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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姝廷）8 月 27 日
晚，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合唱团带来的

《中华民族一家亲》合唱专场音乐会在
内蒙古乌兰恰特大剧院多功能厅倾情
唱响。

本场演出是第十九届中国·内蒙古
草原文化节的重要活动之一。音乐会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

“红色经典篇”“家乡赞歌篇”“生态环保
篇”“民族团结篇”等 4 个乐章歌唱党、
歌唱祖国、歌唱人民，唱出中华民族一
家亲的和美画卷，发挥以文化人、培根
铸魂的积极作用。

《十送红军》《迎来春色换人间》等
经典红色歌曲激荡人心，《八骏赞》《舞
韵》等无伴奏合唱用纯净动人的歌声礼
赞家乡，《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候鸟叙
事曲》歌唱绿色生态内蒙古，《为了谁》

《中华民族一家亲》等歌曲传递出各族

人民团结奋进的力量……
整场音乐会以无伴奏合唱为主，融

汇了长调、呼麦、马头琴等艺术形式，为
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听觉盛宴。

内蒙古艺术剧院合唱团团长顾树
荣说：“这次演出我们选取了一些经典
曲目，也带来了我们新创排的几首作
品，希望通过合唱表达出我们对党
的祝福、对祖国的热爱，讴歌我们的
美好生活，用歌声礼赞中华民族一家
亲。”

呼和浩特市民张继敏带着母亲和 5
岁的女儿现场聆听了音乐会。她说：“这
是一场高水准的合唱音乐会，各声部的
配合非常完美，让我们感受到了合唱艺
术的魅力。草原文化节期间，我和家人
一起观看了杂技剧、音乐会等多场演
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精彩纷呈的文
化大餐，真的很高兴！”

本报讯（记者 王丰 实习生 李
嘉琪）“C”形黄玉龙、兽面纹玉柱形
器……来自内蒙古、浙江、辽宁的
280 余件套精品文物集中亮相。这场
展览将从 8 月 25 日持续到 10 月 10
日。

8 月 25 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自治区文物局主办的玉·见文
明———红山·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在
内蒙古博物院开展。

本次展览是第十九届中国·内蒙
古草原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展出文
物以玉器为主，其中一级文物 36 件、
二级文物 51 件、三级文物 43 件。主
要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发现，发
达的玉文化和对中华文明起源的重
要贡献等三大部分进行展现。内蒙古
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杭州市临平
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 15 家文博
机构参展。

在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于宝东
的专业讲解下，现场观众对红山文
化、良渚文化的历史起源以及出土文
物的特点有了更多了解。

“这次展览让我全面了解了红山

文化、良渚文化，精美的玉器更带给
我视觉上的震撼，尤其是‘C’形黄玉
龙，很难想象当初是如何制作而成
的。”参展观众王婧说。

据了解，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是
西辽河流域、长江流域两支著名的新
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在中华文明起
源、形成和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
史地位。在内蒙古东部及辽宁北部地
区发现的红山文化，以具有礼制雏形
的庙、坛、冢祭祀文化和极富内涵的
玉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
要源头之一。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
游环太湖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
时代考古学文化，因浙江杭州良渚遗
址而得名，玉器是良渚文化代表性的
器物。

“这次通过以西辽河流域、长江
流域两大文化为代表的玉器展示，可
以让观众感受到中华文明的一脉相
承，尤其‘C’形黄玉龙是第一次来到
内蒙古博物院展览，希望能有更多观
众走进博物院，从中感受到中华文明
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蒙古博物
院副院长付宁说。

本报讯（记者 王子旺）8 月 25 日
晚，作为第十九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
节活动之一的《永恒的旋律》交响音乐
会，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奏响。

