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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当呼和浩特体育场
的灯光亮起，“歌游内蒙古”北疆文化活动季的序幕
缓缓拉开。这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的开始，更标志
着北疆文化以系统性、创新性姿态走向全国。

从 6 月 21 日至 9 月 26 日，这场跨越 3 个多月、涵
盖 8 大板块、75 项精彩活动的文化盛事，贯穿内蒙古
的整个夏季，如同一场精心编排的文化仪式，将北疆
大地上的历史记忆、艺术传统与当代生活重新连接，
在传承与创新中勾勒出北疆文化建设的时代新貌。

北疆文化活动季的精心设计，体现了对文化传
承规律的深刻理解。从启动主题演出到精品展演，
从展览展示到群众文化活动，8 大板块构成了一个完
整的文化体验生态系统。呼和浩特体育场则成为文
化记忆的表演舞台，各项精彩纷呈的活动，更是人们
感受文化魅力、实现文化传承的生动路径。当草原
经典歌曲在体育场上空回荡，当 160 场《千古马颂》伴
你激情过夏，当百余件明清颜色釉瓷器珍品展现在
你面前，当民间艺人在社区展示非遗手艺，文化传承
便不再是单向的教育灌输，而成为多维度的体验与
参与。

近年来，内蒙古以文旅融合为引擎，在北疆大地
奏响文化繁荣的时代强音。从城市地标到草原深
处，高品质、高热度、高传播度的文化活动如星火燎
原，不仅点亮了百姓精神生活，更让“北疆文化”品牌
声名远扬。

以首府为例，文旅市场持续释放强劲活力：2023
年，周杰伦“嘉年华”演唱会以顶流之势点燃青城夜
空，生态恼包音乐节用多元曲风吸引年轻群体；2024
年，跨年狂欢夜将城市热情推向沸点，“博博会”以 35
万人次的火爆场面刷新纪录，凤凰传奇演唱会更是
引发全民大合唱……

2025 年北疆文化活动季，呼和浩特再掀热潮：苏
见信将在青城掀起摇滚狂潮；昭君文化节将以千年
历史为底蕴，融合现代艺术演绎民族团结故事；郎朗
北疆草原音乐盛典将为呼和浩特市民带来前所未有
的音乐体验……

这些活动不仅展现出内蒙古文化的多元魅力，
更构建起文旅消费新生态，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
在交汇中熠熠生辉。

群众性文化活动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实践课堂。“光影北疆”公益电影放映、优秀网络视
听作品成果展播、乌兰牧骑以“快闪”形式在商圈和
社区流动表演等，让优质文化资源就近服务各族群
众；广场舞大赛、大学生“十佳校园歌手”赛等，汇聚各族舞蹈和音乐爱
好者，吸引不同年龄段群体参与其中。

从社区的文艺表演到校园的动人歌声，群众文化活动为北疆人民
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让群众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这
不仅为北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也让文化认同
的种子在百姓心中生根发芽。

这种润物无声的滋养，正是北疆文化最深厚的时代价值。
北疆文化活动季释放出北疆文化蓬勃的生命力。它让我们看到

了北疆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光明前景，也为我们描绘
了北疆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大美蓝图。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各
方共同努力下，北疆文化必将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未来，
成为中华文化版图中浓墨重彩的篇章，在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
征程中贡献独特的北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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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大窑遗址公园（一期）
初步对外开放，这座承载着旧石器时
代人类文明印记的考古遗址，正式向
世人揭开神秘面纱。作为中国北方乃
至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
址之一，其开放不仅为首府“博物馆之
城”建设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更让北
疆文化传承迎来全新活力坐标。

在新建的大窑遗址展示馆内，“石
启北疆——大窑遗址”常设展览通过
五大板块——“追溯大窑”“遗地寻
踪”“生灵栖境”“叩石有声”“石火薪
传”，系统呈现了遗址跨越数十万年
的人类活动史。展厅内，旧石器时代
的石核、石片、刮削器等珍贵文物，为

市民、游客还原了原始人类打制石器
的场景。

呼和浩特高位统筹发展布局，提
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战略目标，推
动实施《呼和浩特博物馆之城建设总
体规划（2025—2035）》，推进博物馆
总分馆制改革。自 2023 年 2 月起，呼
和浩特博物院创新实行“总分馆制”
管理模式，整合市内 6 家专题博物馆
与 1 家考古遗址公园资源，由呼和浩
特博物院统筹呼和浩特博物馆、将军
衙署博物馆、昭君博物院、公主府博
物馆、五塔寺博物馆、丰州故城博物
馆 6 个分馆，以及大窑遗址公园。通
过这一模式，呼和浩特博物院构建起

“历史+科技+非遗”等多维体验体系，
既成为本地文化教育的中枢，又化身
北疆文化的核心展示窗口，堪称城市
文化的“会客厅”。

为进一步推动大窑遗址的考古中
发掘、研究与保护利用工作，呼和浩
特组建了呼和浩特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呼和浩特市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
中心）。5月 18日，呼和浩特市政府同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现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举行
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与遗传国家
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大窑遗址
工作站”揭牌仪式。在经过整修的大
窑遗址考古工作站，标本库房、实验

