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刊

彩虹
执行主编：海粼 责任编辑：邓玉霞 版式策划：苏昊 制图：安宁 2018年7月20日 星期五 邮箱：zkbchb@163.com

12

艺
苑

快
报

独
家

发
布

彩
虹

漫
笔

本社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 邮政编码：010040 邮箱：qxxw2004@163.com 广告公司电话：（0471）6635799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471）6635955 定价每年368元 广告许可证：内工商广登字［2017］018号 本报（呼和浩特）由内蒙古日报印务中心承印

□文/图 王磊 程英军

随着古曲《月儿高》活泼跳动旋律的响
起，中央音乐学院琵琶表演硕士塔娜拨动琵
琶琴弦，优美动听的琵琶独奏乐立即在内蒙
古艺术学院音乐厅环绕飘起，让在场观众不
禁凝神聆听。近日，由内蒙古艺术学院附属
中等艺术学校主办的《云想花想》塔娜琵琶独
奏音乐会奏响青城，给青城琵琶迷们带来一
场婉转悠扬的琵琶盛宴。

时而清脆如小溪叮当，时而浑厚如隔窗
闷雷，时而急切如雨打芭蕉，时而又舒缓如绵
绵细雨……当晚的音乐会共呈现了《月儿高》
《西双版纳的晚霞》《陈隋》《陈杏元和番》《云
想花想》5首曲目。其中，《月儿高》《陈隋》都
是古曲新作，既保留了文曲的意境，也用室内
乐的新颖形式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而作
为压轴曲目的《云想花想》取材《霓裳羽衣
曲》，将琵琶文曲的细腻与武曲的磅礴都展现
了出来，该曲毕，音乐厅里立即响起雷鸣般的
掌声，将音乐会推向高潮。

“老师的琵琶演奏得太好了，能成为她的
学生，我很骄傲。”现场，有来自首府各个中学
的学生及其家长、市民等近200人聆听了音
乐会，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孙佳琦激动地说
道。音乐会后，塔娜介绍说，此次音乐会选曲
偏重于文曲，因为文曲是琵琶艺术的精髓。
她希望以音乐会为契机，让更多孩子了解琵
琶，从而喜爱古典艺术。

血脉文脉紧相连
□赛男

提起麦新这个名字，时下的年轻人恐怕
很少有人知道了。然而，说起《大刀进行曲》，
其激情昂扬的旋律却是人们所熟悉的一段音
乐记忆。前不久，通辽市开鲁县乌兰牧骑打
造的话剧《大刀进行曲》赴江西、江苏省巡演，
引起高度的关注。

如果说歌曲《大刀进行曲》是当年激发热血
青年抗击日寇甘洒一腔热血的精神食粮，那么，
今天的话剧《大刀进行曲》，则是当年革命青年
报国精神的艺术再现，同样激发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的年轻一代甘于奉献、追求梦
想。从思想引领的意义上看，是民族精神的血
脉激荡；从文脉传承上说，用话剧的艺术形式，
再现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是文化力量在新时
代的凝聚，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作为一次
成功的艺术实践，我们为各位主创人员点赞。

中华民族的血脉里，自古以来就流淌不受屈
辱、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基因。近代以来，不管
敌人何等凶残，最终还是让我们经过艰苦卓绝的
奋斗，搬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赢
得了革命的胜利，再经过近70年的探索，又走出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民族精神的
血脉始终沿着人类文明进步的通衢奔流不息，
大刀精神就是让人热血沸腾的血脉流传。

文脉的延续，也是中华民族传统得以流
传不息的根系所在。余秋雨先生在《中国文
脉》一书中，系统梳理了自甲骨文以来延续数
千年的文脉。他认为“中国文脉是指中国文学
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
流”。这个观点，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这里
所说的生命潜流，就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所系。

