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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丽的科尔沁草原腹地内蒙古通辽
市，历来有“歌海”“舞乡”“曲艺摇篮”的美称，
而哲里木版画作为科尔沁地域文化的一个重
要符号，在艺术的百花园里，以其独特的风
景，绽放着美丽。

哲里木版画起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
期，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代艺术家们的努力，
在全国乃至世界享有盛名，已成为闻名全国
的四大版画群体之一，被美术界称之为“科尔
沁草原雄风”，也被誉为“民族艺术的奇葩”和

“科尔沁草原之花”，在全国版画创作领域占
有一席之地。曾获美术界著名版画家古元、
李桦、王琦、王仲等诸位大家的好评。

哲里木版画作品多取材于内蒙古人民的
生产生活，风格质朴，线条粗犷，地域特色鲜
明，艺术家们用一把刻刀，不仅记录科尔沁岁
月的变迁，也打造了科尔沁地域文化品牌，涌
现出了一批享誉全国的美术版画名家，其中，
刘宝平、萨因章、田宏图、乌恩琪、山丹、邵春
光等荣获了“鲁迅版画奖”，创作了一批在全
国有影响的美术经典作品。

从早期作品看，刘宝平的《新娘》、田宏图
的《草原您早》荣获了全国第六届美展铜奖，
萨因章的《琴声悠悠》和《红云》相继入选第八
届、第九届全国美展，乌恩琪的《溢香草原》荣
获第九届全国版画展优秀创作奖，陈嵘的《太
阳雨》《我的太阳》分别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
和第十三届全国版画展，邵春光的《乌珠穆沁
的傍晚》荣获第十三届全国版画展金奖，山丹
的《圣火》入选第九届全国美术展，《安代圣
火》入选中国优秀版画家展，姬兴东的《春的
气息》荣获第十一届版画展铜奖，王作才的
《秋风》《草地风》相继荣获第十一届、第十四
届全国版画展铜奖，安玉民的《永远》《乐园》
和《舞动的草原》，分别荣获第十五届全国版
画展铜奖、第十六届全国版画展优秀奖和第
十七届版画作品展铜奖。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哲里木版画共
有百余幅作品入选全国性美展和版展，并有
几十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这些经典之
作，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为通辽市赢得了

“版画之乡”的美誉。
进入新世纪新时代，哲里木版画创作异

常活跃，几十年来，一些老版画家始终坚持笔
耕不辍，不断推陈出新，既有创作上的丰硕，
又带动新生代，培育版画创作新人。

这一时期，以罗中伟为代表的哲里木版
画群体，传承培育了一大批版画作者，使哲里
木版画创作进入了一个更加多元的时代。油
印木刻、水印木刻、铜版画，载体形式更加多
样，作品琳琅满目，版画创作氛围十分活跃。
其中，有百余名骨干作者常年潜心创作，作为
哲里木版画地域版块，形成了奈曼版画创作
群体。奈曼版画院的建立，既抓队伍又抓培

训，使版画创作队伍不
断壮大，并打出了“南有
观澜、北有奈曼”的版画
品 牌 ，培 育 了 一 批 新
人。这些版画作者的作
品，接连入选全国美展
和版画展。此外，科左

中旗达尔罕版画、扎鲁
特旗草原版画、内蒙古
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派
版画，以区域特色为划
分，形成了哲里木版画
的集群效应，涌现出了
罗中伟、秦晓伟、韩戴
沁、王智成、吕红梅、高
鹏和学院派版画家王
永波、金宝军为代表的
一大批新生代版画作
者。新生代版画作者
在版画创作上孜孜不
倦的追求，使哲里木版
画 艺 术 不 断 繁 荣 发
展。罗中伟作为新时
期哲里木版画乃至全
区版画创作的重要领
军人物，在推动通辽市
和自治区版画发展上，
他身肩重任，积极倡导
和带动版画艺术家们

“艺路前行”，特别是在
哲里木版画的传承与
创新上，起着引领作
用。

近几年，罗中伟从
油印版画，到水印版画
的突破，可谓匠心独
特，其创作的水印木刻
版画《煦阳》《霞照草
原》《心驰远方》《看·高
铁来了》等作品，连续
入选十三届全国美展、
第七届中国观澜国际
版画双年展和二十三
届、二十四届全国版
展，其中《霞照草原》还
入选了庆祝中国共产
党建党 100 周年暨鲁
迅倡导新兴版画 90周