室、办公用房、宿舍等基础设施初具
规模，为持续推进考古遗址保护和考
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据介绍，大窑遗址公园通过科学
规划，紧锣密鼓地施工，已完成大窑
遗 址 保 护 展 示 工 程（一 期）基 础 设
施。新建的大窑遗址展示馆、生态停
车场、考古研学和科普活动场、安全
防护围栏等设施，与自然地貌巧妙融
合，既满足现代管理需求，又最大限
度保留了遗址原始风貌。

对外开放以来，大窑遗址公园推
出的观光车游览、免费讲解等惠民服
务，受到市民、游客的好评。游客陈
女士说：“带孩子来这里，既能亲近大

自然，又能学习史前文化知识，这种
‘行走的课堂’比书本更生动。”

据大窑遗址公园负责人介绍，公
园坚持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与文旅融
合发展相结合，以遗址和展览为依
托，积极研发制作文创产品、拍摄宣
传短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
动，以文化故事塑造品牌形象，让大
窑文化成为首府“博物馆之城”的亮
丽名片。

如今，呼和浩特正以“博物馆之
城”建设为抓手，书写着新时代文博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从体制机
制改革到“文博＋”场景创新，从考古
成果活化到国际文化交流，呼和浩特
探索出一条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特
色发展路径。大窑遗址公园作为关键
一环，将与昭君博物院、丰州故城博物
馆等形成文化遗产展示矩阵，展现“博
物馆之城”建设的澎湃动能。

武川县境内的爬山调也称后山
调，是当地人融合了河北民歌、山西大
秧歌、陕北信天游的语汇及形式，在蒙
古族长调的基础上形成的，属于农耕
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而产生的艺术形
式，是黄河文化的组成部分。爬山调
的节奏自由奔放、音调高低起伏、拖腔
悠长辽远，听起来刚劲挺拔、高亢激
昂，体现出蒙古高原的雄伟风貌和武
川人民豪迈的气质、宽广的胸怀。
2008年 6月，呼和浩特申报的爬山调
经批准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哥哥在那高山顶上，二摸腰腰，
手拿上镰刀，拾喽拾喽，拾喽喽……割
莜麦。”6 月 15 日，在武川县举办的
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中，
当高亢嘹亮的爬山调《割莜麦》响起
时，台下发出阵阵叫好声。

台上演唱爬山调《割莜麦》的女演
唱者范芝兰，正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爬山调代表性传承人。
她在 15岁时，凭借着一副好嗓子进入
武川县乌兰牧骑，老队员们发现她宽
广的音域和优美的音色具备演唱爬山
调得天独厚的条件。于是，她拜爬山
调代表人物裴连凡、王勇和朱秀英为
师，深得他们的真传，逐渐成为演唱爬
山调的中坚力量。

谈起爬山调，范芝兰如数家珍。
“爬山调有蒙古长调的豪放，有山西民
歌的悠扬，有河北民歌的韵味，有陕北
民歌的洒脱，一曲唱来山谷震荡，让人
心旷神怡，荡气回肠。”范芝兰告诉记
者，爬山调的题材内容很丰富，以反映
当地农村、牧区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
感情、地方民俗及风土人情为主要内
容，表现多采用比喻、象征、比拟、联

想、白描等修辞手法。爬山调乡土气
息浓郁，语言朴实生动，形象逼真，曲
调高亢豪放，感情真挚热烈，韵味婉转
悠长，属地道的原生态艺术。

爬山调是用方言演唱的，最大的
特点就是自由，常用比兴、夸张等手
法。最值得称道的是演唱者的即兴
性：想到什么就唱什么，看到什么就唱
什么，走到哪儿唱到哪儿，而且所唱的
内容还要合辙对称、上口押韵。爬山
调唱词一般都短小精悍、字数无定、虚
实相间，虚句多用自然物作比，实句则
直抒情怀。歌词语言多用乡土重叠
词，显得格外亲切生动，字里行间洋溢
着百姓的情、百姓的爱，以其浓郁的乡
土风味和泥土气息葆有其旺盛的生命
力。

“爬山调的曲调主要有《割莜麦》
《大黑牛》《小青马》等。为了使这些

经典曲调更具新鲜感，我们也在进行
创新曲调的谱曲，适应现在观众的审
美需求，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绽
放新的光彩。”范芝兰告诉记者，他们
还创作排演了如大型爬山调抗战历史
剧《青山儿女》等优秀剧目，以朴实的
剧情、真挚的情感、浓郁的地方特色、
独特的表现形式，得到了观众的一致
好评。

如今，除了勇攀艺术高峰，范芝兰
还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
弘扬。为了能将爬山调发扬光大，让
大家认识非遗、热爱非遗，范芝兰通过
武川爬山调传习基地培养了一批又一
批爬山调爱好者。她还常常走进校
园、社区、展演活动现场，传播爬山调
知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希望这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后继有人，绽放时
代光彩。

武川爬山调：唱响农耕游牧的辽远新声
●本报记者 刘艳霞 文/图

爬山调，是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
中西部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的一种传
统短调民歌。爬山调有后山调、前山
调、河套调之分，特点是朴实无华，平
中见奇，既是劳动人民心声的自然流
露，又是这个地区历史变化、生活风貌
和风土人情的一面镜子，是当地人民
在山野田间抒发情感的民歌体裁。

◀大窑遗址公园全景图

“石启北疆——大窑遗址”常设展览

爬山调抗战历史剧《青山儿女》剧照爬山调代表性传承人范芝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