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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打造文艺精品提升文化能级
●本报记者 杨彩霞

大窑村：历史与时尚交织下的新农村

王占新：让呱嘴这朵曲艺之花盛开在更广阔大地上
●本报实习记者 刘艳霞

呱嘴是我国北方地区特有的一种曲艺形式，它从老百姓的心底喊出，淳朴而自然；它融汇了汉、蒙、回、藏、
满等多个民族的艺术精华，包容而开放。一字一句皆是熟悉的乡音，一招一式源自浓厚的乡情；腔调转换中说
唱尽百姓身边的鸡毛蒜皮、大事小情，台步腾挪间讲遍新时代北疆大地的新变化。

2022年5月19日，自治区政府公布了第七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内蒙古艺术剧院
二人台艺术团曲艺项目呱嘴位列其中。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一方文
化滋养一座城市。

呼和浩特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悠久，这里留下了“胡服骑
射”“昭君和亲”“北魏建都”“三娘子
兴建库库和屯”等许多传诵至今的佳
话，以及人们耳熟能详的《敕勒歌》

《木兰诗》等诗词歌赋。多姿多彩的
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是多元
一体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
年来，我市聚焦北疆文化形式丰富的
多样性特征，深度挖掘城市文化底蕴
和人文特色，推出特色品牌项目，打
造文艺精品，推动城市文化高质量发
展。

近日，由市委、市政府主办，内蒙
古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大型融媒体文
博综艺节目《北疆文化·青城文脉》正
在内蒙古卫视热播，节目邀请了《百
家讲坛》主讲人、著名文化学者纪连
海、魏新以及自治区文博专家、学者
深度解析呼和浩特上下 50万年的更
迭变幻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历史进程。节目以“舞台演出+文博
纪录片+访谈”的电视表达方式，特别
是以XR虚拟技术和 3D动画制作等
多种技术表现方式，营造时空穿越、
古今对话的沉浸式场景，给观众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并引发了热烈反响和
讨论。

“节目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从跨越时空、超越地域的
视角切入，系统梳理了呼和浩特历史
文化源流，充分展现了呼和浩特在百
万年人类史、五千年文明史、一万年
文化史中的历史价值和独特贡献。”

我区文化学者李悦谈到他观看后的
感受时对记者说道。

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张景植一
直非常关注呼和浩特的历史文化，他
说：“《北疆文化·青城文脉》作为我们
本土文化节目的一种样板，呼和浩特
一定会在文化、文旅、文博方面绽放
出更多的活力。”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深度挖掘城
市文化底蕴和人文特色，进一步提升
城市文化内涵和文化韵味，推出特色
品牌项目。大型文博综艺节目《北疆
文化·青城文脉》开播后好评如潮；

《北疆文化·青城印记》等品牌活动，
整理发布了呼和浩特的100个城市文
化符号；呼和浩特市还与内蒙古师范
大学、内蒙古摄影家协会等合作，举
办了“亮丽北疆·绘鉴青城”绘画·设
计文献展、“亮丽北疆·美丽青城”主
题摄影作品展等系列展览，全方位展
示首府历史文化发展变迁，提升城市
文化品质。

走进市歌剧舞剧院的排练厅，
熟悉的旋律响起，舞蹈剧场《如见》
正在排练。2023年 2月，《如见》首演
登上国家大剧院歌剧厅，并在广州、
上海、杭州等地进行巡演。时尚的
布景、唯美的舞姿、震撼的肢体语
言，演员们用一场极具诗意、创新、
唯美的表演，收获了广泛赞誉，也将
呼和浩特包容开放的城市印象留在
观众心中。

精品文艺的创排是增强首府文
化品质的重要环节，也是宣传阐释

“北疆文化”丰富内涵，彰显城市精
神、提升首府文化能级的重要补充。

多年来，呼和浩特不断加快文化事业
发展步伐，加强文艺作品创作生产，
通过这样一部部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剧目，创立了一
个个代表首府的文化品牌，探索文化
产业形态的创新途径，推动文化强市
建设，实现首府文化的高质量发展。

作为舞蹈剧场《如见》的主演之
一，市歌剧舞剧院的首席演员张羽琪
参与创作了多部反映城市历史的艺
术作品，舞剧《昭君》、歌剧《青山烽
火》、古典舞《红山玉龙谣》等优秀剧
目，叫好也叫座。

“希望通过我们这样艺术形式的
表达，能够让北疆文化有形有感、生
动感人。”张羽琪说道。

我市不断加强文艺作品创作生

产，通过一部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优秀剧目，提升城市文化
品质，其中，舞剧《昭君》获得第 27届
白玉兰戏剧奖提名并成为第十五届
中国文博会艺术节开幕式剧，歌剧