年“镌刻百年”全国木刻版画作品展。传承、
发展、创新，在版画艺术的百花园里，哲里木
版画的发展和影响力是广泛的，二十二届全
国版画展在通辽举办、一带一路版画展落户
通辽，全国版画大家广军、苏新平、于承佑、张
敏杰、李康、张桂林、固日班（布）德、乌日切
夫、黄洋等到通辽讲学指导，在江苏常熟和南
京市启动举办哲里木版画全国巡展，这一系
列活动，迅速提升了哲里木版画知名度。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罗中伟
倡导并策划了百年丰碑——哲里木版画精
品展，并走进了中国艺术的最高殿堂，在中
国美术馆举办了百年丰碑——哲里木版画
精品展。这是继 1983年哲里木版画第一次
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后，时隔38年后又一次走
进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展览汇集了老中青
三代版画家的作品，纵观百幅作品，件件经
典，展览划分为南湖曙光、草原星火、热血北
疆、万马奔腾、时代楷模、绿水青山、小康之
路 7个篇章，全方位展示了建党百年的光辉
历程，展示了草原儿女守望相助、听党话跟
党走的生动实践，展示了艺术家“艺心向党”
的一颗红心。

以版画艺术的形式，讴歌建党百年盛
典，展览的主题集中突出，是一次高档次的、
弘扬主旋律的艺术盛宴。展览一经推出就
引发了美术界的高度关注，入展的近百幅作
品，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组成的专
家评审团评出，每一幅作品都可谓经典之
作，集中展示了哲里木版画群体创作的实力
与成果。

业内专家学者对”百年丰碑——哲里木
版画精品展”给予高度评价。代大权、王仲、
罗中伟、张敏杰、田宏图、芮法彬、乌日切夫、
董从民、山丹、黄洋等专家学者从学术、成
果、地域等诸方面，对哲里木版画定位与发
展，进行了多维角度评析与肯定。

《美术》杂志原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理
论委员会副主任王仲先生动情地说：“展览
的每幅版画，我都仔细看了，让我深受感动，
看了作品后特别震撼，集群式的哲里木版画
展，艺术冲击力强，展览质量高，有艺术质
量，也有精神高度，可以说是中国版画史上
一次壮丽的展览。”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
委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张敏杰称，

“哲里木版画一路走来，创作体系完备，渐成
规模且极具特色，这个充满生命力的版画创
作群体中，作品多注意生活细节的展现和发
掘，表达技法谙熟，呈现方式多样，从而使得
这次展出的很多作品有了突破性学术高
度。”

代大权教授评价:“哲里木版画源于生
活却不停留于生活表象，画家们在版画创作
上一直追求一种视觉的力量、人物的粗旷、
动态的强壮、表现的率真、影色的雄晖，这是
一种本质力量，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在茫
茫草原上飞扬激荡。哲里木版画之所以能
卓而不群，能长久不息，是画家与生活与环
境同生共在。看到他们的作品，就看到国家
的伟岸，看到人性的坚强。”

（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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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7月 10日至 11日晚，歌剧《白毛
女》在呼和浩特市乌兰恰特大剧院精彩上
演。该剧讲述了杨白劳、喜儿父女两代人的
悲惨遭遇，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喜儿
和广大农民翻身解放的故事。该剧作为中国
歌剧舞剧院经典保留剧目，受到“第二十届中
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邀请，以改善剧目演
出结构，提升剧场演出作品层次，满足广大群
众高水准的精神文化需求，彰显了本届艺术
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办节宗旨。
包括笔者在内，全场观众在近 3小时的演出
中享受了一场高水准的艺术盛宴。当走出剧
场，我的思绪依然沸腾，随着剧中那熟悉又新
鲜的旋律，回溯起这部作品的历史。

