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祖国北疆的内蒙古自治区，其独特的自然
与人文环境，具备饶有趣味并足以引人骄傲的地区
特色。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在生产劳动和生活实
践中，创造出内涵丰富的草原文化与绚丽多姿的民
族艺术。蒙古族艺术是中华民族多彩而辉煌的文化
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以其特色鲜明、风采独具而
著称于世。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党和国家所确立的正确
的民族政策的体现，以蒙古族艺术为代表的内蒙古
艺术焕发出勃勃生机，出现了一批批卓然有成的艺
术家和影响广泛的艺术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的内蒙古艺术，既是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与体现，同时也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的有机
组成部分。本文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
内蒙古的艺术创作历程及主要成就作粗线条描述

（因时间跨度大、涉及艺术门类多，本文提及创作现
象及作品，必然会有挂一漏万之憾，恳请见谅）。

一 .一段重要的前奏

内蒙古的新文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开
始兴起。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使得内蒙古的民族文艺出现了新的历史
性变化。这一时期的民族文艺创作及文艺活动，以
多种方式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如
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等。20 世纪 30 年代，内蒙
古新文艺反映现实生活，暴露和批判社会黑暗，发出
追求光明的呐喊和激发大众的呼声。抗日战争时
期，活跃在内蒙古的新文艺活动为抗战鼓与呼，开展
了各种形式的活动，出现了一批反映蒙古族人民与
其他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
作品。抗日战争的胜利，特别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
合会成立后，为使内蒙古新文艺适应新的革命形势
的需要，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遵照中共中央华北
局党的文艺工作会议精神，对内蒙古的文艺工作提
出了四点明确指示：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推广新文艺
运动；培养文艺干部；发扬蒙古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民族的新文艺。1947 年 5 月 1 日，我国第一个
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进一步加
强对内蒙古新文艺的组织领导，文艺事业开始进入
新的发展时期。

二 .1949 年—1966 年夏的内蒙古艺术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 1966 年夏的“十七
年”间，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政治、社会深入发展和经济建设快速进取，为文
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性重要机遇，为
艺术事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个时期，堪称内蒙
古当代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这个时期的内蒙古艺术，从创作题材到创作者
的主体意识方面，都体现出十分鲜明的特点。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革命的胜利，和平安定生活
的实现，使广大文艺工作者与全区各族人民一道为
之欢欣鼓舞。因此，在创作题材与表现主题上，贯彻
执行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文艺为工农兵服
务”的方针，突出体现为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新中
国、歌颂人民，以及热情反映新时代、新生活，反映民
族团结等。此类创作，在思想的深处，主要是强调革
命的必然性、可贵性与必要性，强调人民是社会的主
人。其美学理念，则是思想的大众性和党性。作为
创作者，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们，往往将讴歌革命视为
时代的使命，进入到意识形态的表达秩序，不再是任
意而来，率性而去，而是有了承担感、使命感，将艺术
与最高理念的追求紧密地联系起来，其创作富有激
情，感情表达真挚而质朴。在表现形式上，这个时期
的各个艺术门类中，民间艺术的特色都比较鲜明，民
族民间艺术家受到政府的重视和尊重——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相比判然有别；有的民族艺术形
式逐步由民间走上艺术舞台，走进艺术殿堂。

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优秀作品。在美术方面，
如年画《劳模会见毛主席》《建政权，选好人》《四季生
产图》《抱上娃娃感谢毛主席》《人人敬爱毛主席》《兄
弟民族之间》，油画《大青山下》《伊敏河畔》《傍晚》

《公社挤奶员》《姊妹俩》《奶茶》《包钢蒙古族炼钢工
人》，中国画《暴风雪》《雪山夕照》《十年树人千年柏》

《孔雀牡丹》《北京归来》《草原新春》，版画《鄂伦春人
出猎》等。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1966 年在“华北地
区年、版画作品展览”中，内蒙古画家的作品以其独
特的民族与地域特色和高水平的艺术表现，赢得了
广泛好评。在音乐创作方面，如《草原上升起不落的
太阳》《草原要把天堂造》《牧人之歌》《敖包相会》《草
原晨曲》《蒙汉团结歌》《鄂尔多斯舞曲》《春天来到草
原》《嘎达梅林》等。在舞蹈创作方面，如《牧马舞》

