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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70载 纵横驰骋新征程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内蒙古专场新闻发布会掠影

在草原歌舞中
沉醉
□本报记者 高慧

6月 21日 8点 30分，国新办新
闻发布厅侧厅成了歌的世界、舞的
海洋。悠扬的马头琴声、嘹亮的蒙
古族长调、绚烂的蒙古族服饰交织
在一起，好似一杯杯醇香的奶酒，让
在场的观众沉醉其中。在接下来的
时间里，蒙古族长调、马头琴、呼麦、
顶碗舞等节目在内蒙古民族艺术剧
院演员的演绎下，都收获了现场热
烈的掌声和喝彩。

现场观众都被这种艺术魅力所
感染。演出结束后，仍有很多观众
沉醉其中，不愿离开，争相与表演者
合影留念。

“这首长调的名字叫《辽阔的草
原》，歌词大意是‘虽然有辽阔的草
原，却不知道何处有泥滩，虽然有美
丽的恋人，却不知道她的心思’。蒙
古族长调字少腔长、高亢悠远、舒缓
自由，它因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和
独特的演唱形式讲述着蒙古民族对
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
艺术的感悟，所以被称为‘蒙古族音
乐的活化石’……”演出结束后，长
调表演者孟朝鲁继续向意犹未尽的
观众“推介”蒙古族长调。

为了今天的演出，演员们5点就
起来化妆，早早就来到了现场，为的
就是希望能以最好的状态把原汁原
味的民族特色节目呈献给观众。“对
于内蒙古来说，庆祝祖国成立70周
年主题新闻发布会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活动，这是一个向大家介绍内蒙
古的好机会，为了这次活动，我们大
家都做了很多努力，就是想为大家
呈现出一个个精致的作品，让更多
的人对蒙古族歌舞由衷的喜爱。”
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歌舞团声乐队
队长张娜的一席话道出了大家的心
声。

契丹御绣
与众不同
□本报记者 张慧玲

“绣金丝猴的是团扇，绣大
明塔的是台扇，绣胡杨林的是台
屏……”说起刺绣，自治区级非遗
传承人于和平滔滔不绝。“我的这
种刺绣技艺叫‘契丹刺绣’，也叫

‘契丹御绣’，不同于中国四大名
绣，更不同于本地的蒙古刺绣。”

于和平介绍说：“与其他民族
的刺绣不同，‘契丹刺绣’融合了南
方的细腻与北方的粗犷。现在有
50多种针法，作品有极强的立体
感，属于仿真绣。顾客可以自己提
供图片，我们绣出来的作品和图片
一模一样。”

于和平将苏绣艺术与契丹御
绣及蒙古族传统的民间刺绣艺术
相互融合，创造出了乱针、套针、接
针等多种独特针法，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刺绣艺术风格，《丝绸之路》
《红山玉龙》《东丹王出行图》等作
品现存于内蒙古展览馆。“后来我
们开始对手工刺绣进行探索、改
良。我们参观学习了国外的、国内
很多的先进刺绣工艺，又结合契丹
文化，便开始逐渐走出我们的刺绣
风格。”于和平说，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的发展，人
们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喜欢刺绣，购买刺绣，
裱在家中的精美刺绣就成为了高
档艺术品。2006年，瞅准时机的
于和平成立了宁城御绣轩手工制
品有限公司，发展到现在公司有技
术精湛的绣娘350多人，还培训失
业人员、农村妇女和残疾人 8000
多人。“今年6月在深圳举办的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我们就签定
了5800多万元的订单，而且这些
订单都来自国外顾客，我们的产品
远销古巴、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
等国家。我们的目标就是早日把
契丹刺绣推向国际市场。”于和平
已经放眼于世界。

飘香的
内蒙古味道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喝到了家乡的味道！”澳门日报的
记者王维端着热腾腾的奶茶意味深长
地说。王维与熬奶茶的姑娘郭琪都是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人。在北京遇到老
乡，让王维很高兴，月是故乡明啊，不管
走到哪里，心里最惦记的味道都是家乡
的味道。

