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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演奏家们在台上演
出，既有台风，又有能力，都具
有超高的演奏水平，我们感到
台山广东音乐后继有人了！”
“名师名家带来了精彩的演出
盛宴，我们大饱眼福、耳福！”
8月6日晚，一阵阵热烈的掌
声在台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小剧场响起，这是“粤韵
非遗 盛夏传扬”台山广东
音乐名家专场音乐会的
现场。当晚，一众广东
音乐名师名家齐聚，
来自广州、台山的广
东音乐师傅、学徒合
力带来《娱乐升平》
《步步高》《百尺竿
头》《荔枝颂》《童年
时光》等精彩节目。
音乐会还通过网络
直播的形式，为海内
外的台山乡亲带来了一
场粤韵非遗音乐盛宴。

台山是广东音乐的发源
地之一，台山广东音乐是国家
级非遗项目。按照省委
“1310”具体部署，台山市落
实10个新突破之一“扎实推
进文化强省建设，在努力交出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份好
的答卷上取得新突破”的要
求，不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深入挖掘台山广东音
乐历史，组建广东音乐少儿
团，打造广东音乐传承基地，
“走出去、引进来”做强做好广
东音乐传承、保护、传播与发
展工作，以打造更多展现时代
气质和风骨的具有台山特色
的文艺精品，满足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新期待，助力粤港澳大
湾区人文建设。

“作为广东音乐的发源地之一，台
山和广州共同享有广东音乐这一国家
级非遗项目。”国家级非遗广东音乐代
表性传承人刘英翘介绍，“八音班”是
广东音乐的雏形和原生态载体，具有
独特的地方色彩和悠久的历史。

据了解，“八音班”（乐社）在台山
始于明末清初，至今已有300多年历
史，“八音”是指以金、石、土草、丝、木、
匏、竹八类材料制造的乐器所奏音乐
的总称。发展至今，“八音班”依然遍
布台山城乡，从近代起，台山旅外乡亲
带回西洋乐器，融入家乡的“八音班”，
由此发展为曲艺和粤剧社团演奏的广
东音乐和伴奏演唱，形成独树一帜的
侨乡特色。

近百年来，台山孕育出广东音乐
鼻祖丘鹤俦，中国音乐界掌门人李凌，
高胡演奏艺术大师刘天一，国家一级
演员曹秀琴、陈玲玉等一大批蜚声国
内外的音乐、戏剧、曲艺名家，以及《娱

乐升平》《鱼游春水》等
一批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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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2008年，台
山市获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广东音乐之乡）”；2012
年，台山市文化馆被列入广东省第
一批非遗传承基地；2015 年、2018
年，台城街道两度获评为“广东省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广东音乐）”。

如今，走在台山的大街小巷，随处
可见本地热爱广东音乐的群众自发组
建的音乐社团，每到闲时，悠扬的粤韵
回荡在城乡各处，丰富群众的文化生
活。截至目前，台山全市拥有100多
个音乐曲艺社团，创作、演奏广东音乐
成为台山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项目，
台山人更把广东音乐推向数十个乡亲
侨居的国家和地区。

“正因为几百年来，台山‘八音班’
扎根于普罗大众的生活之中，与群众
的生活息息相关，每一代人都能找到
广东音乐的共鸣之处，台山广东音乐
才有了源源不断的艺术生命力。”刘英
翘说。

走进台山市文化馆，馆内面积约250平方米的
训练活动室是广东音乐团活动室，也是国家级非遗
台山广东音乐的主要传承基地，用于传承和发展台
山广东音乐。

“活动室内有多个场室，其中，排练室可容纳80
人进行排练，内设广东音乐团介绍展板、演奏椅、谱
架、空调设备和广东音乐打击乐器等，主要服务于
台山广东音乐团和台山少儿广东音乐团的排练、交
流等。”台山市文化馆馆长黄彩筠介绍道。