打开历史的篇章，拂去岁月的风尘，中华
民族文脉的延续中，让我们感受到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也能领悟到中华文化对于民族
精神的哺育和滋养。由此，我们自然联想到
了开鲁县乌兰牧骑的同志们用文脉的传承，
展示血脉的强壮。他们从音乐《大刀进行曲》
的演唱中，产生灵感，获取力量，由歌曲而话
剧，跨越了两个形式迥异的艺术体裁，以同一
题材，展示了先辈们可歌可泣的革命伟绩和
奉献精神。这不仅仅是艺术表现手法上的革
命，更是让英雄史诗在更加多彩的传播形式
上得以升华。作为一只小小的文艺轻骑兵，
有如此大的手笔，着实难能可贵。

《大刀进行曲》还会继续上演，相信它的
艺术魅力会随着一场场成功的演出，得到越
来越完美的展示。

蒙古族服饰是草原儿女情感的归宿

蒙古族的服饰与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一脉相承。据《汉书·
匈奴传》记载，“食畜肉”“皮毡裘”的匈奴妇女的头饰与察哈尔妇女的头饰
非常相似。匈奴的服饰文化，传给了鲜卑、柔然、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也
传给了蒙古族。

在牧区，男女老少春秋穿夹袍，夏季穿单袍，冬季穿皮袍、棉袍。蒙古
袍的特点是宽大袖长、高领、右衽，多数地区下端不开衩。袍子的边沿、袖
口、领口多以绸缎花边、“盘肠”“云卷”图案或虎、豹、水獭、貂鼠等皮毛装
饰。蒙古袍冬天可防寒护膝，夏天防蚊虫叮咬、遮暴晒，行可当衣，卧可作
被，既美观大方，又具有良好的实用功能。

在有些人看来，蒙古族服饰不过就是一件长袍、一双靴子而已，其实不
然。“上至首饰头冠，下至腰带皮靴，每一处设计都蕴含着不同的历史文
化。如巴尔虎部落妇女头饰的基本款式呈羊角形，是因为绵羊被认为是最可靠的动物，代表着生育
和繁殖力量，表达了相同的愿望和信念。而且，不仅各个部落风格有明显差异，就连不同年龄段，出
席不同的场所及婚配与否，所要穿戴的服饰都大有不同。”资深品牌民族时装设计师娜仁花说。

过去，为了符合草原的生产生活，蒙古袍多选用色彩单一的绸缎作为材料，在缝制时往往把袍身
缝制得宽大，一般佩戴腰带。如今，随着牧民走进城镇生活，生产生活发生了变化，对蒙古袍的审美
也产生了变化。娜仁花认为，民族时装设计师的职责，就是将蒙古族元素进行艺术化提炼，让传统工
艺与现代技术完美结合，让悠久的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绽放出新的光彩。

蒙古袍作为一种传统服饰，已经成为蒙古族的象征，成为这个民族永恒的底色。有蒙古袍出现
的地方，就有蒙古人的豪爽和豁达，就有悠扬的长调和优美的舞姿。无论是朴实的传统长袍，还是设
计前沿的时装，每一处设计、每一个线条、每一种图案，都是蒙古族人民情感的集中体现。“无论草原
的孩子身在哪里，蒙古袍永远是他们情感的归宿，带给他们温暖。”曾亲手缝制100多件蒙古袍捐赠
给区内多地和蒙古国的孩子的正蓝旗81岁老额吉额尔墩琪琪格说。

蒙古族服饰“走向”现代生活

有着800多年历史的蒙古族传统服饰承载着蒙古族宗教信仰、民族礼仪、节庆习俗、婚姻状况、
审美追求等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萨仁格日勒说，随着时代变迁，民族传统文化
在保留传统精髓的同时，也一步步走向现代生活。

相信生活在草原都市中的你我，都参加过朋友举办的蒙古族风格的婚礼。除了新人穿着的华丽
的蒙古族服饰，还有蒙古包造型布置的酒店、蒙古族传统的婚礼进行曲、蒙古语婚礼主持人、蒙古族
婚礼乐队，不仅保留了马背民族文化，还融入时尚、现代、创意元素，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

蒙古族文化在都市中不断升温，蒙古袍成为各家婚纱影楼必备的服装、蒙古族餐厅服务员亮丽的装
扮、蒙古族学生自发统一的“校服”，成为内蒙古人衣柜中的必备品。“我们虽然不是蒙古族，但是毕竟是内
蒙古人，所以特地给孩子做了两件蒙古袍，让她在一些正式场合穿。”呼和浩特市民王银花说。

