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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21年12月14日）

【同心共筑中国梦•征文】

传统技艺传统技艺·· 融合故融合故事事 ⑧看看 听听

二人台，中国北方主要地
方戏曲之一，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它从清代起源于内蒙
古以来，广泛流传于内蒙古中
西部以及晋、陕、冀、宁等省
区，覆盖中国150多个旗县。

它兼容蒙汉艺术特色，同
时吸取我国北方民歌、舞蹈、
曲艺等多种艺术精髓，是北方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结合
的艺术见证、黄河文化与敕勒
川文化孕育的艺术结晶。

二人台：黄河与敕勒川孕育的乡土艺术
◎本报记者 高瑞锋

【一言】

民俗文化融合的结晶

段八旺，国家一级演员、自治区级二人
台非遗传承人。今年62岁的他，早已是誉
满全国的二人台表演艺术家，从呼和浩特
市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退休后，一直致力
于拍精品剧目和培养后辈演员。

段八旺师承我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鼎
鼎大名的二人台表演艺术家刘全。

“从刘全的师父往前追溯三代，可以追
溯到二人台最早的雏形表演者图勒木扣。”
段八旺说，图勒木扣是蒙古族，出生于清道
光十年（1830），其徒弟云双羊是二人台的
奠基人。

清同治年间，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
百姓大量来到口外谋生，形成了春出秋归
的“跑青牛犋”的习惯。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广阔的敕勒川平
原上，大量的口里人向塞外迁移，汉族民间
文化也随之涌入。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
蒙汉群众通过对歌的方式相互娱乐，使社
火、八角鼓、民歌、码头调、山歌、牧歌、爬山
调等汉族音乐与蒙古族的长调、短调、民歌
等相互融合，形成了“坐唱”。与此同时，晋
剧、道情、大秧歌、耍猴腔等戏曲也越来越
多地传入塞外。农闲时，大小村庄都以“打
坐腔”的形式进行娱乐。

在每年的元宵节和二月二，蒙汉人民
都要举办庆祝活动，比较富裕的大村庄外
请艺人前来演出，小一些的村庄则以秧歌
为主，自娱自乐。

“汉族人把学会的蒙古族音乐带回口
内，蒙古族人也学会了汉族人的音乐，在草
原上传唱，形成了最初的‘风搅雪’坐唱。”
段八旺说，在这样的环境下，二人台音乐逐
渐形成了以蒙古调、秧歌调、丝弦调为主，
并借鉴其他音乐形式的曲调，被称作蒙古
曲。

段八旺说，图勒木扣是演唱蒙古曲的
著名民间艺人，是敕勒川平原和山西河曲
一带演唱蒙古曲的第一人。他没有丝弦伴
奏，仅在葫芦上安装两根木杆、用羊皮和马
尾搓成弦作为琴弓，边拉边唱。

富饶辽阔的敕勒川平原上，图勒木扣
天籁般的嗓音伴随着涛涛黄河水，唱响黄
河两岸，唱出了蒙汉人民的人生百味。

云双羊，蒙古族，图勒木扣的徒弟，土
默特旗圪力更村人，咸丰七年出生、民国
17年去世。

云双羊擅长吹口哨、说串话，不仅能唱
蒙古族民歌，还能唱山西和陕西移民带来
的汉族民歌。逢过节或者喜庆的日子，农
牧民们纷纷邀请他“打坐腔”说逗演唱。由
于他的演唱惟妙惟肖、诙谐动人，人们亲切
地称他为“老双羊”。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云双羊对蒙古
曲的演唱形式大胆创新，用一丑一旦的两
人角色化妆演唱，表演中吸收了社火中踩
高跷、踢股子和秧歌中跑圈子以及传统蒙
古舞等动作。虽然化妆演唱形式仍比较单
一，但是比原来的“打坐腔”要红火热闹，并
形成了“打玩艺”“打小班”的表演团体，很
快在敕勒川及河套平原流传开来，深受农
牧民的喜爱。

随着“打小班”的发展，二人台的演唱
内容逐渐丰富，伴奏乐器也由最初的四胡、
竹板增加到扬琴、四胡、笛子、枚等“四大
件”。

二人台表演形式活泼生动，演
出内容往往摄取某一段社会现象，
或者从蒙汉戏曲剧目及民间故事中
撷取一节移植为二人台小戏；道白
完全运用敕勒川方言，活泼自然、妙
趣横生、通俗易懂，富有生活气息；
音乐别具一格、淳朴亲切、载歌载
舞，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新中国成立后，二人台从“打小
班”正式登上了光鲜亮丽的舞台，这
一表演形式也被正式命名为二人台。