同为呼伦贝尔人，斯如汗带来了另
一种美食。“在鄂温克旗，有8000多个
布里亚特部落，属于蒙古族的一个分
支。我们布里亚特包子是自治旗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手工切馅呈肉丁
状，被称为‘面团里的手把肉’。”身穿一
身布里亚特未婚女子服饰的斯如汗说，
布里亚特包子的馅只有肉、洋葱和盐，
吃起来自然鲜香。

“这奶豆腐又软又香，真好吃。”品
尝的客人赞不绝口。斯如汗的旁边，老
阿妈陶高正在制作奶豆腐，她来自锡林
郭勒盟正蓝旗。因为传统的奶豆腐制
作手艺，2010年，她被评为自治区级非
物质文化传承人，2017年，她被评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我现在有
400多个学生，向我学习制作奶豆腐的
手艺，我们的好手艺不能失传。”

内蒙古饭店的厨师长张志强带来
了赤峰对夹、丰镇月饼、巴盟西瓜、卓资
山熏鸡、呼和浩特小吃等 20 多种美
食。其中让人欲罢不能的是他们开发
的新菜“蒙古焗土豆”，用沙拉酱做的，
吃一口又甜又香，好几个食客都说“这
个土豆太好吃了”。

千年传承，百年耕耘。放眼未来，
内蒙古的味道将以品牌化、特色化、集
约化、国际化为发展方向，深化产业转
型升级，把农副土特产、食品加工、服务
业串联起来，把一二三产业融合起来，
把内蒙古的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传递
出去，以加快“舌尖上内蒙古”的发展。

让桦树皮
也精彩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几块轻薄的桦树皮，一把剪刀，
一瓶胶水，经一双巧手剪裁与粘贴
后，变成一幅幅灵秀、质朴的艺术
品。栩栩如生的秦可卿、史湘云，灵
性跳动的白狼、小鹿，无不引得人们
驻足欣赏，这就是极具内蒙古特色
的“白狼林俗树皮画”。“白狼林俗树
皮画”已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非遗
名录，正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自从白桦成为人类远古的生
产、生活资源后，原始的桦皮画艺术
也随之产生了。树皮取材于当地特
有的桦树皮，这些桦树皮因品种、表
皮、内皮的不同，可呈现 40多种颜
色，不用任何染色处理，最大的特点
是集剪、刻、雕、烫、画等多种手法成
画。来自兴安盟阿尔山市白狼镇的
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李艳红一边剪
树皮一边说，“树皮画主要利用白桦
树的皮来制作，偶尔也会用到松树
皮或者树叶。”2016年，李艳红被阿
尔山市林俗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聘为技术指导，研发制作出越来越
多具有独创性的作品。

阿尔山市林俗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是政府批准的精准扶贫项
目，政府将贫困户“三到村三到户”
的85万元作为入股资金投入到该公
司，年底为贫困户分红，2016年和
2017 年每人均分得 985元，还为 3
名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目前，已
经带动46户72人脱贫致富。

在树皮画发展前景一片良好的
态势下，2017年，该公司建设“白狼
镇脱贫扶智就业基地”树皮画培训
班开班，定期定点派出专业树皮画
制作人员开展培训和辅导，培养了
相当数量的树皮画创作人才，为增
加产品数量，提高作品知名度，形成
旅游产业的独特产品，闯出了一条
新路。