据悉，自2006年台山广东音乐申遗成功后，台
山市成立了一批传承基地。除了台山市文化馆内
的广东音乐团活动室，还有涵盖不同年龄阶段的广
东音乐传承基地，如幼儿传承基地——台山市青少
年宫，小学传承基地——台城二小、新宁小学，中学
传承基地——台山市李树芬纪念中学、鹏权中学，
社会传承基地——大江民乐队。

“台山少儿广东音乐团每年面向台山全市招
收学员，涵盖中小学生，我们举办公益培训，并定
期组织优秀广东音乐传承人深入各传承基地进行
培训、传艺，培养后备人才，确保台山广东音乐后
继有人。”台山广东音乐团团长，台山市文化馆副
研究馆员朱英俊经常从非遗的定义、非遗传承人
申报的程序以及传承人的义务和权利等内容，以
理论和实例结合的形式，为广东音乐后备人才授
课。

广东音乐江门市级传承人李锦桃也经常参与
后备人才培训工作，为传承台山广东音乐不遗余
力。他表示，作为一名“活态”非遗传承人，应该以
身作则积极传艺授徒，培养下一代接班人，这样才
能让非遗项目代代传承下去。

青少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做好青少年
台山广东音乐的学习与培训，对传承保护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近年来，台山市积
极实施广东音乐进校园活动，培养年轻一代对广东
音乐的兴趣，加深认识。

作为台山广东音乐传承基地，台城二小、新宁
小学、台山市李树芬纪念中学、鹏权中学等学校以
弘扬传统文化为办学特色，在校内打造广东音乐人
才培育阵地，多措并举传授广东音乐知识，培养学
生对广东音乐的兴趣。这些学校的广东音乐代表
团经常代表台山参赛，屡获佳绩。

近日，“粤韵礼赞新征程”第十三届广东音乐邀
请赛比赛结果公布，台山喜获两金两银的优异成
绩。其中，台山广东音乐团获民乐大学及社会组金
奖，台山少儿广东音乐团、台城二小少年广东音乐
团分获民乐小学组金奖、银奖；台山市李树芬纪念
中学少年广东音乐团获民乐中学组银奖。此外，台
山广东音乐团演奏的《狮舞》获创新创作奖，台山广
东音乐团获组织奖。

台城二小传承民乐，打造办学特色，拥有“广东
省广东音乐进校园扶持计划基地”“广东省民乐特
色学校”“江门市五邑粤剧联盟粤剧培训基地”“台
山市非遗广东音乐传承基地”等多张名片。“学校开
设素质课堂，邀请本土名师指导学生开展乐器演奏
排练，不断提高学生的演奏水平，提升学校的特色
教育质量。”该校校长黄泳虹说。

“我们学校将继续加强领导，完善训练场地，加
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推动民乐进课堂，让更多学生
了解广东音乐，从小认识民乐、喜欢民乐、接触民
乐，让学生与民乐相遇、与美好相约，在艺术的天地
中张扬个性、享受童趣、快乐成长。”台山市李树芬
纪念中学校长朱健照期盼道。

“台山的广东音乐群众基础深厚，应
该整合官方、民间、个体资源，实现三体
融合。”“台山本土名家更能在演出中把
握如何还原原生演奏的风格。”在刚刚结
束的台山广东音乐名师培训夏令营中，
除了“粤韵非遗 盛夏传扬”台山广东音
乐名家专场音乐会这一压轴活动，广东
音乐名师名家还就台山广东音乐发展进
行了研讨，带来了专题辅导，他们与台山
本土广东音乐名家、师生面对面交流，共
同探讨新时代台山广东音乐发展的新方
向。

为推动国家级非遗台山广东音乐高质
量发展，近年来，台山市守正创新、传承发
展，除了采取建立传承基地、开展公益培
训、加大交流展演力度、加强研讨创作等措
施外，还积极“走出去、引进来”，让优秀后
备人才拥有更广阔的展示平台，并取得不
俗成绩。