1953年，绥远省前进实验剧团
成立。此后，二人台进入了良性发
展阶段，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二人台工作者们紧随时代步
伐，结合自身艺术特色，并融合内蒙
古各民族文化，整理创作了《打樱
桃》《走西口》《打金钱》《墙头记》等
一批经典传统剧目，移植编排了《闹
元宵》《方四姐》《茶瓶计》《白毛女》
《江姐》《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
《红山湖》等剧目。

在《闹元宵》中，创造性地把一
丑一旦的角色增加到四人行当之
分，不仅促进了二人台发展，也使二
人台的艺术风格趋于成熟。

在内蒙古这片广阔沃土的滋养
下，迅速发展的二人台多次代表内
蒙古进京演出，演职人员受到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老舍、田汉、曹

禺等戏剧名家在观看演出后给予肯
定和赞扬。老舍先生更是挥毫盛
赞：“亲切二人台，民间歌舞来。春
风扬锦帕，玉蝶百花开。”

此外，二人台还到山东、河南、
四川、广东、上海、辽宁、吉林、青海、
西藏等省市自治区以及朝鲜、日本
等国进行演出，受到了当地群众的
喜爱和欢迎。

源自内蒙古的二人台，且歌且
舞走向了全国。

改革开放后，二人台与时俱进，
围绕内蒙古西部地区人民群众的日常
生活，产生了《王满囤卖鸡》《叔嫂情》
等经典剧目，以及大型民族历史剧《也
兰公主》、大型历史题材剧《刘统勋私
访河口镇》、大型现代剧《花落花开》
《万家灯火团结梦》等优秀剧目。

精良的剧目必需要有好演员来
出演。

历年来，内蒙古二人台先后涌
现出了亢文彬、刘全、任粉珍、董文、
宋振莲、邸文杰以及武利平、段八旺
等一大批深受老百姓喜爱的人民表
演艺术家。

2006年，文化部正式确立二人
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
年，二人台正式成为内蒙古的地方
戏，荣居全国36个大型地方戏曲剧
种之列。

生动活泼广泛受欢迎

二人台发展至今，已有 100多
年的历史。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
通过“走西口”这一特殊缘起，依托
悠久的敕勒川游牧文化，博采众长，
吸收蒙汉音乐、舞蹈、曲艺、戏剧之
精华，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和品位。

近年来，位于敕勒川平原的土右
旗连续4次获评“中国二人台文化艺
术之乡”。2012年，内蒙古首届二人
台艺术节在土右旗举办，土右旗也被
国家定为永久举办地，至今已成功举
办五届。今年，土右旗二人台正式列
入第五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

进入新时代，面对丰富多彩的
社会生活，从历史走进现代的二人
台该如何应对？

“音乐也有地域性，在保持二人
台原有基调的前提下需要做出改
变，适应时代发展，弘扬主旋律。”段
八旺说。

2011年，由段八旺导演的二人
台音乐晚会《古道乡音》，就是一台

“传统+现代”的代表作，晚会以二人
台传统音乐为基调，加入了四重唱、
二重唱、合唱、伴唱以及大乐队等现
代音乐元素，演出后叫好又叫座。

29岁的李佳琦是呼和浩特市二
人台艺术研究剧院青年编剧，入职4
年的时间里，他写出了深受年轻人
喜爱的呱嘴《胖婶》系列，以及好评
度极高的革命历史剧《多松年》等多
部二人台原创剧目。

对于二人台如何延续辉煌，走
进年轻观众的心里，李佳琦有自己
的想法,“无论何时，戏曲都是与时
俱进的，否则必然会被淘汰”。

李佳琦说，在我们父辈、爷爷辈那
个年代，一部戏要慢慢地、细细地把它
讲出来，下乡演出的戏时长最少得3
个小时，不然，老百姓会说戏没演好。
现在不一样了，戏的节奏要快，剧情翻
转要快，短时间内要产生丰富的情节
变化，还要融合很多信息量，就像电
影，要尽可能地把各种各样的信息融
进去，这样才能抓住观众的心。

