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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文学艺术界五年文化援疆，一片真诚收获一方赞誉：

北京的朋友，明年一定再来啊
李 雪

专 题

“这个点，在北京早睡了，可在新疆，要么在演

出，要么在演出回去的路上。”9 月 3 日晚 11 点 30

分，首都艺术家赴新疆慰问交流团一行 87 人降落

在首都机场，分别之际，回忆起过去几天在新疆的

点滴经历，有人不禁感慨：“所有的劳累现在回味

起来都是甜的、难忘的。”

此次京疆交流得以成行，始自北京市文联的

组织号召，而参与者既有中央和市属院团，也有民

间优秀文艺团队及活跃在一线的书画家。8 月 26

日至 9 月 3 日，他们怀揣“共话京疆情，同筑中国

梦”的心愿来到新疆，走进对口支援的和田，带来 6

场演出、8 场书画笔会，慰问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和

沙海老兵 8 户，创作书画作品 200 多幅，两万余人

观看了精彩的文艺演出。

这是组有温度的数字。2012 年到 2015 年，前

后有首都艺术家近 400人次赴新疆和田、喀什开展

交流，举办 48 场文艺演出、51 场书画笔会、走访 33

户困难群众及 6 个边防哨所，开展了 250 课时的文

化培训，直接受众达 15万人次。文化给养心灵、消

除隔阂，它一点点凝聚起了少数民族群众对首都

北京的向往，使两地情谊更加深厚。

听说要去新疆，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在 8 月演出旺季，要把 80 多人的时间凑到一

起并不容易。

“我们的团员除了演出都有自己的工作，都要

跟各自单位请假。”京西太平鼓表演队队长高洪伟

说，“不过，听说要去新疆，我们毫不犹豫就答应

了。作为北京的特色文化，京西太平鼓还从未到过

新疆，想看看当地百姓是否喜欢太平鼓。”与高洪伟

带着好奇来到新疆不同，首都艺术家代表团中不少

人已是多次踏足这片土地，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唱演

员宫政便是其中之一。“上次也是跟北京市文联来

的，至今对新疆的风土人情和当地人的热情好客念

念不忘，很想看看这里的新变化。”宫政说。他还邀

请了自己的好搭档、擅长美声唱法的李振涛同行，

也因此，观众才听到了经典曲目《我的太阳》。

“听说演出条件简陋，但收到主办方邀请，我

们最先想的就是把什么节目带给观众。新疆歌舞

自古闻名，为了体现交流性，我们的舞蹈一定要有

北京特色才行，双方能互相借鉴、学习。”北京万兴

歌舞团领队张亚静说。此次赴疆，万兴歌舞团准备

了京味儿浓郁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武吵子，以及彰显

京剧神韵的舞蹈《秀色争春》。“别看演员年龄就十

六七岁，可武吵子的技艺却是老一辈传承人手把手

教的，绝对地道！同时，我们也想借这次演出开拓

一下眼界，增加舞台演出经验。”张亚静补充说。

出发前两天，一位团员生病，不得不临时换人，团里

另一位16岁的小演员顶着巨大的压力顶上，最终他

们用精美的舞姿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5年来，北京市文联不断吸收优秀演员和团队加

入，做到了入疆节目年年翻新。今年，代表团精心准

备了涵盖歌舞、杂技、魔术等艺术门类的节目近 40

个，既有极具北京特色的京西太平鼓、京胡拉唱、京

剧，也有新疆民歌《玛依拉变奏曲》、《一杯美酒》，还

有年轻人喜欢的流行歌曲。“我们邀请了北京电视台

编导对节目进行编排，突出歌舞。针对语言障碍，缩

减了小品、相声等语言类节目，让观众能坐得住、听

得懂、喜欢看。”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沈强表示。

台下再累，上台也要精神饱满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和田作

为北京对口援疆地区，在先后 8批援疆干部的努力

下，不仅教育、医疗、就业等取得发展，和田深厚的

文化底蕴以及歌舞之乡的美誉也更加声名远播。

早在 2013 年，北京市文联就邀请和田新玉歌舞团

的演员走进宝岛台湾献艺，让台湾民众对大陆文

化的多样性有了深刻认识。

“我跟首都各位老师都是很好的朋友，每年都

盼着你们来，一年不见，想得很呢！”8月 26日，见到

首都艺术家交流团的主持人田甜，新玉歌舞团的演

员海茹古丽立马给了她一个亲热的拥抱。今年，两

人再次搭档负责演出主持工作，感情更是日益加

深。海茹古丽也见证了艺术家在舞台上的尽职和

舞台下的拼命。

因地域原因，和田与北京存在近 3个小时的时

差。每天清晨，当地百姓还在睡梦中时，演员们便

起床化装，赶往演出地候场、彩排。没有化妆间，

大巴车被临时利用起来；赶着准备下场演出，午饭

和晚饭必须卡着时间吃完；有的演员一场要演两

个节目，一天要演 3 场，光卸装和上装就要反复多

次；没有时间休息，就抓住从一个地点赶往下一个

地点的时间眯一会儿。“说不累是假的，这样的强

度在我这么多年的演出生涯中都很少见。但看到

观众纯朴的笑脸和渴望的眼神，就跟打了强心针

一样，再苦再累也能坚持。”北京杂技团领队赵艺

说。在新疆，杂技是一门新鲜艺术，为了让观众现

场感受它的惊险刺激，北京杂技团带来了《蹬鼓》、

《抖空竹》、《转碟》、《肩上芭蕾》4个节目。

作为首都艺术家赴疆交流的保障方，演出不

仅成为当地群众的期待，也成为北京援疆指挥部

干部一年一度的福利。“3 年援疆，回家时间有限，

能见到家乡来这么多人，自然高兴。”北京援疆指

挥部智力支援部副部长马丙忠表示，“更重要的

是，北京市文联多年来一直坚持文化援疆，为传递

党的文化关怀，加深北京、和田两地的了解，丰富

和田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作出了贡献。”