《青山烽火》荣获第十二届“萨日纳”
戏剧剧目奖，古典舞《红山玉龙谣》获
得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
舞奖提名。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旅广
电局党组书记金磊表示，呼和浩特
将以北疆文化为主题，聚焦现实题
材，创作更多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加
大巡演巡展和宣传推广力度，开发更
多传播首府精彩、镌刻首府印记的文
化“爆款”，全面提升首府城市的文化
能级。

日前，“北疆戏曲”贺新年活动在玉
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举行。这里
变身戏曲百花园，由王占新和王舜表演
的呱嘴《盛世年华大观灯》，精彩表演赢
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我是专门来听王占新老师的呱嘴表我是专门来听王占新老师的呱嘴表
演演，，他的作品我几乎都看过他的作品我几乎都看过，，我感觉呱嘴我感觉呱嘴
这种艺术形式非常接地气这种艺术形式非常接地气，，以老百姓的口以老百姓的口
语为主语为主，，通俗易懂通俗易懂、、真切感人真切感人，，而且生动有而且生动有
趣趣。。””市民王先生是呱嘴的忠实粉丝市民王先生是呱嘴的忠实粉丝。。

王占新又名（王占昕），作为自治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二人台代表性传承人，他是
内蒙古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第四
届曲艺“牡丹奖”得主。多次应中国曲艺
家协会的邀请赴日本、韩国、西班牙、英
国、爱尔兰、卢森堡、德国、法国等十几个
国家进行艺术交流演出，把二人台呱嘴艺
术带出国门走向世界，荣获巴黎中国曲艺
节“卢浮”特别奖、乌兰夫基金民族文化艺
术杰出贡献奖。被评选为第三届内蒙古

自治区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学
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优秀者。

一直以来，王占新在呱嘴艺术上不断
创新，被人们亲切喻为“河套第一嘴”。他
结合二人台艺术中彩婆子风趣幽默的表
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把二人台呱嘴
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二人台呱嘴特色和表演风格。同
时，他把相声“贯口”的童子功巧妙地运用
在呱嘴的表演中，又创造性地把蒙古族舞

蹈“抖肩”的技巧融合进去，极大地丰富了
呱嘴艺术的表现力。代表作品有呱嘴《王
婆骂鸡》《王婆骂假》《二人台唱成万人
台》，二人台传统小戏《补鞋》《借冠子》《探
病》等。

“呱嘴其实就是二人台的顺口溜，来
源于民间的串话，近似快板，属于曲艺的
贯口，又叫干嗑、溜呱嘴、数板。”王占新介
绍，呱嘴的表演方式是只说不唱，语言一
般合辙押韵，句式以七字为主，多用串话、
谚语，诙谐幽默，多蕴藏着许多哲理和生
产、生活知识，给人以启迪和智慧。

在王占新的耳濡目染之下，儿子王舜
从小对呱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系统
的学习，也成为一名专业的呱嘴演员，并
于2018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父
子齐摘牡丹奖也成为曲艺界的一段佳话，
百姓们常说“老小俩王婆、父子双牡丹”。
王舜的呱嘴作品《王婆说水》荣获内蒙古
自治区第二届相声小品、曲艺大赛中荣
获曲艺综合类一等奖，呱嘴《王婆说风》
参加了第三届中国东北地区优秀曲艺节
目展演，对口呱嘴《苦难辉煌》参加了第
四届中国西部优秀曲艺节目展演。

为了使这项非遗得以薪火相传、后继
有人，王占新目前已经带出来20多位徒弟，
还积极推动呱嘴这项非遗项目走进社区、
走进校园、走进生活，为群众搭建非遗知
识课堂，不断为非遗寻找新“活”法。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我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我
们这个队伍当中来们这个队伍当中来，，让呱嘴这朵曲艺之让呱嘴这朵曲艺之
花盛开在更广阔的大地上花盛开在更广阔的大地上。。让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
保护好保护好、、传承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
产产，，让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光彩让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光彩、、薪火薪火
相传相传、、生生不息生生不息。。 ””王占新满怀憧憬地王占新满怀憧憬地
说道说道。。

王占新父子表演中

本报讯（记者 刘沙沙）在呼和
浩特，大窑村算得上是一个非常特
殊的村子。因为，它在不同人的眼
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印象。在年轻人
的眼里，“大窑”代表的是一种属于
呼和浩特的“甜蜜味道”。对于老呼
市人来说，“大窑”是偏远和贫瘠的
代名词。在许多专家学者的眼中，

“大窑”则代表的是中华民族远古文
明。

大窑村于清朝雍正年间建村，
因当地产火石，挖有很多大窑洞，建
村后得名“大窑”。

在这里发现的大窑古石器制造
场遗址，是国内外罕见旧石器时代
的重要文化遗址，推测为距今约 70
万年至1万年前的历史遗迹。

“大窑文化”遗址是迄今为止，
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
古代石器制造场，因此精制的石器
很少，多为半成品、废品等。根据古
地磁、放射性碳素、石器形制等考古
学测定等断代方法断定，大窑石器
制造场分为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
三个阶段。

