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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鄂尔多斯市群众艺术馆出品的微电
影作品《日月星辰》，带你走进鄂尔多斯，让
你领略到鄂尔多斯短调民歌的无限魅力。
鄂尔多斯短调民歌是鄂尔多斯重要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之一。鄂尔多斯短调民歌结构
短小精悍，句法整齐、节拍比较固定，歌词
简单，但不呆板，往往即兴歌唱，灵活性很
强，其别具一格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
色彩深受人们喜爱。为此，2008 年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

鄂尔多斯市群众艺术馆作为鄂尔多斯
短调民歌的保护单位为了保护鄂尔多斯短
调民歌，成立了鄂尔多斯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制定了保护规划，并
全面深入地开展鄂尔多斯短调民歌调查工
作。通过搜集、记录、分类、编目等方式，建
立完整的档案。全面、系统、完善地保护鄂
尔多斯短调民歌的内容与艺术形式以及文
化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推
广和宣传鄂尔多斯短调民歌，进一步提高
对鄂尔多斯短调民歌的保护、传承、利用与
发展意识，鄂尔多斯市群众艺术馆经过精
心策划特出品微电影作品《日月星辰》。
微电影《日月星辰》以短调民歌特有的明朗
有力的节奏，欢快活泼的情绪，形象鲜明的
音乐，优美动听的曲调，运用艺术的形式，
歌颂蒙古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情怀，歌颂
自然，歌颂一切美好的事物，是一部很值得
一看的好作品。

微电影《日月星辰》让人们通过看、听
的形式就能了解到鄂尔多斯文化的博大精
深，认识到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
要意义，自觉自愿投身到保护传承民族文
化的行列，为弘扬民族文化作出贡献。

（据《鄂尔多斯日报》）

微电影《日月星辰》
展现鄂尔多斯短调民歌
无限魅力

□文/图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记者 张舒君

塞外三月，国贫旗察右中旗沸腾
了！阿令朝村人失眠了！

自扶贫题材话剧《红手印》基层
巡演首站在“原型地”察右中旗演出
后，这部话剧就成了这个旗谈论的焦
点；阿令朝村村民更是激动不已，不
时翻看录下的视频，回忆当初、感慨
如今巨大的变化。

“话剧感人，现实中的解书记就
这样，没有夸大很真实！”

“今天舞台上的‘解书记’，与我
们身边的解书记没两样！解书记就
是这样实实在在为我们办事的！”察
右中旗阿令朝村村民郭全奎被跌宕
起伏的剧情所感染，他感叹道。

“这台话剧是以自治区派驻乌兰
察布市察右中旗阿令朝村第一书记、

‘北疆楷模’解良为原型，这里面的
‘会计’是以我为原型，所以我知道这
台剧的真实性，舞台上的‘解国良’与
现实中的解良没两样。从来没想过
我们的事情能被搬上舞台，虽然我都
经历过，可作为观众在台下看，总有
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儿！”郭全奎感慨
地说，“村集体经济从当初的 0 到现
在的 400 多万元的资产，解良下了多
少辛苦，担了多少责任啊！”

从 3 月 7 日起，扶贫题材话剧《红
手印》基层巡演开始在全区国贫旗县
演出。该话剧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组织实施的“青年文艺拔尖人才培养
计划”扶持项目。刻画了扶贫干部

“解国良”面对群众质疑和家人误解，
克服艰难险阻，最终带领村民走上产
业脱贫道路的感人故事。演出现场
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掌声，观众被
感人的剧情深深打动。

真人版“男一号”解良说：“其实
这台剧并不是在演我，而是在上演着
我们驻派在察右中旗 64 名驻村干部
的事迹，有好多人都比我做得好。带
给我最大的意义就是增加了阿令朝
村的知名度，让这里的农产品更好地
打出去，让阿令朝村的村民早日富起
来。”

“那时我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
创作出观众愿意看、演员愿意演的精
品力作”