《鄂伦春舞》《达斡尔舞》《献花舞》《幸福的孩子》《马
刀舞》《鄂尔多斯舞》《挤奶员》《布里亚特婚礼》《筷子
舞》《孤独的小马驹》《哈库麦舞》《擀毡舞》《牧羊舞》

《盅碗舞》《牧民变成钢铁工人》《草原民兵》《驯马手》
《小青马》等。在戏剧创作方面，如歌舞剧《慰问袋》，
大型歌剧《乌恩山》，话剧《在激流中》《我们是哨兵》

《草原民兵》《草原战歌》《路》，大型蒙古语话剧《金
鹰》，京剧《巴林怒火》，晋剧《席尼喇嘛》，大型歌舞剧

《乌兰保》等等。在电影创作方面，如《内蒙人民的胜
利》《牧人之子》《草原上的人们》《金银滩》《草原晨
曲》《鄂尔多斯风暴》《金鹰》等。

当然，这个时期内蒙古的艺术创作及作品，在价
值论与审美论的把握与取舍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以前者遮蔽甚至代替后者的情况。这方面的情况，
在 1958 年之后，体现得更为明显。现在看来，这反
映在有的艺术作品中，至少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缺憾：
一是在主题上显得宏大而高调，但是艺术的形式美
感及内在感染力则较弱，尤其缺乏启迪人深思的东
西；二是各个艺术门类不同程度存在表现形式单一
化或雷同化问题。此外，这个时期的创作，在艺术表
现方法的探索性方面相对较弱。

三 .1966 年夏—1976 年秋的内蒙古艺术创作

从 1966 年夏到 1976 年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段。这十年间，内蒙古的
文化艺术事业受到很大影响，从合乎规律的发展角
度看，则是处于明显的停滞或衰退状态。在此期间，
曾经有的关于民族文化工作的一系列特殊政策被取
消；正常的文化建设秩序被打乱，如一些文艺团体先
后被迫停止表演，文联系统的专业协会被解散；一大
批艺术家受到冲击甚至迫害。所有这些，都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艺术创作与发展。尽管当时仍有部分艺
术家铭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承受着这样那样的压
力，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创作，但从总体情势看，能够
面世的作品数量明显偏少，能够传世的精品佳作则
更少。

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个特殊的阶段毕
竟是短暂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进程，是不会
因此而被打断的。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社会
秩序有所恢复，文艺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苏；
1976 年 10 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
继而“改革开放”的春风劲吹中国大地，同时迎来了
文艺事业的春天，内蒙古艺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好
势头。另外，值得欣慰而且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在这
10 年间，有的艺术家仍然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独立
思考，坚持不失个性的创作（尽管有的作品在当时难
以发表）；有的艺术家置身基层，与人民群众同吃同
住同劳动，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为以后以饱满
的热情与充分的潜力开展创作，打下了重要基础。

四 .1978 年—1999 年的内蒙古艺术创作

“改革开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发展进程中
具有特定内涵与特殊意义的概念。自从 1978 年改
革开放的大幕开启之后，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巨大变
化，众多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足以令每个
中国人为之自豪。当其时，内蒙古艺术同样乘改革
开放的春风，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美好景象。

改革开放之后被文学艺术界共称的“新时期”，
是内蒙古当代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其
时，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以及各项民族政
策逐步得到落实，为内蒙古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极好
机遇，内蒙古艺术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这个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与“二
为”方针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振奋精
神，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突破了对文艺的地位、
功能与价值判断的种种狭隘理解，以饱满的热情与
蕴蓄已久的创作冲动，投入到创作之中。他们将艺
术家的责任感放在心间，去敏锐地接纳与传达历史
的创痛、民众的情绪、时代的苦乐、民族的精魂等，艺
术为实践时代的责任与个人的良知所发现的真理而
存在。这样的创作在当时一出现，便很快引起人们
的关注，紧紧抓住成千上万人的心，使之产生强烈共
鸣。