音乐会分上下半场进行，担任演奏
的是内蒙古艺术剧院交响乐团。交响乐
影视配乐《觉醒年代》荡气回肠，百年前
热血青年追寻理想的澎湃激情化作跃
动的音符感染人心；电影《闪闪的红星》
插曲《映山红》耳熟能详，优美的旋律中
满含对英雄的崇敬……一首首承载历
史记忆和家国情怀的红色经典令人沉
醉，不少观众跟随着乐曲轻轻哼唱起
来。“现在正好是暑假，特意带着孩子一
起出来感受一下草原文化节期间浓厚
的艺术氛围，让孩子从小接触一些高雅
音乐可以提高她们的审美。”观众郭亚
茹带着两个女儿一起来聆听音乐会，两
个孩子虽然仅仅五六岁，却也安安静静
地听完了整场音乐会，看着台上艺术家
们娴熟的演奏，小脸上写满了崇拜。

内蒙古艺术剧院交响乐团常任指
挥柴昊夫说：“音乐会精心遴选了百姓
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优秀经典，以及

兼具时代风格的音乐作品，为观众带来
高水平、高层次、正能量的音乐体验。”
优秀音乐作品的演出和呈现，是历届草
原文化节不可或缺的环节，柴昊夫也想
借助这次音乐会让更多人走进 剧场。

“内 蒙 古艺 术剧 院 交响 乐 团 是 自 治
区非常优秀的交响乐团，希望通过
我 们 的 演 奏 让 观 众 感 受 到 音 乐 之
美，也对异彩纷呈的艺术世界产生兴
趣。”柴昊夫说。

音乐会中，内蒙古艺术剧院交响乐
团指挥与乐队默契配合，用小提琴动情
演奏电影《小花》的插曲《绒花》，熟悉的
旋律勾起人们内心满满的回忆。“这场
音乐会我们不仅要表达对党对人民的
热爱，也想用音乐传递温暖的情愫。”李
子月说。本届草原文化节期间，李子月
和乐团共同承担了多场演出，大家一起
积极排练，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保证每
场演出都顺利进行。李子月说：“借助草
原文化节的契机，我们和区内外众多优
秀老师合作，这种互学互鉴的过程，不
仅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火花，也大大地
提升了我们的专业技能。”

本报讯（记者 钱玉娥 孙瑞娟）8 月
22 日晚，第十九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
化节优秀剧目展演项目———升级后的
舞剧《骑兵》绝尘归来，亮相内蒙古艺术
剧院。

《骑兵》讲述了受到 20 世纪 40 年
代革命思想感召的青年学生朝鲁，坚定
地选择加入内蒙古人民骑兵队伍，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战斗的故事。

本次舞剧重点在人物形象、舞美、
全剧音乐以及服装设计四个方面做了
提升。

舞剧是无声的对白。如何让舞剧拥
有强大叙事性和真实感染力考量着导
演及演员的功力。

对内蒙古有着深厚感情的国家一
级作曲家王瑞林说：“草原文化节是每
年一度的艺术盛宴，看剧时，感受到了
导演把控大场面的能力，且这部舞剧细
节处理得非常精妙。比如表现人与马情
感、驯服马那段，非常精彩。把马进行人
格化、剧情化处理，使之性格鲜明、形象
生动。整台舞剧严谨，气势恢弘，让人震
撼且耳目一新。”

“非常精彩，特别是战马情、英雄泪
两幕，刻画了人与马的情感和最后的生
离死别，非常感人。在战马尕腊垂死倒
在地上挣扎那一刻，看到的仿佛不是舞
剧演员演出来的马，而是一匹真真正正
的垂死挣扎的枣红马。好多人都看哭
了。”呼和浩特观众刘畅说。

隆隆的炮声响彻云霄，密集的子弹
和炮火如飓风般狂卷。勇猛的骑兵横刀
立马，用血肉之躯驰骋在烽火中。一个
个战士、一匹匹战马在冲锋中倒下，骑

兵和战马战死，哀鸿遍野，一
片肃杀……枪炮声和战马嘶
鸣声仿佛就在耳边。

“这次舞剧对音响做了很
多改动，采用环绕多点声的方
式，16 个音箱环绕观众席，使
视听完美结合。还对音乐进行
了重新录制，以音响的辅助手
段为舞剧烘托剧情，给演员带
来饱满热情，给观众带来视听
盛宴。”音响师任晓兵说。

