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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腊铺村充分
利用脑阁非遗丰富的文化内涵，以文
化传承为引导，以良好家风为示范，以
志愿服务为纽带，扛起了非遗文化的
厚重，使古老、沉寂的村庄焕发出新活
力。

脑阁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民间社火
艺术，也是腊脯村的名片。脑阁技艺
一直在腊脯村口口相传，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传承人是今年 72岁的胡连刚，
他从六七岁起就在父亲肩上进行脑阁
表演，成年后，又担当起色脚的角色，
扛着自家儿孙上街表演，几十年间，从
未间断。胡连刚的脑阁技法从父亲和
爷爷那里传承而来，他又将技艺传授
给了儿子。

“脑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一定得把传承工作做好。”这是胡
连刚时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激励着儿
子胡新龙一直坚守在脑阁传承的路
上。每逢传统佳节，胡连刚“脑”着孙
女胡雅熙走在毕克齐的大街小巷进行
表演。祖孙代代相传不仅在腊脯村的

脑阁队独树一帜，也夯实了传统文化
的传承根基。

2008年，脑阁成功入选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更好地
继承发扬传统文化，腊铺村以胡连刚
一家坚守脑阁文化的故事为典型激励
村民们积极参与传承传统文化，并吸
纳了一批较为年轻的爱好者，在实践
过程中让他们体验了非遗文化的魅
力。2010年，腊铺村成立内蒙古艺馨
脑阁演艺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发展
脑阁事业，不断加强宣传引导，让技艺
传承成为文化文艺的内生动力，推动
非遗文化传承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
全村形成了学习模范的浓厚氛围。

为更好发挥“非遗+文化文艺”的作
用，腊铺村将非遗文化宣讲课堂搬到群
众身边，胡连刚一家也走进新扩建的非
遗传习馆进行志愿讲解，用亲身经历讲
述非遗文化的前世今生，让更多村民和
游客了解非遗脑阁的魅力。一架脑阁，
不仅架起了胡家四代人传承脑阁文化
的梦想，也架起了非遗传承人薪火相

传、代代守护的文化坚守。
腊铺村的脑阁表演舞动着对百

年文化传承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腊铺村：擦亮非遗名片 赓续文化根脉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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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电影博物馆坐落于赛罕区北疆印
象文化艺术中心，馆内设有世界电影、中国电
影、内蒙古电影发展、数字电影四个展区，展
示了电影发烧友收藏的时间跨度100余年的
各个国家、各种型号的胶片电影放映机1000
余台、电影拷贝15000多部，其中珍贵的绝版
史料类拷贝上百余部；各个历史时期的电影
放映宣传、电影图书资料7000多册，以及不同
时期的电影书籍、海报资料等文物，成为内蒙
古地区弘扬先进文化、传播电影艺术、研学教
育的重要阵地。

下面，请跟随记者的脚步依次了解四个
展区。

第一展区：世界电影。这一展区展示了
世界电影从无声的胶片电影开始，发展到有
声黑白电影，最后到彩色电影的发展历程。

1824年，英国科学家罗杰特提出了“视觉
残留”原理报告，为电影的发明奠定了科学基
础。美国发明家爱迪生不仅发明了举世闻名
的留声机，在电影方面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1895年 12月 28日，法国的卢米埃尔兄
弟成功研制出电影放映机，并在巴黎卡普辛
路—14号大咖啡馆里第一次放映了影片《工
厂大门》和《火车进站》。这标志着世界电影
的诞生，他们也被称为“现代电影之父”。

随着电影的诞生，电影海报也迅速风靡
城市街头。电影诞生之初，海报在宣传推介
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即使在数字时代，海报
仍然是视觉交流的重要工具。一张优秀的海
报不仅仅是电影的广告，也是一件精美的艺
术品。

第二展区：中国电影。这一展区展示了
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家汇又一村放
映的“西洋影戏”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
拍摄了由京剧大师谭鑫培主演影片《定军山》
的片段，这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

在这一展区，可以看到新中国第一台录
放音机、第一台收音机、第一台便携式复式

录音机，以及由哈尔滨电影机械厂、八一电
影机械厂、北京电影机械厂、上海电影机械
厂等生产的各类型号的电影放映机。

第三展区：内蒙古电影发展。在这一
展区，可以看到慈禧太后御赐的 35毫米手
摇电影放映机。据介绍，电影其实很早就
进入了内蒙古地区。1906年慈禧太后为了
巩固边防笼络人心，将溥仪之妹金永城许
配给定远营（阿拉善左旗）塔王布希格之
子，并御赐一台 35毫米手摇电影放映机和
电影胶片《野猪林》《日俄战争》等作品作为
陪嫁。

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内蒙古电影制
片厂是在1956年开始筹建的，当时选了一批
人员去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学
习，还培训了几批蒙古语译制人员在长春电
影制片厂从事译制片工作。内蒙古电影制
片厂是我国成立最早、生产规模最大的民族
电影制片厂，也是同时生产故事片、新闻纪
录片和蒙古语译制片的综合制片厂。

第四展区：数字电影。在这一展区，可
以看到体积小而轻巧、方便携带的录制机
器，以及球幕电影、3D电影、4D电影、Imax电
影等新型电影。

数字电影放映1998年在我国开始应用，
2002年6月正式在全国各地开始使用，并经
历了快速发展和演变，逐步取代了传统的胶
片电影放映方式，进入家庭、进入场所、进入
生活。

百余年来，电影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
从黑白到彩色、从窄银幕到宽银幕、从胶片
到数字、从单一化到多元化的发展历程，历
经风雨而茁壮成长。内蒙古电影博物馆呈
现给我们的精彩而生动的内容，是内蒙古
乃至中国电影发展的真实写照，更是波澜
壮阔的百年电影发展史的一道缩影。透过
这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鲜活的文
物，一幕幕曾经在心底掀起过波澜的老影
像，无不唤醒人们深埋心底、永生难忘的观
影记忆！

解放－1型碳精棒弧光35mm固定式电影放映机

中国电影展区展出的电影放映机

馆内收藏的各式胶片电影放映机

内蒙古电影发展展区陈列的部分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