提到《白毛女》的诞生，就必须要重温
1942年 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它围绕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核
心命题，全面论述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革
命、文艺与人民大众、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等
重大理论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
人民为主体”的艺术观，强调文艺为什么人服
务“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指出为人民大众服
务是革命文艺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一切革
命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这篇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经典著作的指导下，中国革命文艺
和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建设进入了新的高潮，
其代表之一就是延安自 1943年开始的新秧
歌运动，艺术家们深入民间采风，创作了《兄
妹开荒》等一大批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作品，
它们为中国第一部民族歌剧《白毛女》的诞生
奠定了良好的观众基础，积累了宝贵的创作
经验。1944年，时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
的周扬得知“白毛仙姑”这一极富传奇色彩的
民间故事后，认为非常适合作为第一部大型
歌剧的题材，于是任命戏剧系主任张庚担任
创作组组长，组织贺敬之、马可等文艺骨干集
体完成创作。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大型综合
性舞台剧《白毛女》于 1945 年作为党的“七
大”献礼之作诞生，并从此成为中国红色文艺
的代表作。

当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
导下诞生的不只是《白毛女》，更是一批自延
安散播出去的红色文艺火种，这其中就包括
成立于1946年的内蒙古文工团，其团长周戈
就曾是延安新秧歌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创

作的秧歌剧《一朵红花》受到广泛欢迎。1945
年抗战胜利后，周戈从延安分配到晋察冀中
央局所在地张家口，当时，内蒙古解放区急需
戏剧等方面的创作人才，乌兰夫见到周戈之
后，非常高兴，随即动员他到内蒙古工作。周
戈接受了邀请，开始了新的艺术创作，这就是
蒙古剧《血案》。乌兰夫将这部剧用“民族的
形式，革命的内容”加以概括，给予了极高的
评价，认为“这就是内蒙古文化”。在《血案》
大获成功之后，周戈于1946年担任了新成立
的内蒙古文工团第一任团长，并于1947年开
始将《白毛女》《兄妹开荒》等戏剧作品陆续排
演出来，让内蒙古各族人民群众亲身感受革
命文艺的魅力，让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这
些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传播开来、深入人心。
除周戈外，内蒙古文工团的早期领导中，陈清
漳、张凡夫等人亦是自延安来，他们齐心协
力，用全新的革命文艺理念为内蒙古构建起
了新的文艺范式。新中国舞蹈学奠基人吴晓
邦先生也曾为内蒙古文工团创作多部经典作
品，他培养了多名学生，并将贾作光介绍到团
里工作，开辟了内蒙古新舞蹈的广阔天地。

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发表 72年后，2014年 10月，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
讲话，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

化繁荣兴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精神是社
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
作的领导等五个方面，从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历史高度、现实高度和未来高度，对文艺工作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做出了精辟论述，深刻阐
明了事关文艺工作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
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文艺工作的方向目标、重点任务
和基本遵循。也正是在这篇讲话发表后的第
二年，由文化部组织复排、中国歌剧舞剧院演
出的新版歌剧《白毛女》，结合时代的变化和
人民群众的需求，对戏剧结构、音乐编排和舞
台呈现进行创新调整，赋予作品新的时代内
涵，激活经典生命力。作为中国第一部民族
歌剧，《白毛女》自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
次代表大会上首演，先后经历了延安版、张家
口版、东北版、北京版、中央实验歌剧院版等
多个版本，到 2015年这一最新版本，已走过

了 70余载岁月。它的
不断更新，亦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艺与时
俱进、继承创新的样
本。同时，在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重要讲话的号召下，内蒙古也先后创作
出了《草原英雄小姐妹》和《骑兵》两部立足本
土文化、展示时代风采、接连获得“文华大奖”
的舞剧，在“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上
交出了精彩的答卷。这两部作品中，《草原英
雄小姐妹》是对这一全国知名 IP的最新舞台
阐释，像《白毛女》一样历久弥新；《骑兵》则是
将内蒙古具有代表性的马文化元素与革命历
史题材巧妙结合起来，营造出富有震撼力的
舞台效果，也将贾作光先生开创的《马刀舞》
等内蒙古新舞蹈范式继承并发扬光大。

在今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五千
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
必由之路。”《白毛女》正是这样一部符合“两
个结合”的优秀作品，它创造性地将我国传
统音乐文化与西方歌剧经典元素结合起来，
将古典戏剧的浪漫表达与现实革命题材结
合起来，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践
之路，生动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
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这也正是它
能从延安一路走来，至今长盛不衰的成功经
验所在，是值得我们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深入
学习和领会的。

