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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台：多元文化碰撞的民间戏剧艺术
●本报记者 苗青 文/图

二人台现代戏《老牛湾》剧照。

造型奇特的“口袋巷”
●本报记者 杨彩霞

市文联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诵读青城”朗诵作品

作为国内最大的二人台专业艺术
团体，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二人台
艺术研究剧院肩负着蒙晋陕冀四省区
二人台引领、示范、研究、传承、挖掘、
创新的时代重任。

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二人台艺术
研究剧院申报的“二人台艺术表演人才
培养”项目，被列入国家艺术基金2017
年度艺术人才培养项目，这是二人台艺
术第一次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为使该项目能够顺利进行，2018年1月，
当时的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发布招生
简章，录取了30名学员。

“我们当时经过多次研讨，在100多
部二人台传统剧目中最终选定《打金
钱》《闹元育》《借冠子》《走西口》《顶灯》
5部经典剧目作为教材。”段八旺介绍：

“我们的目的就是强化演员表演能力、
规范唱腔与舞蹈动作、表演身段，恢复
二人台剧目传播表演过程中逐渐缺失
的传统艺术特征，使二人台地方戏曲表
演的程式化得以全面完善。”

2018年4月20日，在呼和浩特大盛
魁剧场进行结业汇报演出，从4月27日
开始，在呼市土默特左旗、山西省河曲
县、陕西省府谷县、河北省张家口市进

行为期 15 天 11 场的巡演，演出反响热
烈，艺术交流气氛活跃。“当时四省区二
人台专业院团及没有受到培训的演员
都强烈要求多举办几次这样的二人台
艺术表演人才培训活动，真正促进二人
台地方戏曲这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的传承与发展。”段八旺说。

由于“二人台艺术表演人才培养”
项目完成出色，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
二人台牌子曲主奏乐器艺术表演人才
培养项目也落户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
团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2019 年 8 月
24日晚，来自蒙晋陕冀4个省区的28名
学员经过40多天的教学培训，以民族器
乐合奏、打坐腔等方式在群星剧场演奏

《大万年欢》《巴音杭盖》《西江月》《五梆
子》等8支二人台经典牌子曲。受自治
区非遗中心委托，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
团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又承办了 2019
年全区二人台表演人才培训班。

段八旺对二人台的发展传承信心
满满，他表示：“我们将创作更多反映
现实生活、表现时代精神的精品佳作，
培养更多青年艺术人才，充分挖掘地
域历史文化资源，为丰富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不懈努力。”

二人台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以及
与之接壤的晋北、冀北、陕北一带，是流
传广泛的重要地方剧种，清咸丰、同治年
间(1851-1874 年)民间艺人在“打坐腔”
的基础上，吸收社火中的“踢股子”等舞
蹈，又吸收蒙古族音乐元素，逐渐发展、
演变而成。二人台融民歌、舞蹈、曲艺、
牌子曲和地方小戏为一体，因早期为一
丑一旦、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而得名。

《走西口》《打樱桃》等脍炙人口的
二人台传统剧目，多源于当时的生活，
以描写劳动生产、揭露封建社会黑暗、
赞美爱情、叙述儿女情长等为主要内
容，另有一些在部分神话故事和历史典
故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剧目。二人台有

“西路”与“东路”之分，呼和浩特地区二
人台属西路二人台。在演唱形式上，可
分为硬码戏、带鞭戏与对唱3大类。在
演出形式上，可分为“打地摊儿”“小班

接台”“赶交流”等。另有牌子曲的演
奏，俗称“耍牌子”。传统的“打坐腔”仍
是二人台表演艺术的组成部分。

近日，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的演职
人员走进金起点潜能开发幼儿园，开展
2023 年关爱未成年人专场演出。主持
人用妙趣横生的语言介绍了二人台的
起源和发展历程。演员们先后为学生
们表演了《打金钱》《闹元宵》等经典二
人台剧目，深深地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位
老师和学生。

“我们通过地方戏曲进校园活动，
不仅可以让学生们近距离接触到非物
质文化遗产二人台文化的艺术魅力，同
时激发了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热爱，培养和增强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
和文化自信心。此次演出，也为首府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助力。”二人台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段八旺介绍说。

作为全国唯一的二人台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单位，呼和浩特
民族演艺集团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多
年来始终坚持传承、发展与保护并举，
扛起全国二人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保护传承的大旗。