画不完新疆美，写不尽京疆情

“明年一定要再来，看看我的学生有没有进

步。”8 月 29 日，在和田县北京高级中学，美术老师

李彦向北京服装学院教授申卉芪发出邀请，希望

她再来和田教自己的学生画画。

一边是热闹的演出，另一边，来自首都的书画

家也以笔墨寄豪情，表达对新疆这片土地的向往和

对人民的祝福 。“距上次来新疆已经有些年头了，

新疆跟我当年看到的，还有这两年别人告诉我的有

些不一样，我亲眼看到的新疆要更和谐、更美丽、更

生机勃勃。”申卉芪说。

此次新疆之行，艺术家们走进当地百姓居住的

社区、村庄，与这里的群众聊天闲谈，用手中的画

笔、相机，记录下了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年轻的时

候就多次到新疆采风创作，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给我

提供了很多灵感和素材。这次笔会场次多且密集，

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腿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但能

把我的祝福通过作品的形式留给当地，值得！”北

京文联理事吴进良说，“新疆地大物博，就像个取

之不竭的宝库，能亲自走一走，远比在家里闭门造

车收获要多。”

与此同时，书法家也不甘人后，一幅幅作品墨

迹未干，便被围观群众一“抢”而光。“我们就是带

着对自己‘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要求来到新疆

的，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一定满足。”北京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杨广馨说。来自首都的书法家孙敦

秀、李建春、程辉，美术家崔泽培、赵景岩也有感而

发，纷纷饱蘸浓墨，即兴创作了一批作品。

广大书法家们还走进享有“桑皮纸之乡”的墨

玉，就着手工制作而成的桑皮纸，写下了他们对大

美新疆的无限祝福。

千言万语道不尽对北京的感谢

8 月 28 日，在 106 岁的和田老奶奶古莱外尔·
麦麦提敏家，首都艺术家不仅为老人带来了慰问

金，还将北京摄影家为老人拍的照片和书画家的

作品送到了她手中。“这么远从北京来看我，谢谢

了。”无法用汉语表达激动的心情，古莱外尔·麦麦

提敏端出刚刚下树的新核桃，递到艺术家手里，希

望他们尝一尝。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

八九十岁的老兵们再次见到了从北京远道而来的

艺术家们，饱含热泪，激动不已。他们反复念叨着

“谢谢”，并期冀地说，“明年你们还要来啊！”

感人的故事俯拾皆是。在墨玉县，一位维吾

尔族的老党员看完首都艺术家的节目直竖大拇

指，大赞北京的节目“亚克西”，并表示，“共产党的

政策越来越好，年轻人有工作，老人有保障，日子

越来越红火。”交流团一位成员不小心丢了手机，

第二天，一位维吾尔族出租车司机就把手机送了

回来。“这透出了当地百姓善良纯朴的性格，让我

很受触动。只要我们多交流了解，就能加深感

情。”该交流团成员说。

5年援疆，首都艺术家不做表面文章，它背后是5

年援疆形成的宝贵经验和稳定机制。在沈强看来，

各地支援新疆，只有物质和精神文明齐头并进，新疆

发展才更加和谐。北京市文联将团结更多优秀艺术

家，把丰富的节目和文化建设的先进理念和技术送

到新疆，实现文化援疆向更深更广拓展，为把新疆建

设得富饶繁荣贡献力量。

首都艺术家交流团将作为传播新疆文化的使

者，把一个真实、美丽的新疆传递给身边的朋友。

也许明年，待到新疆最美时，会有更多人把度假的

目标定在新疆，走进广阔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

漠，走进青草依依的大草原，走上和田街头品尝维

吾尔族小伙做的手抓肉和烤包子，没准，还可以跟

当地的维吾尔族姑娘来一曲欢快的麦西来甫……

明年，我们和你，相遇在新疆。

（本版图片由李雪、刘子畅摄）

北京市文联主席张和平（右二）观看笔会

北京万兴歌舞团带来非遗表演武吵子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老师王媛媛表演京胡拉唱

北京杂技团的小演员带来《蹬鼓》

歌唱家闫羽如、王俪霏同台献唱

和田百岁老人从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沈强手中接过摄影家为其拍摄的照片

京西太平鼓表演京味儿十足

北京书协副主席杨广馨教学生书法

首都艺术家代表团全体演职人员合影

演员王博、张艳带来魔术表演《中国红》

演员姚剑的表演受到青少年欢迎

杂技演员刘鑫、高林带来《肩上芭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