这个时期的内蒙古艺术创作，在创作理念、题材
开掘与创作方法等方面，较之于以往都有不同程度
的变化。譬如，在创作理念方面，与当时的整个社会
大背景密切相关，在宽松开放的时代氛围中，艺术家
们以积极而开放的姿态吸纳外来的新的艺术观念与
美学思想，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在创作题材方
面，一方面由以往的较多局限而走向丰富宽广，内蒙
古大地上的自然风物、时代精神、人文风采以及广大
民众的生存状态、喜怒哀乐等，都有所表现。另一方
面，在向深度开掘方面也有了探索性的努力；在创作
方法方面，求“变”求“新”逐渐成为较多艺术家的自
觉意识，与此同时，表现形式由过去的相对单一而趋
向多样，并且已经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态势。因此，这
个时期的内蒙古艺术创作，显示出艺术家创作热情
高涨，而且思想活跃、大胆探索的生动局面，涌现出
一大批时代特征与民族特色鲜明，具有自觉美学追
求意识的优秀作品。如果放在历史的维度，与以往
相比较来看，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内蒙古艺术创
作，堪称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喷发期，其作品数量之
多、影响之大，都是引人瞩目、令人称赞的。

在美术创作方面，如油画《垛草的妇女》《查干
胡》《鄂伦春妇女》《绿色摇篮》《红色遐想》《剪羊毛》

《九月之暮》《新娘》《红云》《北萨拉的牧羊女》《白驼·
牧女》《暖暖的下午》，中国画《蒙古秘史》人物系列、

《祝福》《月夜》《兴安乌娜吉》《祭敖包》《整装待发的
驼队》《野山初醒》《净土》，版画《出猎》《草原你早》

《新娘》《乌珠穆沁的傍晚》《巴丹吉林》，雕塑《月亮
花》《冬季草原》等。

在音乐创作方面，如《草原音诗》《草原迎宾曲》
《鄂尔多斯组曲》《初升的太阳》《万马奔腾》《鄂尔多斯
的春天》《额尔古纳河之歌》《欢乐的那达慕》《乌力格
尔叙事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乳香飘》《祖国颂》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草原在哪里》《蓝色的蒙古
高原》《苍天般的阿拉善》《我思恋草原》《草原恋》《吉
祥三宝》《雕花的马鞍》《弹起我心爱的好毕斯》等。

在舞蹈创作方面，如《彩虹》《喜悦》《鹰》《达拉更
巴雅尔》《驼铃》《筷子舞》《小活佛》《敖特尔风情》《牧
人浪漫曲》《走西口》《蒙古人》《翔》《爱的奉献》《乳香
飘》《伊茹乐》《蒙古额日》《生命的摇篮》《盘羊》《牧人
之子》《草原诗情》《塞上昭君》《中国心》《英雄格斯尔
可汗》《东归的大雁》《额吉》《森吉德玛》《蒙古源流》

《鄂尔多斯情愫》《马头琴声》《生命欢歌》等。

与时代同步伐 以特色展风采
——内蒙古艺术创作 70 年略述（上）

◎宋生贵

◎聚焦文学艺术界

热点话题

◎追踪

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走势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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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刊

夜半书灯下，作为读者我最真切的感受是：如果
说 80 多年前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他背后的“乡土
中国”曾全面展现了上个世纪 30 年代中国基层社会
的面貌，那么这本刚刚出版的《第一书记驻村日记》
则再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轨迹，真实记录了精准扶
贫的推进历程，其所思、所记可以说是 21 世纪中国
北方农村发展的缩影。这本书抓住了实现“中国
梦”、脱贫攻坚战役以及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
时代主题，以不同于普通日记的白描方式，记录了扶
贫第一线“真扶贫、扶真贫”的生动实践，是一部集
真、象、实、美于一体的好书。最值得赞赏的是，作者
用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功底，诠释了新时代扶贫干
部的新使命，有深度且有新意。