多年来，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二
人台艺术研究剧院对二人台传统剧目、
曲目进行挖掘、整理和复排，对老艺术
家、非遗传承人的经典剧目、唱腔唱段进
行抢救性录音、录像，并成立非遗办公
室，建立二人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数字资料库，逐步完成二人台数字影像
传播平台的基础建设。2010年以来，剧
院累计整理、复排二人台传统剧目《方四
姐》等6部；整理、复排二人台经典传统小
戏《闹元宵》等11部；录制二人台牌子曲

《柳摇金》等15首。先后完成二人台老一
代艺术家亢文彬、任粉珍、段八旺等优秀
民间老艺人经典唱段《怀胎》等17首；完
成亢文彬、董文、段八旺等二人台老一代
艺术家合作的经典代表剧目《闹元宵》

《走西口》的音配像工作。

剧院不仅对传统优秀剧目进行整理，
2008年以来还创排了《花落花开》《万家灯
火万家梦》《万家灯火团结梦》《山村九品
官》《钦差醉酒》《咱也来圆梦》《多松年》

《黄河恋》8部二人台新剧目。《花落花开》
荣获文华剧目奖，《万家灯火万家梦》荣获
内蒙古“五个一工程”奖，《万家灯火团结
梦》荣获内蒙古娜仁花戏剧节“剧目入选
奖”“优秀编剧奖”,《山村九品官》入选国家
艺术基金2014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
目，《钦差醉酒》入选文化部戏剧剧本孵化
计划，《咱也来圆梦》入选国家艺术基金
2018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多松
年》入选2019年度文化和旅游部戏曲剧
本孵化计划，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舞
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黄河恋》入选第五
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

“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二人台艺
术研究剧院是二人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保护传承单位。”段八旺说，“保
护是最大限度的对文化瑰宝的抢救，传
承是最大限度的培养人才，没有梯队结
构的人才队伍，传承就是一句空话。”

段八旺是国家一级演员，二人台
地方戏曲艺术表演家，现任呼和浩特
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艺术总监，中国
戏剧家协会会员。多年来，他始终把
人才培养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传承
需要人才，人才需要培养，培养人才需
要师资。”他说。

剧院积极对接文化和旅游部“中
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暨名家
传戏——当代戏曲名家收徒传艺工
程”项目，段八旺、孙润元、宋振莲、任
粉珍、段玉珍、王美荣、白海平、王琴 8
人进入项目专家库，形成了一支责任
心强、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老艺术家
们亲力亲为，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中迅
速成长起一批中青年演员。

舞台是演员成长的最好空间。
2008 年，呼和浩特市民间歌舞剧团
（2014 年更名为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
团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推出反映现实
生活的二人台原创作品《花落花开》，该
剧10年演出600场，让三代演员在舞台

上得以历练的同时，《花落花开》也被打
造成二人台戏曲里程碑式的作品，2018
年 10 月 22 日，《花落花开》10 周年第
600 场演出纪念活动在呼和浩特民族
剧场举行，老中青三代演员以精湛技艺
同台诠释《花落花开》的艺术内涵。在

《花落花开》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充
分肯定了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二人
台艺术研究剧院为二人台艺术发展、人
才培养所作出的贡献。

为确保二人台地方戏曲的传承与
保护后继有人，剧院先后与内蒙古艺
术学院、呼和浩特市旺旺艺术学校等
开办二人台专业的院校签订相关学员
实习协议，打通青年戏曲人才直接进
入艺术院团的通道，使演员平均年龄
降低至 30 岁。段八旺说：“我们不但
要‘招进来’，更要‘带出来’。让老一
代优秀二人台表演艺术家以‘老带新’
的方式，对青年人才进行综合培养，确
保青年戏曲演员有戏可演、有台可
登。”

扛起保护与传承的大旗

肩负梯队人才队伍建设的重任
推进二人台艺术发扬光大

本报讯 3月4日，由呼市文化旅游
广电局主办，呼市美术馆（书画院）、呼
市图书馆承办的“艺美青城”公益大讲
堂在呼市图书馆一楼多功能厅开讲。

本次讲座由呼市美术馆（书画院）
创研员、二级文艺评论何瑞乐老师主
讲。讲座主题为“关于艺术评论与书
画创作的心得体会——从《艺游发轫
——何瑞乐艺文论稿》谈起”。开讲前
何瑞乐老师现场向呼市图书馆赠送了

《艺游发轫——何瑞乐艺文论稿》及书
法作品。在讲座中何瑞乐老师从砚台
与我共消磨——写作的缘起、梦里追
寻笔墨真——写作的立场、未名湖畔
未名亭——写作的情境、凤凰岭上白
云多——发现美，滋养内心等话题，讲

述了他十几年从事艺术评论及书画创
作的心路历程，分享了独特的创作思
想和经验，并对青少年书画爱好者提
出学习提升的建议。最后，专家学者、
读者围绕此次讲座的内容和意义进行
互动发言。