“在第一幕中便感受到了
这种视听的变化，马蹄声由远
及近再远去，仿佛马真的就在
耳边跑过一样。”不止一次看
过舞剧的观众卜申表示。

舞剧落下帷幕，银幕升腾
出战死沙场的骑兵烈士英名
录，现场观众一片肃然。每个
人都宁静注目着这些骑兵烈
士的名字，有人用手机视频的
形式将英雄铭记心中。观众席
灯亮起后，可以看到泪水在许
多观众眼里打转。

“每次都会被感动，特别是骑兵战
士和战马牺牲那段。”《骑兵》总导演、编
剧何燕敏是骑兵的后代，从小生活在军
人家庭的她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军人，她
说，“小时候父亲经常给我讲述骑兵的
故事，那一代军人很多已经逝去，但骑
兵精神却仍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们。”

骑兵战士朝鲁的扮演者、同样出生
在军人家庭的演员赵磊表示：“每次演
出还是能够保持新鲜感，一次次打磨，

只为把骑兵故事演绎好、传播好。”
“舞剧《骑兵》意义重大，担任这么

重要的角色，想要以更好的状态去塑造
角色。”战马尕腊的扮演者巴音达来经
过一个月的养伤，已经迫不及待地重新
站回舞台。这位从小在牧区长大的演员
对马并不陌生。“人演马，把人与马的超
越性情谊以舞蹈呈现出来，这对演员是
个挑战。”巴音达来说。因此，他除了琢
磨马的体态、动作、神态，每天白天排
练，晚上还会沉浸在角色里琢磨对戏中
情感的把控。

升级后的《骑兵》能够在草原文化
节首先和内蒙古的观众见面，何燕敏感
到非常开心。她说：“《骑兵》从 2019 年
首演到今天整整 3 年，加上彩排等已经
演出近一百场，一直都在修改。骑兵的
历史是内蒙古人民的集体记忆，每次重
大修改，都要先过咱内蒙古观众的眼。”

2020 年《骑兵》获得中国舞蹈最高
奖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
本次草原文化节，在内蒙古艺术剧院于8月
22日、8月23日连演两场，之后便将前往
石家庄“备战”文华大奖。

用歌声礼赞中华民族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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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鑫）悠扬的歌
声伴着悠远的呼麦把现场观众带
到了科尔沁沙地上那座神奇的双
合尔山……双合尔组合的合唱《神
奇的双合尔山》 讲述在党的带领
下，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结合当
下流行的直播带货形式，《云端新
货郎》巧妙地以舞蹈形式演绎了家
乡农特产品受市场追捧“爆单”的
喜悦场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科尔沁草原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治理，取得了不凡的成绩，
候鸟与人类共享碧水蓝天，舞者化
身候鸟，在蓝天碧水的旖旎风光中
翩跹；情景好来宝《第一书记》讲述
了脱贫攻坚路上“第一书记”的感
人事迹；民歌《乌云珊丹》演绎了来
自科尔沁的“从前慢”的爱情……

8 月 26 日晚，作为第十九届中
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乌兰牧骑优
秀剧（节）目展演首支亮相的乌兰
牧骑———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
的青年队员们选取了民歌等经典
曲目进行改编再创作。他们挖掘乡

村振兴素材和革命题材，在内
蒙古艺术剧院为观众献上了
一场精彩的演出。

“非常荣幸，作为首支亮
相本届草原文化节乌兰牧骑
优秀剧（节）目展演的队伍，我
们带来了两场演出，今晚这台
晚会是以‘讴歌新时代 喜迎
二十大’为主题全新打造的一
台歌舞晚会。”晚会开始前，科
尔沁左翼后旗乌兰牧骑的团
长刘桂芳介绍，“晚会的亮点
是双合尔组合全线伴奏。此
外，晚会打破固定主持人的模
式，采取全员主持的方式进
行，乌兰牧骑‘一专多能’贯穿
整场晚会。我们期待给观众带
来不一样的视听感受。”

“能够现场近距离感受这
么精彩的一台晚会真的很开心！”
呼和浩特市民徐文玉难掩兴奋地
说。当晚，他特意带着爱人和 70 多
岁的父母在前排观看了整台晚会。
晚会结束后，父母还迟迟不肯起