顾昔思今，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征程的新
时代，内蒙古的文艺事业理应更有新作为。
我们需要进一步与中央文艺院团及科研院
所加强交流、引进作品、开拓眼界、提升水
平，在“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
上引进这样一部经典红色文艺作品，就是首
都与内蒙古的又一次文化深层互动。我们
应当通过深入学习以上述3篇《讲话》为代表
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着眼传承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建设，充分挖掘和生动展现内蒙古大地
上的厚重历史文化和丰富人文资源，融红色
文化和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
文化等于一体，创作出更多像《血案》《草原
英雄小姐妹》《骑兵》一样的优秀文艺作品，
用艺术实践不断丰富和展示新时代的内蒙
古文化，打造“北疆文化”品牌，让红色文艺
之路越走越宽广。

红色文艺之路越走越宽广红色文艺之路越走越宽广
——“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入选剧目歌剧《白毛女》观后

◎◎刘尧晔刘尧晔

由巴彦淖尔四位女作者陈慧明、
李平原、高丽芹、高朵芬撰写的《巴彦淖
尔传》首次釆用文化散文的笔法，巧妙
地抓取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四个维
度，以四个篇章：水利农耕篇、城市演变
篇、教育发展篇、文脉走向篇来展示巴
彦淖尔独有的风貌，既有波澜壮阔的
时代画面，又有性格鲜明的典型塑造，
较之于传统的历史编纂，更有温度，更
有情感，更有文学之美，更能适应现代
人的阅读兴趣和生活节奏，让巴彦淖
尔过往的山水草木人物事件再一次鲜
活地呈现，再一次感染每一个读者。

陈慧明是用一颗虔诚的心来撰
写《巴彦淖尔传》中的第一篇章“水利
农耕篇”的。她精准地聚焦了黄河三
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二黄河”开
挖和总排干开挖三件在河套大地上创
造的人间奇迹，跑遍了磴口、临河、五
原等地，登门拜访当年参与建拦河闸、
挖“二黄河”、总排干的老人。她和时
间赛跑，像抢救文物一样尽可能多地
从老人们的口里听到当年艰难悲壮的
创业故事。她通过采访86岁的杨国
栋老人获悉，开挖二黄河时人们大冬
天都住在用席子围成的“圪筒”里睡
觉，“圪筒”失火烧死了27名民工。为
了寻找这27位烈士的灵魂，她腊月二
十五从临河赶来磴口，多方打听，终于
找到了烈士陵园的遗址，流着热泪用
相机拍了“这一大片看似空空如也，实
则满满真情的土地，景仰与凄凉同时
从心头划过”。

陈慧明膜拜她的每一位采访对
象，段振生老人挖总排干时住在阴湿
的菜窖里，小腿患了静脉炎，直至失去
了6根脚趾，她虔诚地为老人脱下袜
子，含泪拍下了历史的见证。

陈慧明恨不得把所有河套水利建设的先驱都收录到书
里，苏玉根、郭果英、杨志新、赵志梅、李根小……一个个鲜活
的形象足以让我们看到了英雄的群像，他们在寒冷的冬天，睡
麦草、喝稀饭，锹挖肩挑背扛冻土……生活在巴彦淖尔这片
土地的人们，慢下来认真地回顾一下父辈的足迹，也许才能更
加真切地感觉到今天的幸福。

《巴彦淖尔传》中的第二篇章“城市演变篇”由以写长篇
小说见长的李平原担纲。写一座城的演变，先从一个人着笔：
从山西走西口逃难来到河套的饥民袁栓罗，停留在一处蛮荒
之地，通过3年的努力，终于立住了脚。李平原为城市立传充
分运用了小说创作的人物、情节、环境等要素，每一个阶段的
历史进程看似自然，实则都有作者的精心谋划和统揽，散而不
乱，提纲挈领，舒缓自如，充满故事性。

