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铸铸牢牢中中华华民民族族共同共同体体意意识识·家园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
——摘自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的讲话（2020年9月28日）

□王宗

奶茶，顾名思义，就是奶
与茶的深度结合品。在中华
大地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
史。其历史之久、涉域之广、
融合之深，所见不多。

历史资料显示，早在秦汉
时期，活跃在北方的游牧民族
就 有“ 食 肉 饮 乳 ”的 生 活 习
惯。茶和奶的相遇，是在汉代
时期，尤其是张骞出使西域、
丝绸之路渐盛之后。

汉代以后，乳制品进入中
原，受到各民族的喜爱。对
此，汉代宫廷还设置制作、管
理乳制品的机构，专为皇家供
应乳酪和奶茶。

如果说，汉代时期奶茶的
融合之道还属于混沌初开时
代，那么到了唐宋元时期，奶
茶的融合之道已呈遍地开花
之势。

唐代，奶茶盛行南北。与
此同时，随着中原地区与边疆
各民族的频繁交流，饮茶之风
渐为各民族所接受。唐太宗
时，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
不仅带去了茶叶，还向当地人
传授了烹茶技术，教会牧民用
茶和奶熬制奶茶，备受当地人
青睐。

到了宋朝，宫廷还在边关
实行茶马互市，并设立提举茶
马司专管此事，茶叶由此引进，
并结合当地吃乳品的爱好，逐
渐成为居民的饮食习惯。

经过多年传承，奶茶成为
许多民族的日常饮品。其中，
满族也对奶茶进行了继承和
发扬。

满族原是生活在中国北
方的少数民族，平日就有熬制
奶茶的习惯。据《龙江三记》
记载：“满洲有大宴会……每
宴客，客坐南炕，主人先送烟，
次献乳茶，名曰奶子茶。”奶茶
的熬制方法也更为考究，取牛
乳一镟（重三斤八两）、奶油二
钱、黄茶一包（重二两）、青盐
一两，将配料置于银桶内上火
熬，然后将熬成的奶茶盛装银
茶桶内备用。

奶茶有悠久的历史，实际
上，传统的奶茶和如今大街小
巷盛行的奶茶有明显不同。
前者虽然可根据食客个人口
味加料，但为了掩盖纯奶天然
的味道，人们选择在奶茶中加
盐，而今天喝的快餐式奶茶大
多是甜奶茶。

16 世纪至 17 世纪，中国
茶叶品种及饮茶方法传入欧
洲。茶叶在欧洲风行，嫁给
英国查理二世的葡萄牙公主
卡特琳娜功不可没。当年在
卡特琳娜的带动下，英国贵
族开始把茶水当作饮料，使
得茶叶一度成为上流社会的
象征，这也引发英国中下层
纷纷效仿，茶叶就此在欧洲
普及。

奶茶中加糖，始于 17 世
纪初的中国香港。广州官吏
林智贤招待荷兰使节，拿出了
自创的港式奶茶：在茶中添加
鲜奶和砂糖。荷兰人十分喜
爱这种独特的喝茶方法，并将
这种喝法带回荷兰。

1680 年，约克公爵将这
种时髦的饮茶方法引进英国，
受到英国皇室贵族的喜爱，逐
渐成为英国贵族专属。随着
奶茶的进一步发展，欧洲人的
喝茶思路得到扩展，在茶里加
糖加奶的同时，还大胆加入了
巧克力酱、蜂蜜等，英式奶茶
就此登上茶饮界。

英式奶茶再度传回中国
香港后，制作方法又被进一步
改良，加了一道撞茶工序，以
保证奶茶中茶味的浓厚。

进入 21 世纪，众多奶茶
品牌接连创立，制作方式不断
发展，配料也越发丰富，奶茶
成了饮食界中的一款“爆品”。

茶与奶，代表了中原农耕
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饮食层
面的爱好。起源于中国的奶
茶，见证了数千年历史变迁、
民族文化交融，也是中华文
化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典
型例证。

奶茶里的融合之道奶茶里的融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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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技艺传统技艺·· 融合故融合故事事 看看 听听

