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古包作品展示

近日，在玉泉区小黑河镇茂林太村的一
处大院里，记者看到蒙古包营造技艺第五代
传承人梁丽华正在制作蒙古包。只见她把柳
棍削好打磨光滑，以等距离互相交叉排列起
来，形成许多平行四边形的小网眼，交叉点则

用皮钉钉住，这样就形
成了蒙古包的围墙支
架。

“手工营造的蒙古
包，工艺繁复讲究，每
个配件制作精湛而细
微。蒙古包的制作原
料非木即毛，是一项集
木工、裁剪、彩绘等多
种技艺为一体的综合
性艺术，具有很高的艺
术欣赏价值、建筑和历
史研究价值。”梁丽华
告诉记者。

在父亲的熏陶下，
梁丽华自幼对蒙古包

营造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当父亲在忙
碌时，她总是好奇地在一旁仔细观察父亲制
作蒙古包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骤。在认
真学习和刻苦钻研下，梁丽华逐渐熟练掌握
了制作蒙古包的每一道工序。

今年春节刚过，梁丽华就和团队成员开
启“忙碌模式”。她指着眼前的一顶蒙古包告
诉记者，这顶蒙古包用了 96 根乌尼杆，制作
这样一顶蒙古包，6个人需要 8天时间。

“蒙古包看起来外形虽小，但包内使用面
积却很大，具有冬暖夏凉、经久耐用、便于迁
徙等优点。”梁丽华一边制作，一边向记者介
绍，传统蒙古包主要由架木、苫毡（覆盖物）、
绳带三大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又由许多部
件组成，每一个部件对选材和制作要求都很
高，营造工艺繁复，需要精湛的技艺。

随着时代发展，蒙古包也在不断演化，以
更好地适应现代人的生活需求。一直以来，
梁丽华在蒙古包制作工艺上不断创新设计，
开发出更符合当代审美及使用价值的新产
品。她说：“我们现在制作的蒙古包，会在保

留其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在外部装
饰、内部陈设、取暖方式等方面满足客户的个
性化需求，使之更加精美实用。如我们开发
的敞开式展示包、景观式蒙古包、蒙餐餐厅内
大帐式蒙古包、景区内干湿卫生间分离蒙古
包以及标准间住宿蒙古包。”

“我们用心制作蒙古包，一来是为了让客
户更加信任我们的手艺，二来也是为了让年
轻后辈更深入了解这项非遗技艺和其蕴含的
独特传统文化。”梁丽华表示，作为一名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她要心系这项技艺的兴衰，为
它的传承和保护倾尽全力。

2016 年开始，梁丽华成立了内蒙古纳硕
泰民族用品有限公司。精湛的工艺设计和
过硬的产品质量，让公司制作的蒙古包逐渐
赢得广大客户青睐。现在，梁丽华最大的心
愿就是让蒙古包营造技艺后继有人，更好地
传承下去。她说：“未来，我希望通过各类精
美的蒙古包作品，以及各类非遗展示活动，
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蒙古包营造技艺，也了
解关于这方面蕴含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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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蒙古族和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标志性民居，蒙古包造型不仅独具特色，更在抗风抗震、冬暖夏凉等方面展现出卓越的性能。这种民居不仅

搭盖迅速、拆卸容易，更因轻捷便携而备受赞誉。而其背后的蒙古包营造技艺，则融合了木工、刺绣、雕刻、绘画等多重工序，不仅实用性极强，更在审

美层面达到了新的高度。凭借精湛的工艺与独特的造型，2024年，蒙古包营造技艺入选呼和浩特市第九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梁丽华正在制作蒙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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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相声演员李金斗（右）
与杨钰海

本土相声演员基层演出

相声演员冯巩

相声演员李菁（右）与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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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李金斗也对呼和浩特的文化氛围赞不绝口，尤其对活
跃的京剧、相声演出市场颇为称赞。

十多年的光阴流转，杨钰海不仅培养了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大盛奎相声茶馆还成为了相声爱好者的聚集地，更是弘扬北疆文
化的场所之一。这里的表演不仅有传统相声，还有融入呼和浩特
方言、文化、民俗元素的原创相声。大盛奎相声茶馆在大召广场附
近，因此也成为很多游客来到呼和浩特打卡的热门地。