李平原是一个勤奋写作且勤于体验生活的作者，这在当今
是很难得的一种品质。在写新成立的巴彦淖尔盟行政公署迁至
磴口县时，绕不开的是沙害和磴口人的治沙精神。为了探索这
座沙漠之城的形成，她以一个打工者的身份，住在用化肥袋做窗
帘的工棚里，亲身体验严寒、沙尘暴和孤独。十几天的体验生活
让她有了深刻感悟：“十几天的苦累化为至高无上的崇敬。过去
的、现在的，好几代治沙人造就的沙漠之城正在焕发光彩，而广袤
的沙漠仍将需要现在的、将来的代代治沙人接着去征服。”

高莉芹的职业生涯就是三尺讲台，因此撰写《巴彦淖尔传》
的第三篇章“教育发展篇”对于她来说是得心应手。

作者以优美的文笔和对家乡的挚爱来为教育立传，全篇
首先从清朝中后期内地人口大量迁入河套地区垦殖，相继出现
私塾以及教会学校的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私立、公
立学校的演变乃至现代教育的发展，为我们理清了河套教育事
业的历史发展轨迹。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又对在教育界有较大
影响的个人作了重点表述，让我们对巴彦淖尔的教育发展史有
了更立体化的了解。

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李世荫老师，辗转
于巴彦淖尔多个最需要他的教育岗位，无怨无悔痴心于教书
育人，退休后仍然担任青年教师的教学指导工作，以他精深的
造诣和独特的教学方法受到广大师生的敬仰。还有传奇式
人物楼宪，在陕坝中学任教近一年，他超常的教学能力，为巴
彦淖尔教育史留下传奇的一笔。还有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
为家乡有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呕心沥血创办河套大学的陈
良璧先生……高莉芹笔下每个人物都有个性鲜明的特征，栩
栩如生浮现在读者眼前，镌刻在巴彦淖尔教育发展的史册上，
让后人为他们的人格魅力肃然起敬。

作者把教育发展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讲述，并辅以时
代特征鲜明的细节描述，如建国初期扫盲班、农村小孩实现吹
笛子的音乐梦想、脱产上成人大学的教师解决工资问题等等，
无不透着浓郁的时代气息，读起来鲜活生动，趣味盎然。

“地球上所有抵达/或者正在抵达这片土地的人们/记住
它，巴彦淖尔/一个颇具大文化、大色彩、大格局的地方……”这
是高朵芬撰写《巴彦淖尔传》第四篇章“文脉走向篇”的题记。

在这一篇章中，作者以诗人高昂的激情和宽阔的视野
对巴彦淖尔的文化脉络，从自然、人文、哲学等多维度进行
了探索和思考。在阴山岩画这一主题中，先从岩画的时空
上对读者作了宏观的交代，紧接着随着作家的足迹，西起磴
口，东至乌拉特中旗，零距离对大量的阴山岩画作了详尽的
考察，面对形态丰富、纷繁复杂、神秘莫测的岩画，作家不仅
仅是客观的介绍，更多的是以难以自抑的激情发出咏叹、诘
问、思考，因此，作家笔下的阴山岩画“呈现出艺术绘刻中极
为罕见的精神深度、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

在文学艺术主题中，对改革开放后的文学往事进行了梳
理，对尹庚、叶祖训、冯苓植、李廷舫、任义光、官亦鸣、陈慧明、
郭增源、那·希日呼、谢鹤仁等众多创作者树立了群像。

作者以敏锐的眼光，视若珍宝般挖掘民间艺术的价值，
她对二人台、爬山调、剪纸、“民勤发面”馍馍、民间工艺等各门
类的传承人进行了跟踪采访，通过传承人的讲述和对传承人
的形象刻画，让民间艺术更加熠熠生辉，让读者对传承人的不
懈追求有了进一步的认同，对文化遗产更加珍视。

为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立传，在短促的时间、有限的篇幅
里不可能做到包罗万象，完美无缺，正如高朵芬在结尾时所

言：“我决定从八月开始出发，嘱咐风、嘱
咐雨，嘱咐自己，用比我本身还重要的文
字……修复从巴彦淖尔的记忆里消失的
所有”。我们致敬四位为巴彦淖尔立传的
女作者，期待更多的人关注巴彦淖尔这片
热土，先从关注这本《巴彦淖尔传》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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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白毛女》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