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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人葛玉霞女承父業 弘揚赫哲民族文化

歷史上，赫哲族以捕魚維生，起源於東海女真赫哲部
落，主要聚居於黑龍江省同江市、饒河縣、撫遠市，

全族人口約5,000人。由於只有語言、沒有文字，赫哲族文
化傳承面臨挑戰。
在黑龍江省雙鴨山饒河縣四排赫哲族鄉，葛玉霞從小看着長
輩說唱伊瑪堪、跳薩滿舞，耳濡目染下也產生興趣。“每逢族
內有薩滿舞活動，我都興致勃勃地與小夥伴一道跑去觀看，一
起隨着音樂的旋律舞動。”葛玉霞說。

原始宗教舞蹈 祈求漁獵豐收
薩滿舞俗稱“跳神”，源自於赫哲族原始宗教薩滿教，該
教信奉萬物有靈，而薩滿則為通古斯語“巫神”的意思，據
說具溝通人神的能力。薩滿在祭祀、請神、為人驅邪治病、
祈求全族興旺漁獵豐收時會跳薩滿舞，屬於圖騰崇拜、宗教
儀式的原始舞蹈。隨着社會發展，現在薩滿舞多數已演變成
為一種藝術形式。
赫哲族薩滿奉行繼承制度，葛玉霞的父親葛德勝和太外祖
父都是大薩滿。回憶最初學習薩滿舞，葛玉霞經過一番艱
辛，才成功游說父親打破傳男不傳女的傳統。

巧計游說父親 破傳男不傳女
第一天，父親對她說，薩滿舞的精髓、寓意你都不了解，
如何來學；第二天，葛玉霞知道父親的喜好，帶着酒和菜與
父親邊吃邊聊。看到父親高興，又提出要學。
葛父感到女兒確實想學，就先教她兩個動作，告訴她：如
果能跳出韻味，我就繼續教。葛玉霞怕跳不好，請父親多跳
一遍，感覺掌握到要領，才敢學着跳了起來，父親一看感覺
還真可以，帶着薩滿舞的神韻，就開始正式傳授薩滿舞給
她。
1991年，赫哲族節日——烏日貢大會在饒河縣四排鄉舉

行，葛玉霞帶領20多人的表演隊，將從父親那裡學來的薩滿
舞在大會上完美呈現，最後獲得大獎。
父親看到女兒獲獎很高興，當晚參加慶祝篝火晚會時，也
和大家一起盡興地跳。“那次大會結束後，父親很鄭重地跟
我說，你該有一個赫哲族名字，就叫葛依克勒胡薩（赫哲語
‘飛翔的天鵝’），那年我32歲。”

文化走出國門 飛得越高越遠
如今，葛玉霞不僅在中國演出過伊瑪堪、薩滿舞，更把這
兩種民間藝術帶到俄羅斯、美國等地演出，讓她最感自豪
的，是參加由中國國家民委經濟司主辦“2011多彩中華民族
服飾展演”，赴美演出14天，深受觀眾歡迎。
赫哲族薩滿舞已列入黑龍江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7年

葛玉霞成為傳承人。“幾十年來，我與薩滿舞結下了不解之
緣，作為傳承人我現在才領略到父親給我起名葛依克勒胡薩
的真實含義，‘胡薩’赫哲語的意思是天鵝，他是希望薩滿
舞這隻美麗的天鵝越飛越遠、越飛越高”。

