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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草原有约有约 两地情深两地情深
——首都艺术家赴首都艺术家赴内蒙古交流慰问内蒙古交流慰问

7 月 21 日一早，满载首都艺术家的大巴车从内蒙

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拐上京藏高速，而后一路向东，

驶往北京方向。行驶了 300 多公里后，车上的人渐渐

看到熟悉的风景。短短几天相处，而今到了说“再见”

的时候。

“常联系啊，有事说话。”“没问题，明年咱们再约

起！”人们分手道别。手机里存了上百张值得回味的照

片，脑子里也还有些新的创作想法，等待静心梳理后灵

感的爆发。

旅程结束了，可故事并未就此画上句号。今年

恰逢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首都艺术家的内蒙

古之行深受首都百姓重托，众人瞩目。那儿的老百

姓喜不喜欢北京的节目，祖国北疆发展得怎么样了，

脱贫攻坚路上还需要北京哪些支持，一路上有哪些

奇闻趣事……这些问题的答案，正通过亲历者的讲述、

媒体的报道、朋友圈的转发，在北京乃至全国的文学艺

术界传播。

故事始于一周前。7 月 15 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

的“喜迎十九大 共话京蒙情·同筑中国梦”首都艺术

家赴内蒙古赤峰市和乌兰察布市文化交流慰问活动

举办。60 余位来自北京的艺术家在北京市文联主席

张和平的带领下，深入赤峰市和乌兰察布市的旗县、

社区送文化，奉献了 4 场文艺演出、5 场书画笔会，在

草原最美的 7 月，送上了北京人民对草原人民的深情

问候。

把舞台搭在老百姓最容易看到的地方

7 月 15 日，3 辆大巴车从北京出发前往赤峰市。路

上，司机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加快了车速，因为首

场演出就安排在当晚，演员下午便要彩排，书画家也要

抖擞精神，开始第一场交流笔会。

三伏天里的赤峰，温度跟北京不相上下，高温不下

38 摄氏度，路上少见行人。而首都艺术家代表团的 4

场演出全部在室外，舞台就搭建在广场、公园中，烈日

下无遮无挡，演出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这还不算，杂

技节目一般都是在专业剧场进行，室外不可预料情况

多，刺眼的阳光、简陋的地毯甚至一阵风，都加大了演

出难度。”北京杂技团领队赵艺说。交流团中年龄最小

的一批演员也来自北京杂技团，最小的 9 岁，最大的也

只有 15 岁。“除了送文化，也想让演员增加一些舞台经

验，专业剧场固然安全，但这样下基层的演出也是北京

杂技团的常态工作，只有适应了千变万化的舞台，才能

让观众享受到高水准的演出。”赵艺说。

7 月 16 日傍晚，太阳落山，凉风送爽，在赤峰市松

山区水上公园广场，人们纷纷出来纳凉消暑。与往日

不同，不少人首先听到了广场中心传出的音乐声，循声

而去，便发现了一方开阔的舞台。“开始以为是商场做

促销活动，一打听才知道是北京的演员来演节目，而且

人人都能免费看，这样的好事当然不能错过。”住在附

近的居民李淑媛说。

晚上 7 点半，演出正式开始。跳广场舞的也不跳

了，大人拉着孩子、媳妇搀着婆婆聚在了舞台周围。眼

看捧场的人越来越多，演员情绪也越来越高涨。“观众

的掌声就是演员的兴奋剂。和老百姓在一起唱歌、联

欢，心里感觉特别踏实。”魔术师李克石说。

此次首都艺术家交流团带来的节目精彩丰富，20

余个节目涵盖歌曲、魔术、杂技、舞蹈等多个艺术门类，

既有京味特色的相声，也有深情悠扬的草原歌曲。反

串表演《新贵妃醉酒》中，演员细腻的唱腔、柔美的身

段、新颖的表演形式让观众迫不及待想一睹歌者真容；

魔术《魔幻时刻》奇思妙想，让观众在匪夷所思的体验

中感受魔术魅力；舞蹈《凤鸣清灵》《群色争春》青春活

泼，特别是《秀色争春》将古典舞与戏曲相结合，让人眼

前一亮；歌曲《醉在草原上》《卓玛》《父亲的草原母亲的

河》具有鲜明的草原特点，拉近了与当地群众的距离。

“这么接地气的演出 一定要多办、多宣传，电视台应该

直播，扩大影响。”李淑媛说。

对于观众给予的好评，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刚

杰表示，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中，艺

术家必须深入到人民中去，与他们乐在一起、苦在一

起、干在一起，心才能贴到一起、想到一块，创作出来的

作品才能表达人民的心声、观照人民的生活。这样的作

品，老百姓才爱看；这样的艺术家，群众才欢迎。

一路走来一路看，传经送宝共发展

唱一曲草原的赞歌，跟老乡聊聊家里的新变化，

也说一说首都北京的新面貌…… 作为对口帮扶城市，

北京派遣了一批干部在赤峰市和乌兰察布市的多个部

门挂职，促进其在经济、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发展。对口

