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行主编：海粼
责任编辑：高瑞锋
版式策划：苏昊 制图：安宁
2020年8月18日 星期二

5 特别报道

□文/本报记者 高瑞锋

8月的呼和浩特，天朗气清，金风
送爽。

16日、17日，70多名国内顶级
音乐专家、学者等人汇聚新城宾馆，
进行了一场“2020内蒙古音乐创作与
发展研讨会”。

作为第十七届中国·内蒙古草原
文化节的重要组成内容，此次会议由
内蒙古文联主办，内蒙古音乐家协会
承办，内蒙古草原音乐产业研究院协
办。

与会人员中，有大家耳熟能详的
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色恩克巴雅
尔、斯琴朝克图，著名指挥家娅伦格
日乐，著名词作家克明、阿古拉泰等
顶级音乐大咖；有从草原走向全国的
额尔古纳乐队、蓝野乐队、奈热乐队，
有各盟市音乐家协会和自治区宣传
部版权处领导以及字节跳动（中国）、
唱片公司等新媒体、音乐推广产业负
责人。

两天的时间里，这些业内人士直
抒胸臆，畅所欲言，从多角度对内蒙
古音乐的保护、传承、创作和产业发
展进行了深刻探讨和交流。

可以说，这是时下各领域在新理
念、新模式、新未来大势的驱动下，各
路高手对内蒙古音乐做出的一次深
刻“把脉”，并开出良方。这在历届草
原文化节中，尚属首次。

预热：现场展示新作掀起高潮

8月 15日 18时 30分，新城宾馆
迎宾楼二层迎泽厅，呼麦声起，马蹄
嘚嘚，男声女声时起时落。闭眼倾
听，脑中似乎出现一副人与马在绿草
青青的草原上自由奔驰的场景。

这是奈热乐队带来的新作《春
天》，台下的与会专家、学者听得很专
注。

作为“2020内蒙古音乐创作与发
展研讨会”的预热环节，“青年音乐人
新作品交流工坊（第一场）”以歌声和
音乐拉开了此次研讨会的帷幕。

当晚，奈热乐队、额尔古纳乐队、
蓝野乐队这3支风格迥异的新生代蒙
古族乐队进行了新作展示，并进行了
分享交流。

奈热乐队一首演罢，深入草原体
验式创作的单曲《吆呼尔》《第一场
雪》相继登场，这3首新作充分展示了
奈热乐队这些年的进步和一贯的原
生态风格。

额尔古纳乐队带来的3首新作每
首都让人耳目一新，既有抒情的《月
亮故乡》，也有欢快的《草原上信号不
太好》，还有舒缓的《草原都是爱》。3
首新歌展示了额尔古纳乐队不俗的
实力，听了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不禁
想要大声跟唱，掀起了现场小高潮。

作为内蒙古成立最早的一支蒙
古族摇滚乐队，蓝野乐队的两首新作
《迹》《蒙古故乡》依旧让人心潮澎湃，

振奋不已。
会议期间，“青年音乐人新作品交

流工坊”共举办两场，旨在为内蒙古青
年音乐人提供展示舞台和近距离交流
的机会，培养青年音乐家和音乐人才。

作词：草原音乐写作要以人民为中心

在内蒙古音乐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的著名蒙古族诗人、词作家阿古拉泰在
研讨会上从草原音乐文学方面做了精
彩发言。

他首先回顾了内蒙古音乐从我区
成立前后 20年到新时代以来的近 10
年，草原音乐文学涌现出来的著名词作
家和优秀曲目，他们当中有玛拉沁夫、
火花、印洗尘、克明、那顺等老一辈优秀
词作家，涌现出来的优秀曲目有《草原
赞歌》《敖包相会》《我从草原来》《蓝色
的蒙古高原》《天边》等一大批传唱不衰
的歌曲。

阿古拉泰说，奠基者们的艺术实践
给我们的启迪是，草原音乐文学不是轻
吟浅唱，不是风花雪月，它与祖国的命
运血脉相连，它与人民的呼吸同频共
振，它不仅仅参与甚至引领了一个激情
的时代。发展至今，草原音乐文学面临
着概念化、道具化、浮泛化和口水化的
创作瓶颈和困惑。

“草原音乐文学作为草原文化的记
录者和传播者，已经成为我国音乐界不
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著名诗人、词作家
克明说。与此同时，他也一针见血地指
出，我们现在需要创作的方方面面太
多，可是我们太雷同了，你拿什么作品
来和崭新的、和未来的草原完成对话？

