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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左壮族天琴艺术流布于崇
左市的龙州、凭祥、宁明、大新、天
等、扶绥，防城港市的防城区等
地，称为“弹天”“唱天”“跳天”，在
中越边境的越南岱、侬、傣族居住
地区，称为“天曲”。它是以天琴
为主要乐器，结合弹奏、歌唱、舞
蹈为一体的艺术表现形式，为极
具边境文化特色的壮族歌舞音
乐。2021 年，壮族天琴艺术被列
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天”在壮傣民族语中是指一
种民间信仰。这个信仰系统和相
关仪式为“哈天”，即“做天”，在开
展哈天仪式时，会使用到一种乐
器，并将此弦类弹拨乐器称为

“鼎”。据龙州民间仪式专家天琴
师手中的《求务经》中记载的《将
千金造星》（造星即造鼎）长篇叙
事诗所述，传说金贵、牡丹这对恋
人遇到山神，在山神的启示下找

到藤树相缠的桃树、葫芦制作天
琴，用鼎声、歌声给乡亲们解烦
忧，用做天的歌舞仪式祈雨解旱
灾。清嘉庆八年抄录的《龙州纪
略》及光绪九年《宁明州志》均有
记载壮族先祖对鼎的使用情形。
天琴最早的称谓出现于 1983 年
学者论文《天琴》，该文称：“天琴，
偏人（居住在防城区峒中、滩散、
板八、那良一带壮族的自称）写为
（逵）琴，偏语叮叮”。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有关学者根据鼎在民间
承载的以歌乐配合舞蹈的功能，
将其命名为“天琴”艺术。壮族天
琴艺术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在壮
族婚礼、满月、祝寿、时节祈福仪
式等场合中广泛使用，是至今壮
族先人保留完好的艺术隗宝之
一。

壮族天琴有固定杆式和节装
杆式两种，由琴头、琴杆、弦轴、琴
马、琴筒、筒面、琴弦构成。琴身

一般长 95 厘米到 115 厘米，其中
琴头长约 15 厘米，琴杆约 80 厘
米。

其表演形式主要为“弹天”
“唱天”“跳天”三种。“弹天”即天
琴独奏形式，独奏时主要反复弹
奏两个曲调。“唱天”即天琴合奏
形式，用天琴伴奏山歌或叙事歌
的活动，以多人弹唱为主。“跳天”
即天琴的歌舞伴奏形式，演奏者边
弹琴边歌唱、边带领众人跳舞的融
歌、舞、乐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
式。歌唱时以多声部演唱形式为
主，其结合方式有支声、对比、模仿
和多种音型烘托，变化丰富并常有
中立音出现，因而具有奇异的中调
式色彩，而且每种曲调的运用均适
用于不同的情境。天琴弹奏时以
弹、拨、轮、扫，打音、双音、滑音演
奏技法和演唱者脚踝部位附着铜
铃的揺、抖动作作为节奏烘托。伴
着节奏明快的天琴弹奏，清脆响耳
的铜铃声，天琴师时而前后回旋的
舞步，有如天籁之音的歌声徐徐而
起，音色圆润、节奏明快，场面极其
震撼，带有较高的音乐性和艺术
性，展现浓郁的艺术氛围，带人入
境入情，心中泛起的涟漪，久久挥
散不去。

壮族天琴艺术的主要曲目有

《吹香》《金贵与牡丹》《宋珍与菊
花》《良君花吕》《幡传》《往来》《男
金氏丹》《梁山伯与祝英台》《族
谱》《玉花与范子》《满月歌》《祝寿
歌》《四季》《好年景》等传统曲目，

《唱天谣》《侬侗欢歌》《三月木棉
满坡开》《壮乡丽江情》《天琴娃》
等现代曲目。主要曲调有《开门
曲》《跑马曲》《放雁》《开路曲》《供
品曲》《解闷曲》《逗天》《颂曲》《欢
乐曲》等。

2022 年 12 月，《崇左市壮族
天琴艺术传承发展条例》经自治
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批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该《条例》填补了广西壮族
天琴艺术立法工作的空白，有助
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壮族天琴艺术的传承发展，
促进壮族天琴艺术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现今，以壮族天琴艺术形成
的金龙美女村文艺队、老年大学
天琴艺术团、少儿天琴艺术团等
文 艺 团 队 多 达 15 个 。 成 立 于
2003年的龙州县女子天琴弹唱组
合，继承了传统的天琴技艺，多次
参加全国性重大演出或比赛，好
评如潮。她们曾远赴欧洲奥地
利、德国、法国参加艺术交流演
出，并多次到港、澳、台等地区展
演。壮族天琴艺术已经成为广西
具有代表性的壮族文化名片，走
出国门，享誉世界。一把天琴，弹
唱的是壮族人民对生活的赞美，
对未来的寄托，对幸福的追求，壮
家儿女用歌声诉说历史，表达深
情。

（崇左市群众艺术馆供图）

培根铸魂，凝心聚力。8 月 1 日，
2023年南丹县庆祝“八一”建军节“狼
兵”武术操巡游展演活动在县城区举
行，来自南丹县各单位、乡镇、企业的
25 支队伍 1300 余名“狼兵”整装待
发，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6
周年。

据了解，“狼兵”拳主要分布于河
池市南丹县吾隘镇、罗富镇等地，系
南方少数民族古代军事技击术，属于
南拳的一个分支。由南丹土司时期
流传至今，近代以后由土司后裔带入
壮族民间以师徒形式广泛流传，现经
整理存余套路 35 式。2022 年 6 月，

“狼兵”拳被列入河池市第七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本次南丹县“狼兵”千人集体巡
游活动有 25 个参演队伍参加，共分
为天狼阵、地狼阵、水狼阵、火狼阵
等 4 个方阵。在现场，“狼兵”展演队
伍统一着装，手持长矛护盾，沿着既
定路线巡游。从高空俯瞰，数百米
长的“狼兵”巡游队伍如一条出海蛟
龙浩浩荡荡，沿途引得群众纷纷驻
足观看。

与此同时，“狼兵”巡游队伍还在
城区主干道为当地群众集中展示“狼
兵”武术。整齐划一的动作，矫健有力
的拳风不仅展现了南丹“狼兵”武术之
美，还展现出了南丹县人民的自信、果
敢担当的精神风貌，“狼兵”们口号声
声，响彻丹城上空。而群众也更是近
距离感受到了南丹“狼兵”文化带来的
魅力，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本次“狼兵”武术操大赛是厚植
爱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磨炼意志，
增强体质的一次大会，也是充分体现
南丹儿女勇于担当、政通人和、奋发
追求的盛会，展现了南丹军民一体、
砥砺前行、不怕困难争取胜利的宝贵

品质。下一步，南丹将继续坚定践行
军民团结，厚植爱国情怀，传承和弘
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凝心聚力，砥
砺奋进，为创建全国全民运动健身模
范县、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文

明城市、国家卫生县、自治区双拥模
范县和迎接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
奋力谱写南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李琪 岑 孟/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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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祭祀活动中，当地群众摆好贡品，听天琴师们唱天祈福。▲弹天琴的祖孙二人。

▲根据崇左壮族天琴艺术创编的舞台作品。

“狼兵”盛装巡游 惊艳南国丹城

▲“狼兵”武术展示。

▲数百米长的巡游队伍威武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