《第一书记驻村日记》作者张鑫华，是一位军转干
部，曾在内蒙古军区服役 23 载。2015 年他从军队转
业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政策研究室。这一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了《关于做
好选派优秀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
内蒙古自治区掀起了派驻“第一书记”的热潮。作者
感到派驻“第一书记”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次“大
输血”，是培养锻炼机关干部的一次“大练兵”，更是党
中央助力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征途中的重大举
措。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张鑫华在不惑之年作为选
派的“第一书记”，进驻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盛乐镇
新营子村，在这里，他带出了全县的先进党支部。

“驻村第一书记”与基层百姓朝夕相处，能亲身
感受小康社会的进程，亲身感受时代奋进的铿锵足
音。每天清晨，张鑫华 7 点前就打开村部大门，村民
们办事路过就跟他闲聊几句。在与村民看似漫无边
际的“唠嗑”中，他感受着每个村民内心的酸甜苦辣，
知道了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从中找到了“第一书
记”的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担任“第一书记”，苦累
相伴，驻村的党建、扶贫、产业和治理，哪一项工作都
不是虚的。第一书记的形象就在老百姓的心里：干
好了，百姓自有口碑；反之就算你说得天花乱坠，村
民们也绝不会买账，所以必须得用百姓看得见、摸得

着的成绩来见证共产党人的实干与豪情。在一个有
着 2000 多常住人口的大村子里，上访告状、打闹纠
纷、扯皮推诿的事情时有发生。两年里，“张书记”苦
口婆心地与有困惑的村民们摆道理、沟通交流，想方
设法平息各种各样的纠纷，协助受伤害的村民们讨
回公道，为特困村民和孤儿申请待遇、寻求社会救助
等等。他深知，群众利益无小事，这就需要我们捧出
一颗真心来服务群众，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尽心
竭力为群众解难事，坚持不懈为群众做好事。脚上
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他用自己实
实在在的努力，书写着扶贫一线干部的生动实践。

除了每天忙于村中各种事务，短短两年半的驻
村时间里，这位“第一书记”竟然利用夜晚和周末挤
出时间读了近 300 本书。环顾他驻村时居住的不足
20 平米的小屋，一张简易的单人床、一张办公桌、一
个取暖的小火炉，余下的地方是一摞摞的各类书
籍。他常常诵读经典至深晚，寒冬腊月，每天凌晨两
三点，居室内寒气弥漫，他便披衣而起，生火、读书至
天明。他把最清苦的日子，过出了诗意。

即将结束驻村任务时，作者对这个他倾注了太
多激情与豪情的地方更加留恋。一天清晨他背起单
反相机走进山中，想把整个村子壮美的景色定格下
来，就在他即将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一大群不知名的
鸟儿飞入镜头，似乎在向这位勤恳的“第一书记”致
敬。后来，这张“百鸟齐飞”的照片被内蒙古远方出
版社选作《第一书记驻村日记》经典封面。

日前，《第一书记驻村日记》刚刚入选国家出版
署 2019 年“农家书屋工程”书目。作者说实效重于
虚名，能为美丽乡村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是对他的最
大奖励。

以白描手法记录扶贫一线的生动实践
◎于美丽

2014 年底，借助网络新媒体的巨大推动力，《穿
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火了，余秀华也随之一夜爆
红。此后，这位先天脑瘫、婚姻不幸的民间底层诗人
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并在诗坛掀起一场“余秀华
热”，热潮延续至今。对于这种突现的文学热点，我
通常都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不自觉地认为媒体的助
推力远胜于作者和作品本身。近日，陆续读完《月光
落在左手上》和《摇摇晃晃的人间》两部诗集，对主观
定论略感惭愧，“余秀华热”绝非一阵风，她的民间底
层书写和独特的女性意识觉醒，一定会为万马齐喑
的当代诗坛注入新的活力，引领新的诗歌风潮。