底 蕴 深 厚 ，
艺韵芬芳。作为
自治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多年来，突泉县
东北二人转以文
艺演出的形式丰
富了人民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
浓郁的地方特色
和乡土风情，给
百姓日常的生产
生活带来欢乐，
成为当地最具代
表性的文化符号
之一，其接地气、
贴近生活的表演
方式更是深受观
众的喜爱。

唯扎实才能
瞩目，磨砺才能
永恒。随着现代
社会的发展，人
民群众对于精神
文化的需求也不

断增强，二人转面临着新的机
遇和挑战——让文艺作品更好
满足百姓新期待，焕发出新的
生机活力。

唱好二人转，要求表演者
既要有“好唱词”“实惠嗑”“喜
庆词”“优美句”等，又要有幽默
的口词和技艺绝活。因此，提
高表演技能、丰富演出经验、练
就扎实的舞台功底，是演员们
必须掌握的看家本领，这样才
能扎实东北二人转不断传承的
基础。

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在实
践中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注入新活力同样是东北二人转
实现传统与创新共舞的必选课
题。这就要求创作者、表演者
以新时代视角将传统文化与现
代元素相结合，结合自身所学
所长继承、超越。同时还要保
护、传承好地域文化，推动中华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实现持续创新、代代相传，让非
遗焕发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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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花开，纵情放歌。走进兴安盟突泉县艺之梦业余乌兰牧骑的排练
场，眼前是飞舞旋转的彩扇，上下翻飞的手绢，孙立君与往常一样，正在和
队友们排练戏曲小品《什么情况》。

排练戏曲小品排练戏曲小品《《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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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戏曲小品主要讲的是乡村振兴
中，村里的几位姐妹发挥自己的强项，用
节目的形式，赞美村里新面貌的故事。”孙
立君一边指导着队员们的身段、舞步，一
边介绍。

在突泉县，提起孙立君，可谓家喻户
晓。作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会
员、兴安盟戏剧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演
员，她饰演的一个个舞台形象，以鲜活的
魅力征服了观众，也让她成为突泉县艺术
团体的代言人。2014年，孙立君被评为自
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东北二人转
代表性传承人。荣誉的背后，是她对东北
二人转执着的追求。

1956年，孙立君出生于突泉县，由于
自身条件优越，她高中未毕业就被县文
工团选中。入团后，她发现自己对于剧
本的领悟、角色的分析过于简单，远远适
应不了专业团队的工作要求。为了学准
戏曲唱腔，准确把握人物的个性，唱好每
一出戏，要强的孙立君决心从头学起。
一段唱腔、一句台词、一个眼神……她虚
心向老演员请教，细细揣摩，直到自己满
意为止。

工作之余，孙立君就一头扎在电影院
里，只要是戏曲片，不管什么剧种她都会
看。“因为当时父亲是电影院的职工，为我
学习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评剧《花为

媒》中新凤霞有一段唱腔，唱速特别快，为
了将它唱好，这部电影我就看了二十多
遍。”孙立君回忆说，因为想在传统戏曲表
演上有所建树，她还拜访名师，多次赴吉
林、长春等地学习表演。

提到如何与二人转结缘，孙立君说，
始于 1982年文工团到突泉县永安镇的一
次下乡演出。那场演出中，老乡们强烈要
求演员表演二人转《猪八戒背媳妇》。“在
文工团的几年里，我表演过评戏、小品等，
却一直没有机会正式上台表演二人转。”
那一次孙立君自告奋勇，上台为老乡们表
演，没想到第一次登台便博得大家的喝彩
声，她的二人转演艺生涯自此开启了。

潜心学习 一唱结缘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孙
立君在不断提升自己演出技艺的同时，也注
重对年轻人的培养。多年来，她时刻将宣
传、推广、传承民间传统文化艺术作为己任，
用一腔执着浇灌着二人转艺术的蓓蕾。在
她的带领下，突泉县东北二人转人才辈出，
精品频现。

“随着我对非遗及二人转传承的理解越
来越深入，我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担子越来越
重。”孙立君说，二人转唱腔优美，讲究“九腔
十八调七十二嗨嗨”，每出戏都是一个故事，
老百姓很喜欢。“我们有责任把传统二人转
发扬光大，虽然社会在进步发展，需要创新，
但是一定不要把传统的东西丢掉，要坚持唱
正戏，让老百姓欣赏到正宗二人转的魅力。”
她说。