何瑞乐老师是呼市2018年政府引
进人才，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华
诗词学会会员、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
理事。多年从事艺术理论、评论与书画
创作、文学创作工作，作品多次在自治区
获奖。专著《艺游发轫——何瑞乐艺文
论稿》被市委宣传部评为2022年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重点立项作
品，并获得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图书类优秀作品奖。（牧兰）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独特印记，更
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是推动城市进
步的深层次力量。近年来，我市将文
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作为推进新时代经
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全面建设“区
域休闲度假中心”和“宜游”城市，全力
打造“美丽青城 草原都市”亮丽风景
线。

2023 年我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推动现代服务业高端融合发展，全面
做好文旅融合工作，让我市不仅成为
全区旅游的集散地，更成为人人向往
的旅游目的地。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
永志在博物馆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推进
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
和精力，他表示，目前我市博物馆建设
仍存在文物保护项目立项滞后、文物

价值内涵阐释不足、地域特色不够鲜
明、知名文物遗址优势发挥不充分等
问题，需要加以改进和提升。

“我市考古遗址较多，从新旧石器
时代到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类型的文
物遗址都有，这些古代遗址保存完好，
文化内涵深厚，文物埋藏量巨大，历史
遗存特点鲜明，富含时代信息丰富，如
果能充分合理地开发利用，对展示当
地历史文化，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可以
起到较大的作用。”陈永志表示。

据介绍，我市有着丰富的长城遗
址，包括战国赵长城 124.948 千米，秦
汉长城 145.504 千米，明长城 256.969
千米，其他（北魏、西夏）53.807 千米。
还有着众多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
有国保单位 21 处，区保单位 59 处，市

县保单位 76 处，国有收藏单位 39 家，
国有博物馆共 12 家，行业博物馆共 6
家，民营博物馆 12 家。在我市的国家
和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还有
一批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经典
古建筑，包括明清时期的衙署、王府、
召庙、商号和近现代重要的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等。

为充分挖掘我市的宝贵历史文化
遗产旅游资源，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以文兴旅、以旅彰文，陈永志建
议，要将建设特色博物馆体系纳入本
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在历史
文化资源富集的地区，建设引领文化
发展的代表性博物馆，形成地区文化
地标和精神标识，建设卓越博物馆，打
造文旅融合的样板。对博物馆建设进

行规范化管理，对于展览展示提升、藏
品管理、社会服务等方面提档升级作
出具体规定，有效提升博物馆建设水
平，完善博物馆治理体系。需要整合
藏品资源，建立藏品共享机制，发挥博
物馆馆际联盟作用，利用各馆的优势
和特色，在陈列展览、藏品使用方面强
强联合，充分盘活文物资源，将文物藏
品富集博物馆的文物进行调剂调拨，
按博物馆的文化特色匹配相应文物，
打造精品展览，创新服务方式，开发创
意产品。通过科学规划拓展文化资源
的利用渠道，加快建设考古遗址类博
物馆，丰富特色博物馆建设体系，在适
当科学维修和扩建的基础上，打造博
物馆集群，让文物遗址博物馆成为文
旅融合的重要抓手。

“活化利用”博物馆资源让首府文旅融合“活”起来
●本报记者 刘慧慧 耿欣

呼和浩特市旧称归绥，名字来
源于“归化城”和“绥远城”，由归化
城（旧城）与绥远城（新城）两座城市
在清末民国合并而成，故名归绥。
其中归化城的历史更久，居住人口
不断增多，城池不断扩充，归化城周
围的许多地方也都渐渐发展为城市
的一部分，土地被人们购买下来建
造房屋，而随着各种房屋的建造，屋
子与屋子之间的街道也就形成了。

人多的地方房屋就多，房屋多
了，街道自然而然也就会变长，只要
人 们 经 常 走 ，记 忆 和 故 事 就 会 增
多。有些地方虽然存在过，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还是会被人遗忘，不去
挖掘一下，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就好像这个叫作“口袋巷”的小巷子
一样。

就在周家巷和后沙滩之间，有
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因为这个巷子
的存在，直接把后沙滩和牛街之间
的距离缩短到百米之间，省去了人
们大半的路程。但这个小巷的位置
十分偏僻，巷子又弯曲隐蔽，平时人
们走起来也感觉不安全，所以，这条
巷子虽然是条抄近路的好选择，但
行走的人还是比较少。