身。一个多小时的演出，让一家人
直呼“太短了，没看够”。

作为本届草原文化节的重要
活动，乌兰牧骑优秀剧（节）目展演
将持续到 9 月 13 日，内容涵盖声

乐、舞蹈、小戏、小品等多种形式，
集中展示乌兰牧骑艺术创作、创新
人才培养最新成果，推动乌兰牧骑
队伍之间的交流学习，展现新时代
乌兰牧骑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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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
治区文联主办，内蒙古民间文艺家
协会、内蒙古美术馆承办的“同心向
未来·奋进新时代”喜迎党的二十
大———内蒙古剪纸作品展在内蒙古
美术馆开展。

本次展览分为“喜迎二十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
文化符号”“民俗风情”四部分，以中
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为主题，以弘扬
社会主旋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基本创作理念，用剪纸展示精

彩的中国故事、内蒙古故事，表现家
乡美景、人文风情，绘就内蒙古各族
儿女勠力同心、团结奋斗，共同建设
伟大祖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
画卷。

剪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新时代的内蒙古剪纸艺术焕
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内
蒙古剪纸传承人、艺术家、爱好者饱
含深情、积极创作，通过剪纸作品赞
美新时代幸福生活，展现中华民族一
家亲，展示剪纸艺术的独特魅力。

马芳

8 月 26 日晚，第六届内蒙古二
人台艺术节在包头市土右旗举行。

开幕式晚会以节目 《盛世百花
开》开场，25 面大鼓小鼓震撼全场，
现场气氛瞬间点燃。二人台联唱《黄
河儿女情》让观众感受到经典的魅
力。来自山西、陕西、河北、内蒙古四
地的《十对花》《双山梁》《画扇面》等
曲目精彩纷呈。

据了解，本届二人台艺术节以
“最美二人台 放歌敕勒川”为主题，
以西部省区二人台新创剧目为主，以
沿黄省区地方戏曲优秀节目和文化
大院自编自演的节目为辅，邀请沿黄
各省区中国梅花奖得主、中国戏曲学
院艺术人才、本土走出去的国家级民
歌手和乌兰牧骑“红色文艺轻骑兵”
新编节目助力，并通过网络直播的形

式，向区内外群众展示二人台艺术的
厚重内涵和广阔外延。现场还为“土
右旗二人台被列入第五批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拓展项目”揭牌。

第六届内蒙古二人台艺术节历
时 6 天，期间还将举办沿黄省区地方
戏及二人台优秀剧目展演活动，以广
场演艺和室内剧场表演形式，呼和浩
特、包头等盟市的 25 个团队 600 多
人组织多场地方戏和二人台小戏、小
品、牌子曲等系列演出活动。

包头市土右旗作为二人台的故
乡和发源地，2008 年开始，已连续四
次获评“中国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
2012 年内蒙古首届二人台艺术节在
土右旗举办，并将土右旗定为永久举
办地，至今已成功举办六届，成为土
右旗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吕学先

内蒙古剪纸作品展开展

第六届内蒙古二人台艺术节举行

从自治区文物局传来消息，近
日，自治区明安草原、乌拉盖草原入
选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林草局公布的
第一批“红色草原”名单。

据悉，有 12 处草原入选第一批
“红色草原”，涉及 9 个省（区），基本
覆盖我国传统草原大省。这些草原
上分布着数量丰富的革命旧址，生
动展现了在辽阔草原上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
改革的光辉历程，具有重要历史意
义和深厚红色文化底蕴。

明安草原，位于包头市达尔罕茂
明安联合旗，草原类型以温性草原为
主，是“草原英雄小姐妹”舍生忘死保
护集体羊群的英勇事迹发生地，现有
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龙梅玉荣旧居；
乌拉盖草原，位于锡林郭勒盟乌拉盖
管理区，草原类型以温性草甸草原和
温性草原为主，境内有内蒙古乌拉盖
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是内蒙古
生产建设兵团农垦历史的见证地，现
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哈场兵团大礼
堂、粮库旧址。 冯雪玉

明安草原、乌拉盖草原
入选首批“红色草原”

《永恒的旋律》交响音乐会

“C”形黄玉龙

乌兰牧骑演出

《骑兵》舞剧本报记者曹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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