帮扶光有经济拉动是不够的，两地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互

动，既能开拓双方文艺工作者的眼界，又能增强不同民

族间文化的交流，把党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通过通俗

易懂的方式传递到百姓身边。

此次赴内蒙古，首都艺术家交流团的成员时刻谨

记所代表的首都形象，在紧张的演出之余，大家深入当

地采风、创作，走进博物馆学习历史，到规划馆了解城

市未来，前往农村乡贤馆一睹当地名人事迹，就文化建

设的经验交流看法。

听说有北京的书法家前来交流创作，赤峰市女书

法家高智慧推掉了所有的事情，连续两天都泡在笔会

现场。“这几年也到北京参加过一些展览和培训，首都

的文化氛围就是好，书法界人才济济，社会上的书法普

及和教育也做得非常到位，书法进课堂的经验很值得

学习。”高智慧说。

现 场 ，书 法 家 耿 军 、虞 晓 勇 、郭 凤 金 ，画 家 张 平

子、韩清茂、汪港清挥毫泼墨，与当地书画家热情交

流，气氛十分热烈。创作之余，高智慧向北京师范大

学书法系教授虞晓勇和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汪港清请教了不少书法和美术进校园的问题，想着

日后有机会可针对赤峰的实际情况做一些书法进校

园的尝试。

中国美协会员韩清茂此行最感兴趣的是赤峰市博

物馆中的精美文物。“一直向往内蒙古的大草原，实地

了解才知道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文化更加璀璨夺目，尤

其是赤峰红山文化，令人着迷。”韩清茂感叹，“拍了很

多照片，尤其对彩陶制作工艺感兴趣，回去可以多翻阅

一些资料，做进一步研究。”

“壮我军魂，巍吾国威。”在集宁战役纪念馆，听闻

战斗英雄的事迹后，艺术家们在感慨的同时，一腔敬意

化作潇洒大气的文字或画作，表达对革命前辈的缅怀

之情。

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

坤。5场书画笔会活动，两地书画家创作出百余幅书画

作品，用笔墨描绘出北京、内蒙古一家亲的美好愿景。

“这个季节的内蒙古草长莺飞、绿树成林，良好的自然

环境对北京生态条件的改善大有帮助，这点应该感谢

草原人民的奉献和牺牲，所以内蒙古和北京更要携手

发展、互利双赢。”画家张平子说。

舍不得道再见，那就明年再相见

这次首都艺术家交流团的草原之行，刚杰还带回

一份沉甸甸的荣誉。

7月 20日，首都艺术家赴内蒙古文化交流活动的最

后一场演出在乌兰察布集宁战役纪念馆前的广场如约

开始。熟悉的歌声再度唱响，观众陶醉其中，喊哑了嗓

子，拍麻了巴掌。一路走来，甘苦与共的演员不舍道再

见，歌唱了一首又一首，感谢说了一遍又一遍。演出

中，一场上千名观众见证的仪式在舞台上举行。乌兰察

布市委、市政府将一块崭新的牌匾送到了刚杰手中，上书

“文谱京蒙情，艺颂中国梦”10个大字，以此表示感谢首都

文学艺术界连续5年对乌兰察布市艺术繁荣发展做出的

突出贡献。

2010 年，北京市与内蒙古自治区签署区域框架

合作协议，对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和赤峰市展开重点

帮扶，双方进入以对口帮扶为基础，经济、社会、文化

全方位合作的新阶段。面对新的开局，文化交流合

作的落脚点在哪儿？长效机制如何建立？北京市文

联通过 5 年探索，不断摸索对口帮扶的最佳路径。几

年来，首都艺术家代表团不仅深入赤峰市和乌兰察

布市基层旗县，开展演出、笔会交流、走访牧民家庭

和困难群众，还兑现了“派文艺志愿者到基层支教，

为当地培训文艺骨干”的承诺。所到之处，交流团成

员走到群众中倾情献艺，敞开心扉了解群众心声，尽

己所能解决困难，被当地百姓赞为“行走在草原上的

文化使者”。

正如赤峰市委常委石银峰所说，首都与内蒙古的

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拉近了两地人民的距离，增进了

首都艺术家与赤峰人民的深厚情谊，也为赤峰送来了

宝贵的文化建设经验。赤峰市将认真学习、借鉴其中

的好做法，大力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把赤峰打造成祖国

北疆亮丽的风景线。

毫无疑问，2017 年夏天的这句“再见”，许下的是和

草原百姓下一年的约定：明年此时，首都艺术家将再次

整装出发，看望这里的乡亲，希望那时草原的天空更蔚

蓝，牛羊更肥壮，百姓的日子更红火，两地人民的友谊

更深厚!

（李雪 文/图）

演员崔山献上器乐演奏 闫羽如和宫政合作演唱《千百年后谁还记得谁》 相声演员辛明璋、高明菲表演的相声《欢乐正前方》

万兴歌舞团表演的舞蹈《凤鸣清灵》

首都艺术家赴内蒙古文化交流代表团合影

首都书画家在乌兰察布笔会现场

两地领导与画家交流

观众与魔术师李克石（后）互动歌 唱 演 员 孟 文 豪 演 唱

《醉在草原上》

歌 唱 演 员 伯 鹤 演

唱《春天的芭蕾》

北京杂技团表演的杂技《力量》

反串演员王裳容走到台下与观众互动

歌唱演员孔庆学走下台与观众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