孙立君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2010年，孙立君退休以后，成立了突泉县艺
之梦业余乌兰牧骑，培训专业二人转演员20
多人，每年演出百余场，其中下基层演出达50
场，他们演出的足迹覆盖了突泉县各乡镇，让
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文化大餐”。

针对年轻学员的表演特
点，孙立君还专门复排了《荒草
滩》等一批有代表性的传统剧
目，让学生们在剧目中挑大梁，

丰富演出经验，提高表演技能，不仅做到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让年轻人掌握了传统
艺术的精髓。

张贵芹进入突泉县艺之梦业余乌兰牧
骑已是第八个年头。“能下乡跟老百姓近距
离接触，让文化走进老百姓的心里，是很有
意义的一件事。同时，孙立君老师教会了
我们不少表演二人转的技巧，可以说是受
益匪浅。”张贵芹说。

如何用二人转这种百姓喜闻乐见的表
演形式，把党的政策宣传到村屯，让文艺作
品满足百姓的新期待，焕发新活力，孙立君
有她的思考。

一次下乡演出中，宣传禁止焚烧秸秆
的二人转《引火烧身》正在上演。台下观众
的反应引起了孙立君的注意。“这戏是挺好
的，可是‘秸秆’是啥啊？”一位上了年纪的
老大爷说。孙立君听后立刻记下，之后的
演出就把台词中“秸秆”改为“苞米荄子”，
环保观念也随之在乡村传播开来。“节目接
地气，演出效果才能入人心。”孙立君说。

孙立君和她的艺之梦业余乌兰牧骑的

队员们还紧密结合发展实际，积极推行“二
人转+”文化发展模式，创新编排了一批优
秀剧目，如反映精准扶贫的单出头《二大妈
发家》、普法单弦《扫黑除恶勇争先》、生态
建设方面的二人转《夸夸咱们老头山》等。

“人家唱的是传统的正戏，唱的是咱们
身边人的新戏，看了涨知识、鼓干劲儿，咱
老百姓就喜欢这样的二人转。”村民们对艺
之梦业余乌兰牧骑的二人转表演创新模式
赞不绝口。

“一个小舞台，两人转起来，唱的是二
人转，欢乐又开怀……”无论是唱二人转还
是看二人转，这欢快的旋律一响、人们内心
的舒展油然而来。“能为文化宣传、文化交
流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很荣幸。正是因为
切身感受到了文化的力量，也更加认识到
自己的责任。我定会勇担职责使命，唱出
二人转的别样精彩。”孙立君说。

一扇一绢一双人，此生不悔转多情！
风风火火的二人转，唱出了人生百态，舞出
了热情活力，更转出了孙立君精彩的人生。

坚守传承 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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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根在群众中。”孙立君每年有三分之
一的时间在乡下演出。送戏下乡是一件很艰苦
的事，夏天风吹日晒，冬天冰天雪地，一说下乡
演出，有些演职人员直皱眉，孙立君却不觉得
苦，群众的认可是她演出的最大动力。

1987年冬天，雪很大，孙立君和队友们
到学田乡利民村演出。在剧目《十五的月
亮十六圆》中，她饰演一位盲人军属老大
娘，舞台上不仅有大量哭戏，还要保持双手
向前摸索的动作。数九寒天，她硬是光着
手坚持演完一场35分钟的戏，下台时手指
甲冻白了，泪水在她的胸前结成了一个个
小冰点。走下舞台后，一位村里的大娘，上

前一把将孙立君抱在怀里，流着眼泪说：
“孩子你演得太好了，快让我给你暖暖。”戏
里饰角的泪水还没干，戏后激动的泪水又
打湿了她的脸颊。

不仅有对艺术的无尽热爱，更有对待
工作的敬业态度，慢慢地，孙立君声名远
播，彻底开启了她的二人转之路。她参演
的吉剧《荒草滩》《桃花岭》以及拉场戏《十
五的月亮》《爷们娘们和村官》等多部作品
分别获得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
和优秀作品奖，她本人也在自治区、盟市各
级表演比赛中屡获殊荣，为观众带来了一
场场极具感染力的演出。

吃苦敬业 屡获殊荣

【一言】

孙立君指导乌兰牧骑二人转演员练习孙立君指导乌兰牧骑二人转演员练习。。

孙立君孙立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