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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短
1月10日上午，赤峰交警支

队三大队在会展中心门前举行
以“平安春运 交警同行”为主题
的2020年春运启动仪式。

活动现场，民警结合历年来
春运期间的典型交通事故案例，
采取“以案说法”的形式，教育客
运驾驶员拒绝酒后驾驶、疲劳驾
驶，严禁超速、超员行驶，告诫驾
驶员在出车前一定要了解车辆
的安全技术状况，做好日常维
护、保养、例检等工作，确保春运
高峰行车安全。随后，现场发放
了《致全区客货车驾驶人亲属的
一封信》、宣传产品，并悬挂宣传
标语，一声声细心叮嘱，把平安
送给了每一名交通参与者。

启动日当天，交警支队三大
队共发放宣传单5000多份，悬
挂宣传条幅20余条，高速口及
辖区4块LED宣传屏24小时滚
动播放安全提示，营造了平安春
运的浓厚氛围。 陈秀俊 刘莉

为切实做好2020年春运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努力创造
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1月
10日起，赤峰市元宝山区公安
分局交警大队以防事故、保安
全、保畅通为工作目标，紧紧围
绕“平安春运，交警同行”主题，
认真开展2020年春运交通安全
宣传活动。10日上午 9时 30
分，大队在平庄汽车站候车大厅
举行2020年春运启动仪式。交
警大队组织辖区内出租车驾驶
员、客运企业驾驶人参加启动仪
式，宣传“拒绝酒驾”、《致客货车
驾驶人亲属的一封信》等内容，
同时倡议广大客运驾驶员要提
高交通安全意识，携手共筑春运
期间平安返乡路。

陈秀俊 陈靖欣

1月7日，赤峰市松山区公
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民警经过
缜密侦查和精心部署，成功破获
一起非法买卖枪支案，抓获犯罪
嫌疑人1名。1月6日，治安大
队民警在大夫营子乡排查工作
中，获知该乡二龙库村村民郭某
（1981年生，赤峰市松山区人）
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的线索，随即
前往郭某家中进行搜查。在大
夫营子派出所的协助下，从犯罪
嫌疑人郭某家中查获一支长约
1.5米以火药为动力的民用制式
枪支。犯罪嫌疑人郭某因涉嫌
非法买卖枪支被松山区公安分
局刑事拘留，该案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陈秀俊 袁耀娟

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全旗
治理超限超载工作，深入贯彻
《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关于治理
车辆超限超载联合执法常态化
制度化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精神，落实公安部“10�22”冬季
交通整治行动部署电视电话会
议和“10�28”区域联合整治“百
吨王”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议要
求，近日，赤峰市巴林右旗交警
加大联合治超工作力度，保障公
路交通安全稳定，维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一举查获4辆涉
嫌超限超载“百吨王”重型货车。

陈秀俊 相卫静

传承“无形建筑”
人们常说，古老的雅乐是“无形

的建筑”，不仅是指它的音律气势恢
宏，更是在褒奖它的价值意义非凡。

雅乐的学习颇有难度，过程中需
要学习者以自己的文化教养、生活阅
历、精神气质深刻体会每支曲子的意
境，揣摩其内涵，掌握其节奏。抑扬
顿挫、轻重徐疾都相当讲究，各种乐
器适度地将声音融为一体，形成一种

“乐以合心志”的艺术氛围。
张景瑞坦言，“古调虽自爱，今人

多不弹”的感慨，今日已经不存在
了。现在有两支乐团对赤峰雅乐的
套曲都能够呈现出比较好的演奏，虽
然演奏的过程中还是会出现一些问
题。但是他们的想法就是，通过不断
地排练和努力，争取把赤峰雅乐原汁
原味地传达给观众们。通过不断地
走出去，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雅乐的
动人之处。 据《内蒙古日报》报道

的古乐新韵

雅乐，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先，举行朝贺、宴享等大典时
所用的音乐。在内蒙古赤峰地区也流传着类似的雅乐。赤峰雅
乐从清朝光绪年间开始在赤峰地区流传，一般在春节、庙会等庆
祝活动中演奏，深受群众喜爱。赤峰雅乐传承至今已有百年，过
程中险些消失，幸好一些爱好者及时成立抢救小组进行挖掘整理
才得以传承。如今，雅乐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重新焕发出光
彩。作为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掀起了热潮，用事实证明了“不
食人间烟火”的古乐也能够接地气。

流淌

抢救音乐遗产
现在所说的“赤峰雅乐”并非是赤

峰创作制谱的音乐，准确地讲，是在赤
峰地区演奏、流传并得以保留的一种
音乐。这种古乐最初叫做雅乐，演奏
这种音乐的班子叫做“雅乐会”。

据考证，赤峰地区演奏这种雅乐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主要是在
大规模的庙会活动中演出。1936年，
李惠清老人以个人名义石印了全套曲
谱。后又经张海峰、徐俊等老一辈传
承者的言传身教才得以保存下来，不
至于消失。

多年来，赤峰雅乐不断完善演变，
已经拥有较为丰富的文化资料基础。
2011年，经赤峰市相关文化部门申
报，《赤峰雅乐》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红山区文化馆
被评为赤峰雅乐传承保护单位，赤峰
市红山区老年艺术团、红山区回民实
验小学被设为传承基地，风华国乐《赤
峰雅乐》在赤峰不断传承。

赤峰雅乐的传承人之一张景瑞
1970年参加赤峰市乌兰牧骑，是一名
器乐演奏员。2010年退休，成为一名
传承赤峰雅乐的志愿者，目前是赤峰
雅乐团团长。

完整的赤峰雅乐是由曲、词、
舞组成的。可惜的是，“舞”已经脱
离词曲完全失传。“词”的手抄件也
尚未找到，只是凭借一些老艺人的
记忆留下两三首。幸而雅乐的曲
谱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这些乐谱都是以传统的“工尺
字”作标示，词谱是用字母、符号书
写，比较繁琐，既没有小节，也没有
拍子，已经不适用于现代，所以当
时安排文化馆工作人员将其全部
翻译成简谱。

当时，老一辈古乐爱好者、传
承者积极献出家藏乐器供演练之
用，加之相关部门拨款，很快赤峰
雅乐的排练工作展开了。经过一
年的努力，24首曲子全部录制成
功。这些曲目分别为《庆寿》《小妹
子》《北正宫》《中风韵》《水龙吟》
《飞蝴蝶》《尾繁续》《鹧鸪天》《龙
头》《五僧佛》《龙身》《鹧鸪地》《龙

尾》《春来》《夏来》《秋来》《冬来》
《来尾》《雁头》《雁阵》《雁旋》《雁
身》《雁落》《雁尾》。

这些曲目分为“小宫调”“正宫
调”“尺字调”三大类，曲牌名多是
根据曲子所表达的乐思而制作的，
有的则是沿用了传统的词牌和曲
牌，像《水龙吟》就是固有的词牌名
和曲牌名，是高官统帅升帐时演奏
的，京剧中也有，但它们表现出来
的韵味是不同的。演奏所用的乐
器多种多样，一般会有大鼓、怀鼓、
云锣、双管、四弦、笛子等，此外还
有打击乐器。

平和、雄浑、典雅是赤峰雅乐
的音乐特点。演奏者全情投入、全
神贯注，欣赏者平心静气、心领神
会，在优美的境界里净化心灵、舒
展襟怀、陶冶性情，历经百年沧桑
的钟鼓依然铿锵。

钟鼓依然铿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