话剧《红手印》从开始筹备到剧
本 的 创 作 再 到 演 员 们 的 排 练 演 出
⋯⋯每一个过程都是在感动中进行。

32 岁的年轻导演占德热跟记者
讲起他的内心变化：“刚开始接到这
个剧本时，我自己都不信，哪有这样
的干部，感觉太夸大了，但是到走进
阿令朝村，融入阿令朝村，从晨曦到
傍晚跟解书记一天天干工作时，我信
了！而且很羞愧，我责备自己，这样
接地气儿的扶贫干部、这样全心全意
为百姓干实事儿的干部，我不应该怀
疑。通过与当地村民一个多月的接
触，包括我在内的主创团队都被解良
的事迹深深感动，也激发了我们的热
情。那时我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创

作出观众愿意看、演员愿意演的精品
力作。”

剧中解国良经历了养鱼风波、饱
受挫折之后，终于在当地培育起肉驴
养殖特色产业，历经波折，村民们才
渐渐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也渐渐地
相信了他要让新扎木村脱贫致富的
决心。

然而现实中的解书记比这经历
得还要多。为了亲眼目睹解良工作
和生活的环境，记者一行来到了阿令
朝村，3 月的春风吹拂着阿令朝村，养
殖场、储草棚、磨房、油坊、办公房依
次矗立在山冈缓坡上，驴儿欢叫、油
面飘香，红红火火的集体经济给贫困

的山村注入了一派生机。
“走，我带你们去看看我们养殖

的黑驴。”这前来跟我们说话的就是
剧 中“ 使 绊 子 ”的 村 主 任 原 型 张 金
龙。他告诉记者：“看完后确实挺感
慨的，刚开始解书记来，我就是不相
信他，因为我们村实在太穷了，来一
个人就能使村子变富？我不相信！
但是有件事确实感动到我了，砌墙盖
棚，解良动员村民出工出力，自己早
晨 5 点多起床，天黑还泡在工地上。
资金紧缺、时间紧，垒第二个圈墙时
没来得及抹灰，开春的一天，冻土融
化，墙被大风刮倒。解良蹲在散落一
地的砖块上，哭了一晚上，看到他哭，

我确实被感动了。这样的干部确实
少啊！”张金龙诚恳地对记者说。

“这剧演的太好了，这就是现实
中的我们，解书记那种无私奉献、任
劳任怨、敢于担当的精神，是我们每
一个干部都应该学习的，57 位村民
摁手印的那一刻，我眼圈都红了，这
样的干部就是实实在在走进了老百
姓的心里去了，我们要向这样的榜样
学习。”同样作为驻村第一书记的许
刚跟记者谈起他的感受。

“摁手印的那一刻我眼泪都快下
来了，希望以后这样的话剧常演”

作为全区巡演的第一站，乌兰察
布大地到处传诵着这位“北疆楷模”
无私奉献的感人的事迹。这不，在察
右前旗巴音镇水泉村的文化活动室，
感人的画面又在重现⋯⋯

“我是水泉村的第一书记，这话
剧演得挺实际，看完挺感动，这里面
跟我们实实际际的扶贫挺相近，我也
是第一次看话剧，我觉得这种形式的
宣传应该多增加一些。”郭宏杰说。

随着演出的进行，不到 200 平方
米的活动室已挤满了村民，有的村民
聚精会神地看着，有的村民底下窃窃
私语讨论着剧情，还有的村民拿起手
机边看边录分享给亲朋好友⋯⋯

72 岁的老党员孙福明红着眼圈
说：“这是我第一次看话剧，看完很感
动，我们身边的书记也是这样带领我
们脱贫的。摁手印的那一刻我眼泪
都快下来了，希望以后这样的话剧常
演。”

“舞台上的解书记，与我们身边的解书记没两样！”

