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2月19日 星期四 7北疆 文化
编辑：胡日恒 曾静怡 美编：张韫同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乌兰牧骑进京演出60周年精
品节目展演在京举行，舞剧《昭君》
在湖北宜昌剧院精彩上演，“黄河
几字弯里的鄂尔多斯民俗文化”展
览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展，大型舞台
剧《三千孤儿入内蒙》在上海、杭
州、南京和合肥的大中小学进行巡
演……最近一段时间，北疆文化神
州行走进全国各大城市，通过演
出、展览、推介会等形式让更多人
了解内蒙古、读懂内蒙古，也让北
疆文化在全国持续出圈出彩。

北疆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
厚。近年来，内蒙古在着力打造北
疆文化品牌的过程中，积极探索让
北疆文化“走出去”的路径，为北疆
文化“走出去”搭建平台。从积极
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到打造具
有北疆文化特色的旅游景区，再到
培育具有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北疆
文化得到了深度的挖掘和开发，并
通过多种多样的平台和产品走向
更广阔的天地。

文化的交流交融是中华文化
生生不息的动力。让北疆文化在
更广阔的舞台绽放光彩，不仅可以
向更多人展示内蒙古的非凡魅力
和文化底蕴，更能提高内蒙古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提升内蒙古的文化
软实力。北疆文化“走出去”，在展
示自身独特魅力的同时，还可以与
其他地域的优秀文化进行交流，在
吸收借鉴各地优秀文化的过程中
丰富和发展北疆文化。北疆文化

“走出去”，也促进了内蒙古文化产
业的发展，带动旅游、演艺、特色食
品、手工艺品等相关产业的繁荣，
为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让北疆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积极拓展北疆文化在全国的影响
力，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资源开发
转化，深挖其当代价值和丰富内
涵，打造更多体现北疆文化内涵特
点的产品和服务。今年，内蒙古博
物院组织的“融合之路”“黄河从草
原上流过”“长城两边是故乡”三个
展览在长沙、青岛等地展出，内蒙
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北
方有佳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院辽代女性文物展”在苏
州博物馆展出，内蒙古自然博物馆
组织“亮丽北疆 逐绿而行——内
蒙古绿色矿山特展”在中国地质博
物馆展出……这些展览的火爆，直
接体现了北疆文化资源创新开发
和活化利用的广阔前景。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文化传
播的方式也在不断创新。让北疆文
化以现代表达融入公众日常生活，需
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拓展北疆文化的传播渠
道，提高北疆文化传播的效率和影响
力。唯有不断开发以北疆文化为主
题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多渠道、立
体化展现北疆文化的时代价值和创
新成果，将北疆文化元素融入经济发
展的各个领域，用生动直观的方式增
加北疆文化的感染力，才能于无声处
浸润人心、成风化人。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提高北疆文化品牌的辨识度，方能
让根植在北疆大地的优秀文化在新
时代活起来、火起来。进一步加强
文化交流互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让更多扎根内蒙古的优秀文化产品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吸引更多人来
到内蒙古、探索内蒙古，北疆文化定
能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据《内蒙古日报》）

北疆文化“走出去”
激发文旅新活力

●袁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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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刘艳霞 文/图

二人台是中国北方主要地方戏曲
之一，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因
其剧目大多采用一丑一旦二人演唱的
形式，所以叫二人台。各地的二人台，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不同的
艺术风格，自清代起源以来，二人台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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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蒙古呼和浩特为界，分为东
西两路。

二人台吸取我国北方民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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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62岁的段八旺，是国家一级

演员、自治区级二人台非遗传承人，也
是誉满全国的二人台表演艺术家。他
从呼和浩特市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退
休后，一直致力于研发精品剧目和培
养后辈演员。“收徒我有三管：管业务、
管人品、管困难。”段八旺谈及师徒传
承时这样说道。“师傅要带领徒弟达到
更高的艺术境界，徒弟也要将师傅的
技艺内化于心。”段八旺在演出时，常
会有众多弟子前来观摩，而弟子们排
练剧目时，段老师则会要求徒弟们思
考这个剧目的内核是什么，并分析时
代背景、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加以练
习。如发现有不妥之处，段八旺会告
诉弟子们有些地方需要含蓄处理，而

有时需要表现得更加奔放、大胆。通
过这种细致入微的指导，加深徒弟们
对艺术的深刻理解和感悟。

“选徒弟不仅要负责，还要把他当
家人一样。”段八旺一直秉持着这种理
念。徒弟王利国谈起老师时直言，他就
是被老师的艺术追求和人格魅力所吸
引而折服。段八旺告诉记者，王利国家
境困难，母亲患有癌症，但王利国秉性
淳朴，做事任劳任怨，业务能力过硬，能
挑得起大梁。段八旺希望通过自己的
言传身教，不仅传授技艺，更要培养出
有担当、有情怀的接班人。

台前幕后都是学习的地方。段八
旺深知二人台靠师徒传承、口口相传

是不够的，必须总结一套二人台完整、
科学的表演体系。在多方支持下，段
八旺编著了 24万字的《二人台表演艺
术》一书，该书不仅是技术性的表演指
南，更是一部全面反映二人台艺术精
髓的佳作。

段八旺将二人台融合创新，发扬光
大，致力于将这一传统艺术推向更多、
更大的舞台。他深入挖掘内蒙古地区
的民间故事和当代先进人物，将“内蒙
古好人”霍石柱的事迹改编成诚信剧目