从2010年至今，由呼和浩特市
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创作的二人台
现代戏《花落花开》已连续演出10多
年、历经3代演员、全国巡演600多
场。该剧常演常新，每代创作者都
会在剧中加入与时代相符的潮流元
素，贴近了当代人的生活方式。

近些年，根据国家惠民演出政
策，我区二人台演出团队把演出地
点多数放在了年轻人居多的企业、
大中专院校等地方。

“要想戏好，首先剧本要好。”李
佳琦说，要想吸引观众，就得贴近群
众、说他们的话，并且要传播正能
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
泼地体现在作品创作中，倡导健康
文化风尚，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
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群众
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的精神生
活更加充实起来。

贴近群众传播正能量

□赵文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
线，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

“纲”，所有工作都要向此聚焦。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人民牢固
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
共、生死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让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永驻心间。

习近平总书记 2014年 9月
28日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
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
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
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
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作为民族地区，内蒙古各民
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共同
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
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
民族精神。

从昭君出塞到土尔扈特东
归，从争取民族解放到内蒙古自
治政府成立，从最好牧场为航天
到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建包钢，从
草原母亲都贵玛到几十年扎根草
原服务牧民的廷·巴特尔，内蒙古
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世代传唱，
民族团结的模范人物不断涌现。
这些生动鲜活的事例，为我们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
富的源泉和不竭的动力，成为我
们学习的生动样本。

早在建党之初，我们党就十
分关注民族问题。李大钊同志直
接领导和参与在蒙古族群众中传
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共产主义先
进分子工作。1923年，内蒙古产
生了包括乌兰夫在内的第一批共
产党人。

1938年秋，八路军第一二
O师挺进大青山地区开展游击战
争，得到了蒙古族人民大力支
持。农牧民带着马匹参加骑兵部
队。拥有三个团的大青山骑兵支
队成为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

上世纪60年代，中国遭遇严
重自然灾害，上海、江苏等地食品
严重短缺，孤儿院孩子面黄肌瘦，
营养不良，患上疾病。内蒙古自
治区按照党中央要求，接纳了南
方三千孤儿。内蒙古广大牧民群
众用宽广的胸怀和无私的大爱，
养育了这些国家的孩子，书写了
一段血浓于水的历史佳话。

进入新世纪以来，内蒙古各
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伟大实践，内蒙古经济发展、
民族团结、文化繁荣、边疆安宁、
生态文明、各族人民幸福生活，呈
现出了繁荣发展、和谐美好的新
景象。

内蒙古全面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族人民
正以昂扬的姿态，向着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奋勇前进。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完成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

“一个桥头堡”的战略任务，更加
需要各民族紧密团结、共同奋斗，
更加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
大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作者单位为内蒙古纪委监
委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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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台现代戏《王满囤买鸡》剧照。

二人台小品《打麻将》剧照。

二人台现代戏《王满囤买鸡》剧照。

革命历史剧《多松年》剧照。

由段八旺（右）、云丽珍主演的
二人台传统戏《顶灯》剧照。

□徐亚军

初识二人台，源于 20 年前
的一次下乡采访。当时，在一
个村子简陋的小剧场里，一男
一女两位演员正在表演节目，
因为方言的缘故，太多的唱词
我都听不懂，但演员土气的扮
相、悲切的唱腔、夸张的动作，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之
后的工作中，我采访接触过多
位二人台演员和名家，观看过
很多场二人台表演，对于二人
台，我也从最初的了解、接受，
到后来的喜欢。

不可否认，二人台艺术作
为一种地域色彩浓郁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有着广泛的群众
基础和旺盛的生命力。多年
来，这门艺术在我区历代二人
台艺术工作者的辛苦付出和各
级政府的重视、扶持下，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但是，随着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
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
质量、品位、风格等要求也更高
了。二人台艺术工作者要跟上
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
沛的激情、优美的旋律、感人的
形象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
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
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
土。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
下去，必须推动传统文化继续
保持自身优秀特质、发挥自身
优点长处，推动优秀传统文化
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在当代
社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其
结合新的实践要求，不断创新
发展，更好地融入当今时代、服
务当代社会。

让二人台艺术
在新时代绚丽绽放

由亢文彬（左）、任粉珍主演的二人
台传统戏《借冠子》剧照。

二人台《花为媒》剧照。
大型现代戏《花落花开》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