蒙古袍，不仅是草原都市一抹亮丽的时尚风景，也是诸多演出舞台独特的点缀。2012年，内蒙
古民族电影首次受邀参加全球电影盛事——戛纳电影节。当麦丽丝、艾丽娅、娜仁花、涂们、巴音额
日乐、巴德玛、诺明花日、冯亚平身等民族电影人身着民族盛装亮相电影节红毯时，观众挥手欢呼，各
国记者、摄影师纷纷举起“长枪短炮”争相拍照。时任内蒙古电影家协会秘书长的萨仁托娅说：“虽然
我们的服装不是最华贵的，但却是最有个性和内涵的，我们赢得了全场人的瞩目和尊敬。”

随着蒙古族服饰现代需求日益增长，蒙古族服饰行业也迎来广阔市场。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服饰
协会副主席朝乐梦介绍，据不完全统计，呼市地区民族服饰中小企业约有千余家，从业人员达10万
余人。在这千余家企业中，蒙古族服饰占三分之二。“蒙古族服饰是草原儿女穿在身上的信仰，对于
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个行业从业人员必须要深入了解民族文化，
不断提高专业技能，才能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朝乐梦说。

蒙古族服饰的保护和发展

内蒙古地域辽阔，各地、各部落蒙古族形成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2008年，蒙古族服饰被
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蒙古族服饰制作技艺还入选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
录。然而，上世纪末，蒙古族服饰的多样性越来越模糊，趋于同化，日常生活中穿蒙古袍的人也逐渐减少。

“一个时期，蒙古族服饰不伦不类的搭配现象很普遍，甚至一些博物馆中模特身上服装的搭配都是错误
的。”内蒙古自治区标准化院院长兰英说，传统服饰文化的这种不规范应用尽管无意识，却往往产生误导。为
了保护、传承这一文化遗产，从2009年起，我区开展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蒙古族服饰保护行动。

据兰英介绍，在为期两年的行动中，调查队走访内蒙古10个盟市、28个蒙古族部落，共采集蒙古族服饰
图片资料1.5万多张，以召开民间专家和蒙古族服饰传承人座谈会或入户访谈形式，进一步确定了各部落服
饰特征和传统款式。在此基础上，经过专家反复论证和精心选择，确定了蒙古族28个部落及蒙元时期106
套服装和34套头饰等蒙古族传统服饰的制作工艺。目前，这些蒙古族传统服饰被内蒙古博物院所收藏。

为了更好地传承发展蒙古族服饰文化，搭建传统技艺与现代市场衔接融合的平台，内蒙古自治
区旅游发展委员会从2003年开始主办蒙古族服装服饰艺术节，迄今已举办14届。该委员会负责人
说：“举办这样的艺术节，主要是为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创意创新为动力，推动民族服装产业向市
场化、现代化、时装化方向发展，实现以旅游促进民族文化传播，以民族文化促进旅游发展的目标。”

蒙古族服饰，用它的花纹、用它的银饰，静静地守护着草原和草原上的人们，讲述着马背民族可
歌可泣的征途。它赐予历史以色彩，赐予草原以灵动，过去如此，未来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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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风靡一时的亲子真人秀《爸爸去哪儿》走进草原的
节目中，还是在火爆热映的电影《狼图腾》中，演员们身上那威武庄严的蒙
古袍，总让人久久不能忘怀。蒙古族服饰是流动的文化历史画卷，是民间
艺术宝库，是草原儿女生命的保护伞，是朴实与精美的结合体。如果你未
曾走进草原，就无从知晓草原上的“锦绣华服”多么让人叹服；如果你未曾
走进草原，就无从体会那一袭蒙古袍中蕴藏着多少大自然的恩赏。

手绘服装设计图纸。

版师用CAD软件进行服装图纸打版。

设计师查看版型纸张。

精心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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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蒙古族礼服展示高端蒙古族礼服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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