200 平方米的水泉村文化活动室，挤满了观众。

□文/图 本报记者 院秀琴

声声丝弦，阵阵金鼓：台上，“唱念做
打”显露真实功夫；台下，鼓掌喝彩享受艺
术盛宴。这个 3 月，“魅力春天”传统京剧
专场展示出内蒙古舞台艺术的另一面。

3 月 22 日、23 日，内蒙古民族艺术剧
院音乐厅先后上演两场传统京剧，演职人
员均为内我区梨园的“自有力量”。内蒙古
民族艺术剧院京剧团副团长李继春介绍，3
月 22 日晚间演出是《金龟记》中的行路、训
子、哭灵、大堂 4 折重头戏，以老旦戏为主，
由著名京剧演员孙秀芝扮演康氏。记者在
现场注意到，戏中有不少长时间的经典老
旦唱段，显示出演员深厚的舞台功力，台下
观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在演
出结束后的谢幕环节，热情的戏迷上台向

“康氏”献花，几名年轻戏迷甚至进入后台
“追星”。

京剧艺术在内蒙古有着辉煌的发展历
程，李万春、李庆春、李小春等著名表演艺
术家，让草原舞台星光闪耀。内蒙古民族
艺术剧院京剧团是一个光荣的艺术团体，
曾创作并排演了不少现代京剧，其中舞台
版《草原母亲》获得中宣部第九届全国“五
个一工程”奖和自治区第八届“五个一工
程”特等奖。

“一方面注重创新，另一方面要弘扬传
统艺术，把我们的一些‘骨子老戏’传承下
来，发扬开去。”李继春介绍，“魅力春天”专
场第二出戏是 3 月 22 日晚间的《武松》，由
他担任主演。谈及近年来我区文化艺术事
业的长足发展，这位曾登上央视戏曲名段
栏目的著名武生演员说，他们在努力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发展为了人民的要
求，团里每年进校园、下基层巡演送戏 50
多场，剧场里的不少演出场次都会有一些
低价位的惠民票提供给广大戏迷票友，“尤
其这几年文化惠民政策大量出台落地，喜
欢京剧艺术的年轻人也渐渐多起来。”

“魅力春天”京剧专场
让传统戏曲艺术绽放草原

文艺地图

内蒙古文化惠民新举措带来新气象——

音乐盛音乐盛宴不断宴不断““圈圈粉粉””
高雅艺术不再高雅艺术不再““高冷高冷””

□文/图 本报记者 院秀琴

这个 3 月，连续多场音乐盛宴在内蒙
古民族艺术剧院和乌兰恰特大剧院精彩
上演。三八妇女节专场音乐会——《足
尖上的优雅》中外经典芭蕾音乐集锦，曼
哈顿弦乐四重奏音乐会，致敬托尼奖百
老汇最经典旋律演唱会，阿玛杜斯吉他
二重奏⋯⋯几乎场场爆满。

随着一系列文化惠民举措的持续推
出，越来越多的内蒙古人走进音乐会演
出现场，获得高层次的文化享受和艺术
熏陶。曾经“高冷”的高雅音乐艺术，正
在打破人们心目中的固有印象，在北疆
草原“圈粉”无数。

“现在，像音乐会这样‘高大上’的艺
术形式越来越多了，我们能充分感受到
高雅艺术的魅力。我们年轻时候谈恋
爱，想听个音乐会，那会儿根本没有！”3
月 20 日，2019《春天的旋律》民族管弦乐
音乐会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完美落幕，
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笑着发出感叹。

这场令人印象深刻的音乐会，既有
草原音乐的宏大交响，更有世界名曲的草
原表达。经典民族管弦乐曲《千里草原》
和《那达慕序曲》，蒙古族传统乐器毕秀古
尔独奏世界名曲《查尔达什》，经过重新配
器 和 编 曲、乐 队 化 协 奏 式 演 绎 的 曲 目