对此，阿古拉泰、克明等音乐界大
咖建议，进入新时期，草原音乐文学和
草原音乐要兼容并蓄，在传承弘扬的基
础上，要吸收多元音乐元素，加大人才
培养和支持力度，让草原音乐走向世
界。

阿古拉泰特别指出，应该重提为人
民写作这个命题，音乐创作具有天然的
合作精神，要想写出好的、优秀的草原
歌曲，就要团结、和谐，因为它们是这个
时代的关键词。

作曲：回到草原用心感受民歌魅力

在观看了额尔古纳乐队、奈热乐
队、蓝野乐队的新作展示后，内蒙古音
乐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曲家色恩克巴
雅尔首先肯定了3支乐队各自的努力
和创作，并提出自己中肯的意见。但他
也指出，内蒙古音乐目前存在着编曲大
同小异，形式单一，配器没有突破的问
题。

“要牢牢根植于民族这片沃土进行
创作，这样才能创作出既古朴又现代的
好作品。”他给出针对方剂。

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也认为，不要
总从商业上寻找突破点，归根结底还是
去牧区、去农区，回到生命生长出来的
草原中去，用敬畏之心倾听草原民歌，
了解草原民歌的内涵。“你去听牧民唱
歌，就会感受到音乐在生命中、在生活

中的魅力。找到这种魅力，就会有
很大的感悟。”乌兰托嘎说。

著名作曲家、中央民族大学博
士生导师斯琴朝克图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新时代要有新声音，在
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新时代需要
新的创作手法、新的表现形式来发
展。“现在好多流行的草原音乐，
词、曲、演唱、演奏等都是个人单独
创作完成的，甚至有些是业余人士
完成的，为什么有些高校老师和专
业团队创作的歌曲反而流行不
了？这是由于以技术支撑教学，他
们和社会脱节了，这就需要‘学院
派’反思一下，要多进行旋律创
作。”斯琴朝克图说。

产业：区内国内世界，每步都
有“良方”

“内蒙古音乐产业起步晚、基
础弱，但是增速快；资源富集，但产
业开发不足；音乐产业市场体系不
完整；集约化程度低，尚无规模民
营龙头企业……”这是内蒙古草原
音乐产业研究院院长常慧渊提出
的草原音乐产业目前所面临的问
题。

此次会议上，他从草原音乐产
业运营角度做了发言，他指出，内
蒙古90%以上的音乐人没有经纪
公司，没有专业定位、策划、包装和
推广团队，音乐相关产业的企业弱
小分散，城乡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
方面消费能力偏低也是不容忽视
的状况。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常慧渊
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培养公众文化
消费意识；鼓励区内外消费者参与
内蒙古音乐体验和音乐消费，刺激
群众文化消费欲望；提高大众的音
乐审美能力；培育音乐产业市场主
体；打造音乐知名IP等。他说，像
大型民族歌舞剧《天边》的开发就
是一次积极的、有益的探索和尝
试。

战马时代CEO刘钊说，草原
音乐要走出去，是不是要有一些资
金和政策方面的倾斜，这样一来，
就会给我们减轻很大的负担，让我
们也愿意把更多的成本投入到当
地的宣传中。“其实这是一个良性
循环，文化才更容易走出去，被别
人接受。”刘钊说。

中央音乐学院党组书记赵旻
说，我们已经有了基础，已经做出
了重要贡献，在这个时候，再想突
破难度只会越来越大，技术必须有
一定的文化根基去支撑，再把一些
最先进的作曲理论、包括中国文化
重新捡起来，重新布局。“我们必须
走出去，走出内蒙古，走向全国，走
向世界，一定要学会世界表达的手
法。”赵旻建议。

震撼的音符
——顶级大咖云集青城“把脉”草原音乐

额尔古纳乐队。

额尔古纳乐
队队长玛西巴图
分享 3 首新作的
创作理念。

蓝野乐队。

蓝野乐队负责人朝鲁门分享新作创作背景。

奈热乐队“交流工坊”展示新作。

自治区文联党组书记冀晓青研讨会上发言。

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研讨会上发言。 著名诗人、词作家克明“交流工坊”现场点评。 著名诗人、词作家阿古拉泰研讨会上发言。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版权处处长李钧研讨会上发言。

内蒙古音乐家协会主席、歌唱家阿拉泰主持研讨会。

著名作曲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斯琴朝克图
“交流工坊”现场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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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音乐文学不是轻吟浅唱，不是风花雪月，它与祖国
的命运血脉相连，它与人民的呼吸同频共振，它不仅仅参与
甚至引领了一个激情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