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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1月14日，内蒙古艺术剧

院出品的原创沉浸式儿童剧

《冰箱里的咕噜噜》在内蒙古

艺术剧院音乐厅与首府观众

见面。这次演出集合了内蒙

古艺术剧院杂技团的优秀演

出团队，融合了舞台剧、杂技、

魔术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为

首府的小朋友带来一场独特

的文化盛宴。近年来，内蒙古

艺术剧院创排了多个原创剧

目，将“北疆文化”元素融入其

中，丰富首府市民文化生活的

同时，对弘扬“北疆文化”更是

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文艺院团佳作频现
市民乐享艺术盛宴

一部好的剧目离不开优秀的创作团队，为通过作品进
一步挖掘“北疆文化”的精神内涵，内蒙古艺术剧院联合内
蒙古作家协会举办了以“书写北疆文化 演绎内蒙古故事”
为主题的座谈会，布仁巴雅尔、张凯、刘巧玲等作家分享了
他们近期的创作经验和心得体会；韩伟林、刘金梅、鄢冬等
作家围绕此次座谈会主题，在作家与编剧的联合创作方面
各抒己见，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肖睿、茜吉尔等青年作家
也积极发言，讲述了文学作品与时代接轨的探索。

通过此次座谈会，内蒙古艺术剧院的青年作家们对如
何推动内蒙古本土作家文学作品向舞台艺术作品转化、从
文学的沃土中汲取舞台艺术创作营养、发掘优秀创作选题
方面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收获颇丰。座谈会不仅为作家和
艺术家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也进一步激发了文艺工作者
对“北疆文化”研究的热情和创作灵感。

据悉，内蒙古艺术剧院把打造舞台艺术类“北疆文化”
品牌作为重点工作任务目标，开展了多个主题学习、交流
活动，创作出了多个文艺精品。同时，内蒙古艺术剧院还
特邀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北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草
原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康建国教授作《北疆文化的时代价
值》专题讲座。

2024年伊始，内蒙古艺术剧院已
推出好几部全新的原创剧目：1月 17
日、18日，剧院话剧团带来话剧《骑马
周游世界》，该剧改编自我区知名作
家海勒根那的同名小说；1月13日、14
日，剧院杂技团上演了原创沉浸式儿
童剧《冰箱里的咕噜噜》，讲述了一只
从冰箱里跳出来的麒麟“咕噜噜”带
着小朋友踏上了一场奇妙的寻宝之
旅的故事；元旦假期3天，剧院京剧团
创排的儿童京剧《火焰山》连演 3场，
把小朋友们喜欢的传统文化人物搬
上了京剧舞台，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盛
宴，更是一场文化盛宴……

这些原创剧目只是内蒙古艺术
剧院的代表性剧目之一，剧院工作人
员表示，这些剧目在首演过后，导演、
编剧都会与观众交流，在听取各方意

见、建议的基础上对剧目进行修改提
升，将剧目打磨成能够更好地走向市
场的“北疆文化”新品牌。《冰箱里的
咕噜噜》的编剧是内蒙古艺术剧院创
作研究中心青年编剧温都斯，她表
示，该剧在精心打磨之后，想探索与
保利院线的合作，争取进行全国巡
演，向全国的观众展示内蒙古的文
化、艺术魅力。

在走市场化路线的同时，内蒙古
艺术剧院还同步进行了大量的惠民
演出，将精彩的剧目以公益的形式送
到群众身边。同时，内蒙古艺术剧院
的各个文艺院团还走进学校、机关、
军营、社区开展音乐党课、音乐讲座
等主题活动，在丰富基层群众文化
生活的同时，也进行了艺术知识的
普及。

交流学习 滋养创作团队

2023年11月下旬，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创排的大型原创杂技剧
《我们的美好生活》走进北京民族剧院，让首都观众一睹“北疆文化”
的风采。该剧是反映“乡村振兴”现实题材的原创杂技作品，讲述了
两个年轻人通过创业，带领农牧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故事。伴随着剧
情的发展，全剧共出现高车踢碗、蹦床、柔术、吊绸等24种精彩的杂
技元素，让首都观众惊艳。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目融入了传统的蒙古族男儿三艺元
素——骑马、射箭、摔跤，还有内蒙古杂技极具代表性的项目“高
车飞碗”，演员们骑着高车、用脚抛接银碗，这个节目难度高、艺术
观赏性极强，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还曾
以一人40秒内接32只碗的成绩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此外，内蒙古艺术剧院的大型舞剧《骑兵》更是荣获中国舞剧最
高奖——荷花奖，在全国进行了巡演，所到之处一票难求；创排于
2014年的大型实景马舞剧《千古马颂》，演绎了人马和谐共处的美
好场景，已成为来到呼和浩特旅游不容错过的打卡演出；剧院二人
台艺术团的呱嘴表演，也已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名录，代表性传承人是知名的二人台表演艺术家王占新，在基
层演出中经常能够见到他的身影……艺术家们、演员们在一线，用
心、用情感染着观众，擦亮了“北疆文化”名片。

创排剧目 惠民演出精彩不断

走向区外 擦亮文化名片

儿童京剧《火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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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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