2020年12月，台山广东音乐团、台山
少儿广东音乐团分别获得第十一届广东音
乐邀请赛民乐大学及社会组金奖、民乐青
少年宫组金奖；2021年12月，台山广东音
乐团、台山少儿广东音乐团分别获得第十
二届广东音乐邀请赛民乐大学及社会组金
奖、民乐青少年宫组金奖；2022年6月，台
山少儿广东音乐团演奏朱英俊原创的广东
音乐曲《狮舞》获江门市群众艺术花会（少
儿艺术）铜奖；2023年5月，台山广东音乐
团、台山少儿广东音乐团分别获得第十三
届广东音乐邀请赛民乐大学及社会组金
奖、创新创作奖和民乐小学组金奖。

此外，台山市积极组织参与多项文化
交流活动，展示台山广东音乐的独特风
采。2019年，台山广东音乐团在星海音乐
厅举办专场音乐会；2020年11月，台山广
东音乐团在穗港澳中国传统音乐优秀作品
展上表演，并应邀参加穗港澳中国传统音
乐学术研讨会暨广州大学第二届岭南音乐
舞蹈发展研究高端论坛；2020年11月，台
山广东音乐团在华人华侨文化交流合
作活动月闭幕式晚会上表演；
2023年5月，台山少儿广东音
乐团与广州七中联合举办交
流演奏会等。

近年来，台山市打
开广东音乐传承与发展
的新思路，以创新求发
展，通过收集整理编
辑，出版了书籍《台山
广东音乐曲集》和光
盘《台山广东音乐团原
创音乐专辑》，为广东
音乐传承与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支撑。“开放合
作、融合发展，接下来，我
们将继续培养更多国家级
非遗台山广东音乐代表性传
承人，吸引更多年轻一代爱上广
东音乐、学习广东音乐、传承广东音
乐，让这一袅袅乡音成为更多广东人、台
山人的乡愁。”刘英翘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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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希望台山与更多院校
的名师名家进行合作交流，打造更
广阔的平台展示台山广东音乐；另
一方面，继续保持紧密的联系与沟
通，让更多台山年轻人走上音乐道
路，培养高层次的音乐人才。

著名民族管乐演奏家
陈芳毅：

强化人才培养
助广东音乐发展

强化台山广东音乐人才的培
养，重点人才应纳入高层次人才培
养序列，加大投入设置专项资金推
动台山广东音乐的创作、促进专业
艺术团体的演出及宣传推广，让更
多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了解广东
音乐，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感和自豪感，推动台山广东音乐稳
步前行。

期待台山广东音乐能注入更
多年轻力量，有规划地挖掘一批批
有传承能力的后备人才，为台山广
东音乐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
力。期待台山新一代的广东音乐
作品，未来能有更多优秀作品进行
展示。

著名高胡演奏家余乐夫：

挖掘更多
有传承能力的
后备人才

著名青年笛萧演奏家
孙明浩：

让更多年轻人
走上音乐道路

优秀后备人才
展示平台更广阔

打 造阵地历史悠久 “ 走 出 去 、

台山少儿广东音乐团台山少儿广东音乐团
每年面向台山全市招收学每年面向台山全市招收学
员员，，涵盖中小学生涵盖中小学生。。

名师名家为台山名师名家为台山
广东音乐后备人才提广东音乐后备人才提
供专业指导供专业指导。。

““粤韵非遗粤韵非遗 盛夏传扬盛夏传扬””台山广东音乐台山广东音乐
名家专场音乐会上名家专场音乐会上，，来自广州来自广州、、台山的广东台山的广东
音乐师傅音乐师傅、、学徒合力带来学徒合力带来《《娱乐升平娱乐升平》《》《步步步步
高高》《》《百尺竿头百尺竿头》《》《荔枝颂荔枝颂》《》《童年时光童年时光》》等精等精
彩节目彩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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