作為中國東北地區一個古老的少數民族，赫哲

族的原始舞蹈“薩滿舞”和民間說唱藝術“伊瑪

堪”蘊藏豐富文化內涵，早就被專家學者所公

認。但隨着時間推移，掌握薩滿舞和伊瑪堪內涵

和技藝的族人越來越少。危亡時刻，一隻背負着

民族責任的“赫哲族天鵝”振翅飛翔，且愈飛愈

高。她，就是黑龍江省級赫哲族薩滿舞、伊瑪堪

代表性傳承人葛玉霞，葛依克勒胡薩（葛玉霞的

赫哲族名字）。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

黑龍江雙鴨山報道

喪父傷痛化動力 語言障礙終克服

伊瑪堪是東北
地區赫哲族的獨

特說唱藝術，表演者一個人說唱
結合地進行徒口敘述，以說為
主，以唱為輔，無樂器伴奏，採
用叶韻和散文體的語言，這種獨
特的藝術形式在傳承赫哲族語
言、信仰、民俗和習慣方面發揮
了關鍵作用。2011年，“赫哲族
伊瑪堪說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列入《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
遺產名錄》。作為一種古老的民
間說唱文學藝術，伊瑪堪被譽為
“北部亞洲原始語言藝術的活化
石”。伊瑪堪的節目類型及演出
風格有大唱和小唱之分。伊瑪堪
大唱以說為主，側重和擅長表現
英雄與傳奇性的節目內容，如各
種莫日根（英雄）故事和赫哲族
人的創世傳說；伊瑪堪小唱則以
唱為主，側重和擅長表現抒情性
內容的短篇節目。

伊瑪堪：語言藝術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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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哲族第十屆烏日貢大會點燃聖赫哲族第十屆烏日貢大會點燃聖
香祭祀祈福香祭祀祈福。。 王宏剛王宏剛、、桑錫文桑錫文攝攝

■■葛玉霞在深圳紫禁書院表葛玉霞在深圳紫禁書院表
演赫哲族演赫哲族““伊瑪堪伊瑪堪””世界級世界級
非遺項目非遺項目。。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回憶說唱伊瑪堪的這些年來，葛玉
霞表示可說是有酸甜、有苦辣。她早
於上世紀 80 年代就開始接觸伊瑪
堪，不過後因父親去世，她就停下來
沒唱。直到2005年，國家下發保護
赫哲族文化的文件，她方重新認真地
學習伊瑪堪。但由於初中就離家到外
邊工作，赫哲族語言基礎不扎實，葛
玉霞最初學伊瑪堪時非常吃力。然而
憑着極強的天賦、強烈的責任感和刻
苦的研習，她迅速掌握了《希爾達魯
莫日根》、《希特莫日根》、《美麗
的家鄉》等多個經典曲目，2012年
被認定為赫哲族伊瑪堪省級代表性傳
承人。

尋師翻閱資料 參考父親筆記
葛玉霞坦言，赫哲語實際上頗枯燥，

初學過程相當枯燥單調，有時學得甚
煩，葛玉霞就拿出父親的照片或他所寫
的書看看，看着看着動力就來了。看着
烏蘇里江及對岸的山、腳下的水，心裡
就充滿了激情。“啊啷——阿——
阿——啷赫赫呢哪，嘿……”眼前的葛
玉霞邊回憶，邊情不自禁地唱起《希爾
達魯莫日根》。
由於那時父母均已離世，在世親人

的語言基礎與自己差不多，所以她只
能找別的老人去學，同時翻閱資料，
幸運的是，父親曾將一些伊瑪堪語言
翻譯過來，加上參考專家研究的專有
名詞，讓她收穫很大。

說唱藝術世家 自小耳濡目染
葛玉霞的伊瑪堪說唱風格充滿激

情，聲音抑揚頓挫，常配合手勢動作

展現，講到動情處聲音高亢激昂，頗
有原始粗狂氣息。
葛氏家族是赫哲族世家，祖姓葛依

克勒氏，簡化漢姓為葛，清朝時被編
為正黃旗，世代居住在松花江下游一
帶。
葛玉霞說，“祖父葛雙印，太祖父

葛東天都會說唱伊瑪堪。對自己學習
伊瑪堪影響最大的當然是父親葛德勝
和二叔葛長勝。”
葛玉霞的太外祖父畢長魯曾是部落裡

赫哲族大薩滿，父親葛得勝所掌握的赫
哲族文化技藝都是跟他學的。父親既會
說唱伊瑪堪，又會跳薩滿舞，有個赫哲
族名字叫“莫托”，意思是姑娘，用意
是祈盼他健康成長，不要被“恩都力”
（天神）領去夭亡。父親長大後被培養
成部落的大薩滿。

■■葛玉霞在美國馬里葛玉霞在美國馬里
蘭州藝術中心表演薩蘭州藝術中心表演薩
滿舞滿舞。。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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