“大窑文化”遗址有力地证明了
呼和浩特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自古
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生息之地，是中

华民族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尽管历史悠久，但以前生活在

这里的村民却很贫困。由于地理位
置偏远，加上土地贫瘠，过去，这里
的农民只能依靠粗放型作物种植和
养殖业勉强度日。

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深入，大
窑村也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初到这座大青山脚下的村庄，
就会立即被一幅幅极富有艺术张力
的涂鸦墙所吸引，原本阡陌交通、屋
舍俨然的农村景象里杂糅进了栩栩
如生的涂鸦艺术，让人眼前一亮。

“涂鸦”这种新潮的艺术形式，
在中国的一部分大城市中有所流
行，但出现在小山村里的情况却并
不太常见。大窑村将这个“舶来品”
与有点“土”的农村房屋相结合，中
西方文化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
应”。

飞龙在天的“巨龙腾飞”涂鸦、
可爱爆棚的千与千寻同款涂鸦、“风
吹麦浪”般的丰收涂鸦……一幅幅
涂鸦壁画把大窑村装点得俏丽而灵
动。

大窑村这座古村，就这样跨过
时光的长廊，在新时代的霞光中，踏
上了新的征途，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口簧琴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它历史悠久、形制多
样。考古专家们在对很多古代遗址的挖掘中，发现了
多处口簧琴的出土实物。在许多古籍中，也很容易找
到关于口簧琴的相关记载。《清朝通典》中描述得则更
为详细：“以铁为之，一柄两股，中设一簧，末出股外。
横衔于口，鼓簧转舌，嘘吸成音。”

清末达斡尔族民间艺人孟保金善于制作口簧琴，
达斡尔语称作“木库莲”。后来举家迁居归绥（今呼和
浩特），口簧琴技艺也随之传入，至今已传承百十余
年，历经四代人。

口簧琴从材质上一般分为竹制、铜制与钢制三
种，目前用钢材来制作的比较多。口簧琴的构造并不
复杂，由琴体和簧舌两部分组成。琴体是用上好的圆
钢在烘炉上焙烧后，锻打成类似于锥把的形状。夹在台钳上用铁锉
初步加工平整，再用细目砂纸进一步打磨光滑。簧舌是用韧性和弹
性较好的优质钢材，置于烘炉上焙烧，锻打成薄薄的钢片，夹在台钳
上用钢锯加工成上窄下宽的楔形簧片，将上端向一面弯折以便于弹
拨。同样用铁锉初步加工后，再用细目砂纸进一步打磨光滑。为保
证口簧琴的音准，还必须对簧舌与琴体的间隙和簧舌各段的厚度进
行反复微调，从而达到完美的演奏效果。调试好以后，将琴体和簧
舌置于炉火上加热至暗红色，迅速放入盐水中淬火。这一道工序叫
做烤蓝，目的是防止口簧琴氧化生锈。最后将簧舌的末端和琴体的
尾部铆接在一起，口簧琴的制作即告完成。演奏时将口簧琴含于唇
齿之间，左手握琴尾，右手的手指交替拨动簧舌使之振动，借助口型
的开合、舌唇的律动与气息的变化以控制音律，弹奏出美妙而悠扬
的清幽之音。

沃鲜是口簧琴技艺第三代代表性传承人沃鲜是口簧琴技艺第三代代表性传承人。。从小耳濡目染从小耳濡目染，，和父和父
亲亲沃文成学会了口簧琴的制沃文成学会了口簧琴的制
作和演奏技艺作和演奏技艺。。五十多年来五十多年来
一直致力于口簧琴的研究和一直致力于口簧琴的研究和
设计工作设计工作，，从口簧琴的材质从口簧琴的材质，，
到簧舌的长短到簧舌的长短、、薄厚与宽窄薄厚与宽窄，，
再到琴体的倒角扩音设计再到琴体的倒角扩音设计，，反反
复实践复实践，，不断改进不断改进。。制作了大制作了大
量适合演奏不同曲目的高音量适合演奏不同曲目的高音、、
中音和低音口簧琴中音和低音口簧琴。。收集整收集整
理了一百多首口簧琴演奏曲理了一百多首口簧琴演奏曲
目目，，编纂了编纂了《《木库莲传统工艺木库莲传统工艺
制作详解制作详解》》一书一书，，为口簧琴技为口簧琴技
艺的传承艺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卓越和发展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的贡献。。 （（杨彩霞杨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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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参观“亮丽北疆·绘鉴青城”绘画·设计文献展

听非遗讲故事听非遗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