余秀华写下了大量歌咏爱情的诗歌，这些诗歌
直言柴米油盐，写实中带着冷峻的清醒。就算攫取
爱情的红与白，她笔下的意象也绝不是情人嘴角的
朱砂痣，或者人约黄昏后的白月光，更多的是墙上的
一抹蚊子血，亦或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她说：“我
一直是一个怀揣泥土的人/遇见你/它就有了瓷的模
样”。在爱情的世界里，她的生活也有质的变化，但
是她终究还是乡土之人，自然有着乡人的淳朴和现
实，不会像文人墨客，取材民俗，却依然格调高远，她
吟咏的你侬我侬，不会是“将泥土用水调和，捏一个
你，塑一个我”。余秀华渴望爱情，也愿意为爱疯狂，
但并不因此认为爱情就全是纯美，爱情让她有了瓷
的模样后，她反而更清醒地意识到“比你更易跌倒/
比你更易破碎”。在爱的路上，余秀华也没有文人墨
客的偏执和幻想，不追求朝朝暮暮，不在乎海誓山
盟，更不羡慕巫山云雨，她笔下的《我爱你》开始于

“巴巴的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表情
达意时，“我依然会说我爱你/哦，这是多少年的深思
熟虑”，直白而又深沉。甚至，她能清醒而敏锐地觉
察到爱情中男女的差异，“女人的心是如何凉的/男
人更不知道”，强烈的性别意识下，犹如置身旁观者
的视角，将婚姻男女的隔膜看得透彻明了。这可能
源于余秀华坎坷的情感之路，失败的婚姻让她对爱
情有了一种异于以往诗人的冷静，尽管她渴望美好
的爱情，也痴迷爱情的甜蜜，但她终究是一个现实的
苦行僧，她并不看重爱情的天长地久，感天动地，只
要相依时的温存，便可无问明朝，“如果哪一天醒来，
找不到彼此/只有微风吹过/一定要微笑，无论记得
还是遗忘。”爱情作为余秀华诗歌的一个核心母题，

既饱含着诗人对于爱的渴望，同时，也折射着她不幸
婚姻背后的清醒反思。她在诗歌《致雷平阳》中写
道：“我以诗人的身份向你致敬/以农民的身份和你
握手”，诗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认同在余秀华的诗歌
中反复出现，构成了其独特的民间书写特质。

余秀华没有成名前，横店村就是她的全世界，生
于斯，长于斯的横店村不仅孕育了她的淳朴，更培养
了她农民才有的泥土意识，形成了她独特的底层民
间书写。她说：“没有一个人的高傲比得过一棵玉米
的高傲，没有一个人的从容能有一棵庄稼的从容”。
她就像田地里高傲、从容生活的庄稼，不与诗坛先
辈、同仁争奇斗艳，只是以自己耕耘收获的精神粮食
滋养着“丰富有余，充实不足”的当下诗坛。

《中国青年报》记者曾问余秀华，走过那么多地
方，最喜欢待在什么地方？她说：“还是横店村最适合
我”。横店村里熟悉的生活场景，造就了余秀华区别
其他诗人的独特审美视角，她的诗歌里常常出现月
光、草、各类庄稼，她把一些农村特有的景物作为诗歌
意象，并将这些熟悉的意象与自己做类比，在《后山黄
昏》里写道：“一个人坐到满天星宿，说：我们回去/一
棵草怔了很久/在若有若无的风里/扭动了一下。”以
草自比，将自我置于广阔世界里，既写出一种卑微、孤
独，又让一棵草面对自身时产生独特而充满灵性的凄
美意境。再如“我是如此丰盈，比一片麦子沉重/但是
我只是低着头/接受月光的照耀”。月光照耀，不是阳
光照耀，联系其脑瘫和生活不幸，那看似纯洁的月光
瞬间蒙上一层惨白之色，一片麦子的沉重，那是田间
收获的辛劳，夹杂作为麦子一般个体的普通、卑微和
不易，在横店村，余秀华就是那卑微的一株麦苗，其成
长与收获，看似顺理成章，经历的却是无尽的艰辛。
这也构成余秀华诗歌创作的一大特点，通过生活场景
再现，把熟悉事物与自我进行类比，配以文字的陌生
化，表达自我爱情的追求，以及生活状态的再现。

女性意识的彻底苏醒
——余秀华诗歌的魅力所在

◎李建乐

蒋希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