《归》，我国著名作曲家辛沪光所作的马头
琴协奏曲《草原音诗》等精品佳作，带来了
极具草原文化特色的高雅艺术享受。

演出场次越来越多，创作热情水涨
船高，融入草原民族音乐元素的创作更
是气象万千。今年以来，内蒙古民族艺

术剧院民乐团陆续推出多场民族管弦乐
音乐会。团长叶尔达对记者说，今年他
们的演出计划中，最值得期待的两场音
乐会是《有生命的马头琴》和为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推出的《永远的
赞歌》。此外，将于 4 月底举办的推出新
作品的音乐会和 5 月份的进京展演也值
得期待。

各大演出团体参与的“草原音乐周
末”系列惠民演出活动，以及“定时定量”
的下基层惠民演出计划，使乌兰牧骑精神
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虽然音乐会
对剧场的要求比较高，但是为了做惠民演
出，我们也会想办法去克服，首先曲目上
会选择一些容易让观众听得懂的、短的曲
子，其次演奏队伍也不会那么庞大，下基
层一般是三四十人的队伍。”叶尔达说。

发放惠民票、制定惠民票价，让普通
市民轻松走进音乐会现场。据了解，不少
音乐会都提供免费线上惠民票和部分低
价惠民票，观众只要花 10 至 20 元就可以
欣赏一台高水平音乐会。内蒙古民族艺
术剧院交响乐团办公室负责人杜敏告诉
记者，他们的 2019 音乐季在 1 月 24 日晚
就已经拉开了帷幕，乐团携手青年指挥家
昊夫、青年小提琴演奏家劳黎一同奏响了

《纪念门德尔松诞辰 210 周年》交响音乐
会。3 月 31 日，2019 音乐季“名家与经
典”——《不朽的柴科夫斯基》交响音乐会
也将奏响。这场音乐会的售票更是火爆，
4 个小时之内就已售罄。此后，除音乐季
音乐会外，在一些重要的节点也会陆续推
出节庆系列音乐会，几乎每周都可以让观
众听到不同主题的音乐会。

以音乐会为代表的高雅艺术的发

展，正是人们文化生活不断丰富、欣赏能
力不断提升的一个生动注脚。“这些年我
区在高雅音乐这块也发展得很快，我们
也在跟世界接轨，努力跟发达地区的交
响乐团做到同步，呼和浩特的观众现在
已经养成了欣赏音乐的习惯，而且欣赏
水平越来越高，随着音乐季的节奏，观众
们跟我们能够达到同步。”内蒙古民族艺
术剧院交响乐团副团长、艺术总监柴林
告诉记者。

近年来，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交响
乐团在培养首府观众欣赏高雅音乐的方
面做了不少努力，观众数量也随之有了
大幅度增长，柴林介绍，他们定期举办音
乐会，一方面可以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
质量，不仅可以为人们提供高水平的文
化享受，同时也可以引导和提升人们的
艺术欣赏水平；另一方面，近年来琴童数
量越来越多，定期举办音乐会也可以满
足琴童的学习需求。“培养观众很不容
易，现在周末来听场音乐会已经成为首
府观众的习惯了。”

古典音乐、高雅艺术走入人们的日
常生活，也得益于我区文化事业的长足
进步。随着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
系的健全，我区一些文化企业和文艺院
团不断锤炼专业技能、创新生产经营机
制、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为高雅艺术的普
及打开了更多想象空间。对此，呼和浩
特观众孙睿深有感触：“咱们内蒙古本土
乐团举办的一些音乐会，整体还是挺好
的，无论是舞台效果，还是曲目的选择，
都非常好，既平易近人，又能体现出高雅
艺术的特点，一点儿都不比国外的交响
乐团差！”

毕秀古尔独奏毕秀古尔独奏《《查尔达什查尔达什》。》。

女声独唱女声独唱《《罕山的雪罕山的雪》。》。 三弦协奏曲三弦协奏曲《《ConcertinoConcertino》。》。 内蒙古民族艺内蒙古民族艺
术剧院交响乐团术剧院交响乐团。。

EIEI 组合演奏组合演奏《《大地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