“口袋巷”，名字生动形象地展
现了小巷的样子，巷子的一头连接
一中后街里面的周家巷，另一头就
是人们所说的后沙滩。要是形象一
点，这条巷子大概就是“Ω”这个形
状。而“口袋”不正是上面窄、下面
宽，中间是圆形的样子吗，所以这条
巷子之所以被叫作“口袋巷”，大概
也是因为巷子的形状吧。

这个造型确实有点奇怪，一直
居住在周家巷里的马金贵介绍：“口
袋巷就是因为特别像口袋才有了这
个名字，口袋的下面都是弧形的，而
口袋巷的北面紧挨河槽，也就是扎
达盖河的河沿，所以自然也是弧形
的，这个弧度是向北弯的，弧度中间

建了房子。因为房子都是方形的，
河边却都是弧形的，所以房子建到
河边时，只能空出一条道路来，口袋
巷就是这样一条道路。人们沿着河
边这条弧形的道路行走，时间长了
就想着给它起个名字，也不知道是
谁发现了这条道路的形状和口袋极
其相似，于是就有了这个名字。”

口袋巷的造型虽然奇特，但其
特殊的地理位置，也让这条小巷少
不了行人穿行，尤其是后沙滩饲养
骆驼的商户来旧城北门必走此路。

“口袋巷里经常有后沙滩的骆
驼经过。因为河槽里的水草很好，
不少养殖户就把牲口赶到河槽里面
吃草喝水，然后顺路从口袋巷里穿
出来，就来到牛桥附近的市场，十分
方便。不过因为这条巷子经常有牲
口穿行，又靠近河岸，卫生条件很
差。后来这条道路不通之后，许多
垃圾和碎石被积存在巷子里无法清
除，也因为这条巷子太不起眼了，人
们不去行走了，也就渐渐淡忘了。”
马金贵说道。

因为这个巷子的有利地形，还
有些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在其中，
虽然不知真假，但也有趣。

相传，在旧城北门外有一个叫
“黑胡子”的土匪头目，常常靠设赌局
诈骗，还干抢劫别人家牲口等坏事侵
扰百姓，当地官员从多方打听到他的
行踪。据说这个“黑胡子”每次出城
到郊外都会从“口袋巷”走，而“口袋
巷”的特殊地形又非常适合设置埋
伏。有一天，许多官兵就在巷子里等
着“黑胡子”自投罗网，结果真抓住了

“黑胡子”。“口袋巷”对抓土匪功不可
没，也成为大家口口相传的故事中的
一部分。

时过境迁，如今的“口袋巷”已
经被一栋栋高大的楼房代替，其形
其貌大概也封存在老呼市人的记忆
中了。

二人台是多元文化碰撞而产生的民间戏剧艺术形式，也是

黄河文化的重要体现。它以朴实的故事情节、悠扬的旋律音调、

热情的表演手法、亲切的方言道白，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为推动首
府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讲
好呼和浩特故事，市文联现面向社会
广泛征集“诵读青城”朗诵作品。

本次征集作品主题要充分展现首
府在经济发展、城乡建设、生态环境、民
生改善、文化建设、民族团结等方面发
展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新时代首府人
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面貌，反
映首府发展新气象和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按照征集要求，投稿作品文稿可

为创作文稿、朗诵成品，须为原创，要弘
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具有思想性、艺
术性、欣赏性，注重地域特色，符合有声
语言艺术特性。作品体裁以散文、诗歌
为主，其中，散文字数 1500—3000 字，
诗歌每首50行以内。投稿作品以电子
邮件形式发送，标题需注明“诵读青城”
投稿，附朗诵作品、朗诵文稿，作品需注
明作者真实姓名、联系电话以及200字
以内的个人简介和作者生活照一张。
（投稿邮箱：hhhtlsysj@163.com）

“艺美青城”公益大讲堂在呼市图书馆开讲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由大鹏执
导，苏彪、大鹏编剧，陈祉希担任总制
片人，大鹏、李雪琴、尹正、王迅、王圣
迪领衔主演的电影《保你平安》3 月 3
日在呼和浩特 V+影城摩尔城店超前
点映，该电影将于3月10日青城上映。

影片讲述了落魄中年魏平安以直
播带货卖墓地为生，他的客户韩露过

世后被造谣抹黑，魏平安路见不平，辟
谣跑断腿，笑料频出，反转不断。

导演大鹏想通过魏平安这个角色
来表达他对于真善美的理解，最后的
一句“祝你平安”，不仅是影片中的魏
平安在为他人发声，更是给所有观众
传达最美的祝福，让人相信拥有人世
间的美好才是拥有真正的幸福。

电影《保你平安》明日青城上映

二人台传统戏《顶灯》剧照。

二人台音乐晚会《古道乡音》表演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