法培养新一代的传承人。如果不采取保护，相信叶克勒就会

很快消亡，再不能展现其独特风采。因此希望当地有关文化部门能

够重视这一古老的民间乐器，从行动上通过一些有效的措施将它保

护起来，使其长久流传。经过这次的田野调查，我们下一步要做好

的就是，把未来的田野工作做的更加完善和全面，通过深入细致的、

系列化的田野调查，做好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把研究的学术意义向

人们展现，并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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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对外宣传，促进市场流通和信息共享，提高花木产业影响

力是产业发展的必要途径。一方面，通过成立花木行业协会统一力

量，优化资源配置，积极搭建展示展销平台，坚持“政府支持、协

会承办、市场运作”等方式，举办类似“花卉博览会”“花卉园艺

技能大赛”等花木展示展销活动，实现花木生产者、应用者、贸易

商的有效对接。另一方面，不断培育壮大营销主体，规范建设花木

代理商和经纪人队伍，形成多元化的花木流通主体，把千家万户的

小生产与大市场联结起来，全面提高花木产业的市场营销能力。 

（四）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当今世界，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花木产业的发展也不例

外，着力提高花木企业的科研能力，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科

技人员参与花木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工作，并参与技术开发收益的分

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速度。鼓励具有一定规模和经济实力的花木

龙头企业组建自己的科研机构，紧密围绕产业发展和产品开发中存

在的主要技术问题，自主开展或参与重大科技攻关，创建名优品牌，

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 

（五）探索发展配套服务，增加产业附带价值 

商丘地区具有良好的的历史文化资源，花木生产不但产生良好

的经济效益，还给区域城市产生不错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

优越的花木生态资源，可以不断探索延伸产业链，发挥花木产业潜

在的生态旅游、观光康养等功能。将花木生产布局与城市生态文明

建设相融合，遵循“一产+三产”的发展理念，开拓新业态，依托

近郊花木基地建设打造城市居民的生态休闲“后花园”，“绿色氧

吧”，引导龙头企业以花卉为依托打造集观赏娱乐、休闲体验、庆

典礼仪、研学教育于一体的“三产”消费产业，逐步扩大花木产业

附加值，增加经济收入，提高产业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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