在从事演出的同时，大盛奎相声茶馆也经常举办一些曲艺交
流活动，邀请曲艺名家现场献艺，也会有各省市青年相声演员来此
同台切磋、学习。除了名家交流活动，杨钰海还带领大盛奎相声茶
馆的演出团队，举办了近 20场公益的“送欢笑·北疆万里行”相声专
场活动，他们走进校园、社区、企事业单位，为基层群众带来更为丰
富的文化体验。

对于呼和浩特的曲艺演员在传承道路上的执着与坚守，李菁

说：“内蒙古有好来宝、呱嘴，这些都接近相声里贯口的技巧，这些
土生土长的曲艺形式特别受当地群众欢迎。这些年相声在内蒙古
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尤其以大盛奎相声茶馆为代表的相声演出阵
地，每天会有固定的相声演出，内蒙古的各种文娱晚会上也都有相
声演员的身影，这是很可贵的。”此外，李菁表示，在各类主题评选
活动中，也经常见到内蒙古选送的曲艺节目，报送的数量和节目的
质量都在逐年提高，这些点点滴滴都反映了曲艺事业在内蒙古的
蓬勃发展。

得到前辈们的支持和业内专家的认可，青年相声演员更感责
任重大，也对未来的曲艺发展充满信心。杨钰海说：“相声艺术是
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未来，我们还
会依托大盛奎相声茶馆的演员团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相声作品，
并将持续举办公益性的基层演出，更好地弘扬北疆文化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本土演员传承 曲艺文化绽放北疆沃土

春节前，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在结束了2025年内
蒙古广播电视台春晚的录制后，专程来到呼和浩特大盛奎相声
茶馆，为观众进行表演。演出结束后，从包头特地赶来的观众
刘一泽兴奋地和记者分享着自己的感受：“好！太好了！能在
呼和浩特看到相声名家李金斗的现场表演，我真是太激动了。”

当日，大盛奎相声茶馆早早地就坐满了观众，大家都在期
待着李金斗老师的表演。欣赏过本土相声演员精彩的节目后，
李金斗与相声演员、内蒙古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杨钰海压轴登
场，为观众带来一段精彩的绕口令和一段诙谐幽默的唱段，折
服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对于李金斗的到来，大盛奎相声茶馆负责人杨钰海难掩内
心的激动，他说：“李金斗老师的专业素养，还有对待观众的热
情，彰显了老艺术家服务群众的艺术初心，值得我们所有青年
演员学习。”

相声名家助阵 丰富首府市民文化生活

《客从八方来——2025 贺岁曲艺晚会》以“贺新岁、赏
曲艺”为核心，以“客从八方来”为主题，汇聚全国 15 个地
区、13 个专业院团的力量，涵盖 20 多个曲艺曲种，60 余位
曲艺界名家名角、新生代传承人和跨界艺人齐聚一堂，呈
现了曲艺、戏剧、朗诵、歌舞等多元艺术形式。

此次晚会在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千人会议中心录制，
在录制的过程中，相声演员冯巩、李菁，苏州评弹演员盛小
云，粤曲演员梁玉嵘，二人台演员王占新等多位中国曲艺
界最高奖获得者先后亮相，带来多个精彩的节目。

接受采访时，大多数的曲艺演员表示自己来过呼和
浩特好几次了，尽管每次都是步履匆匆，但是呼和浩特都
给他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相声演员张大礼说，在呼
和浩特他最喜欢吃大烩菜。“太香了！”相声演员李菁大力
推荐呼和浩特的烧卖和手把肉，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呼和
浩特必须要尝尝。演员王伯昭介绍，他来到呼和浩特三
次，其中有一次是专门来旅游，他说：“时隔多年再来呼和
浩特，这里的空气很清新，感觉还是那么美，这个地方真
是太好了！”

曲艺大咖齐聚 畅聊呼和浩特美食美景

2 月 11 日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戏曲

频道、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客从八方来——2025 贺岁曲艺晚

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戏曲频道、央视频

等多平台同步播出，晚会多个节目融入了内蒙古自治区特

色文化。多位曲艺界大咖的亮相，让观众感受到曲艺的独

特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