惊艳的
文创产品
□本报记者 高慧

马卡龙色高温瓷蒙古对碗、刺
绣羊毛毡文件夹、蒙古传统纹样桌
旗……这些精致的带有蒙古族特
色的文创产品让参观的记者们爱不
释手。

现场展示的大部分文创产品都
来自内蒙古本土文创品牌赞部落。

“ZAMBULING取自蒙语，意为世
界，我们试图用现代设计解读民族
美学，希望使用者能在每个产品中
遇到草原。”赞部落创始人、蒙古族
设计师胡琴介绍道。

展台上的真皮印花钥匙包、卡
片式移动电源、黑金保温杯等产品
上都印着精致的蒙古族纹样符号，
这些纹样符号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又经过了提炼和提升，目前赞部落
拥有40多个这样的民族纹样，分别
在国家和自治区版权登记局做了登
记。“我们的目标是积累到形成一个
纹样数据库，让这些传统纹样不仅
能传承下来，更能运用到更多的地
方，传播开来。”胡琴说。

赞部落目前拥有服装服饰、居
家饰品、文创手礼、手工艺精品4大
类200多种文创产品，产品通过线
上线下双渠道销售。“以前我们内蒙
古的文创产业没有发展起来，其中
有一个原因就是实用性不高，而且
制作比较粗糙，这就导致了流通性
差，传递率低。在我创立品牌的时
候也就是2013年左右，我印象里内
蒙古当时没有什么文创产品，那时
候只能叫民族用品吧，所以身为一
个蒙古族设计师，我想我要创立一
个文创品牌，它的产品不仅精致美
观，还要非常实用，现在你看我们展
台上的展品，几乎都是生活中用到
的东西。”胡琴说。

作为近年来迅速崛起的在市场
上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创意产品品
牌，赞部落经常代表内蒙古参加国
内外大大小小的文创展，在下周一
也就是6月25日，这些引人注目的
内蒙古文创产品即将运到坦桑尼
亚，再次将内蒙古文化介绍给世界。

“软浮雕”
走出大草原
□本报记者 高慧

“蒙古族皮雕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
立体感，你先看看，再上手摸摸，是不是
很立体？所以它也被称作‘软浮雕’。
制作皮雕画从设计、选皮、画、描、敲、染
色到最后的装裱，历经7道工序，你看
我这盒子里的金属工具，都是在制作过
程中需要用到的。”来自内蒙古格日勒
皮艺的皮雕师吴双岭，向上前询问的观
众热情的解说道。

皮雕艺术从草原走来，在漫长的历
史舞台上演绎出它夺目的光彩。2016年
皮雕画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其多元的文化特征和自成体系
的艺术风格，延续着千百年来蒙古族古老
的文化血脉，其工艺记载了游牧文化的精
髓，更保留了民俗风情的传统。

吴双岭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参
加如此大规模的活动，所以希望能把握机
会，把内蒙古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
地传播出去。从吴双岭带来的皮雕作品
来看，大部分内容展现的正是草原特色，
画中有蒙古包、骏马、勒勒车、马头琴等。

吴双岭所在的格日勒皮艺公司注
册成立于2012 年，是一家集传承、研
发、设计、制作为一体的传统艺术品机
构。他们在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大
胆创新，不断研发新工艺，在保留传统
制作方法的基础上加入了刻绘、浮雕、
镶嵌等创作元素，在制作题材上结合蒙
元文化、藏传佛教等多种文化元素，丰
富和发展了皮艺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据吴双岭介绍，2017年，公司曾受
委托制作皮雕画《草原歌盛世》，向内蒙
古自治区成立 70周年大庆献礼。这
幅作品宽 1.8 米、高 1.2 米，是在整
张牛皮上雕刻、着色、镶嵌而成的。画
面展现了天安门、五一会址、风车、高
铁、呼和塔拉以及载歌载舞的人民，象
征内蒙古 70 年来在党中央带领下取
得的辉煌成就，作品目前作为留念展于
莫尼山非遗小镇非遗博物馆。

“蒙古族皮雕画这项古老的工艺从
草原中走来，未来我希望它能走向更广
阔的舞台，也期待更多的人不仅是看到
皮雕画艺术，更能看到其背后的我们草
原的魅力。”吴双岭说。

这里历史悠悠、魅力无边，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在这里交汇融合，蒙古长调、马头琴、呼麦意味悠远，红山文化、大
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镌刻着华夏文明的灿烂辉煌。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马建荃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