《一诺千金》，一经推出便火爆“出圈”，
市场反响热烈，赢得广泛赞誉。他在致
力于让二人台这一艺术瑰宝得到更好
的传承和发扬路上一直前行着。

段八旺：“三管”培养非遗传承人
●本报实习记者 郝旭杰

近日，记者走进内蒙古布丝瑰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盘扣手工坊，各种充
满巧思和古典韵味的盘扣琳琅满目，
青城盘扣技艺传承人和手工艺者们
正在精心制作盘扣工艺品，在他们看
来，盘扣技艺不仅仅是做一枚扣子，
而是“在方寸之地任你挥洒想象与热
爱”的一门手艺。

菊花扣、金鱼扣、喜字扣、兰花
扣、琵琶扣……青城盘扣技艺在一代
代传承人的努力下，不断发扬。他们
不断学习各种传统的盘扣制作方式，
并探索、创新改进盘扣的技艺。对他
们来说，盘扣技艺代代相传，留下的
不只是手艺，更是古老习俗里的脉脉
温情。

在图案上，青城盘扣技艺的作品
不局限于传统的花卉和蝴蝶，各式各

样的造型甚至字体都可以用盘扣来
表现。作品《中华民族一家亲》更以
其精美的设计入选了“奋进新时代”
主题成就展内蒙古展区和“新时代的
妇女儿童——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
展十年成就展”，并被中国妇女儿童
博物馆收藏。“该作品以石榴为主题
构图，石榴的果实部分由 56个民族
人物笑脸组成，真切表达了内蒙古各
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坚定信念。旁边镶嵌了红豆，象征着
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和民族团结。
同时，石榴籽的寓意就是中华民族一
家亲，希望中华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
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
一心，共同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奋斗。”青城盘扣技艺第五代传承
人温云枝说。

青城盘扣技艺制作工艺考究，造
型细腻优美，花样繁多，富有想象力，
其制作工艺包括了盘、包、缝、编等多
种手法，在样式设计、颜色搭配等方
面极为讲究，表现出高超的技巧和惊
人的创造力。

盘扣看似轻巧，却要经过繁琐
的工艺。量尺寸、弯卷布条、镶嵌珍
珠……一个小小的盘扣就有33道工
序。在青城盘扣技艺传承人和手工
艺者眼里，手工艺品的魅力正在于匠
人之心、指尖之力、文化之美。制作
盘扣首先要制作盘条，先将选好的布
料刮浆晾干，然后按尺寸用划粉画出
印记，再用剪刀裁出布条，将布条两
边毛口向里折成4层，用一根铜丝夹

在4层中间的连折线里面，再刮浆粘
牢烫干，烫干后盘条就做好了。根据
盘扣的造型设计，用盘条进行盘制，
盘扣讲究不留空芯，盘完后将其带头
隐藏固定。盘扣有对称的，有不对称
的，造型各异，缀在不同款式的服装
上表达着不同的衣饰语言。

如今，盘扣不仅可以作为纽扣使
用，还可独立观赏，是一种手工艺作
品，传统的盘扣经过开发、设计、创作
出各式各样的工艺品、摆件、饰品等，
如请柬、抱枕、耳环、包装袋、皮包等
都可以见到盘扣的身影。在将青城
盘扣技艺发展壮大的道路上，内蒙古
布丝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免费

提供场地、宣传平台及销售渠道等，
打造出被大众认可的盘扣品牌，让更
多人感受盘扣之美。在这里，大家不
仅可以传徒授艺，还能接单定制盘扣
系列产品，带动更多的手工艺人走上
致富之路，让更多人近距离接触非
遗、了解非遗、爱上非遗。

“衣袖盘扣花，心有千千结。”一
结一扣间，织就了东方古韵，更织就
了每一个手工艺人的美好蓝图，他们
说：“盘扣虽小，却包含着中华民族独
特的文化内涵。未来，我们希望能够
把盘扣这门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
人喜欢传统文化，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

盘扣，是古老中国结的

一种。早在宋代就有出土衣

服有纽绊，宋元明以后，渐渐

用盘扣来连接衣襟，用布条

盘织成各种花样，称为盘

花。盘为装饰，扣为功能，或

铜或银，或玉或丝，盘着传统

扣着美，盘出一抹温柔的东

方风情。主要运用于传统中

国服饰上固定衣襟或装饰的

一种纽扣。它是我国劳动人

民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和生

活积累而形成的民间手工艺

品，蕴含着劳动人民的智慧

和创造精神。青城盘扣技艺

传承至今已逾百年，凭借其

独特的工艺和精美的造型，

今年，青城盘扣技艺入选呼

和浩特市第九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近日，
呼和浩特市青年合唱团成立暨授
牌仪式在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音乐厅举行。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青年合唱
团成员来自首府各行各业，大家怀
着对合唱的浓厚兴趣和热情，为了
音乐梦想汇聚在一起，旨在传递青
年声音，展现青年风采。合唱团聘
请内蒙古合唱艺术协会副会长冯
小虎担任合唱团艺术顾问，内蒙古
合唱艺术协会会员王瑞彪担任艺
术总监、合唱团指挥，青年合唱团

发起人于琼担任合唱团团长。此
外，仪式上还发布了《满城烟花》

《西风》两部作品。
下一步，团市委将继续联合多

方力量，积极调动各方资源，持续
关注青年需求，与广大青年一起，
共享发展机遇，共绘美好盛景，将
呼和浩特市青年合唱团打造成凝
聚青年力量、提升青年素养的平
台。同时吸引更多热爱音乐，对合
唱有兴趣和热情的青年人加入其
中，共同书写属于首府青年的崭新
篇章。

呼和浩特市青年合唱团成立

近日，赛罕区举办了“皮影轻摇映书香 戏梦光影诉华章”皮影戏DIY
手工制作活动，吸引众多家长和孩子积极参与，共同感受皮影戏的独特
魅力。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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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扣作品——蒙古马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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