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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蒙古族长调民歌”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阿拉坦其其格那天，她刚从青海
回京。虽然快70岁了，但她依然奔忙于各
地的舞台、学校和培训基地。2024年春季
学期，她每周要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二
连浩特等地的几所中专、大学上课，课表
排得很满。今年初，她不慎扭伤脚踝，打
了石膏，可她嫌碍事，不到两个月就让医
生拆了。

她的受伤，和忙碌地准备 2 月初在北
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天津音乐厅的两场

“阿拉坦其其格与草原之声内蒙古长调演
唱团音乐会”有关。自 2008 年成立至今，

“阿拉坦其其格蒙古长调传承中心”已累
计培训1100多人次，这是中心首次举办专
场音乐会。从联系演出场所，确定曲目后
通过网络把歌谱发给孩子们，叮嘱家长督
促孩子学歌、练歌，再把录音发给她订正，
到寒假在乌兰察布市艺术学校集中排练
十几天，阿拉坦其其格殚精竭虑。演出时，
她吃了止疼药，鞋里垫着厚厚的纸，用华
美的演出服遮住脚踝上的石膏，陪着她的
30多名学员登台，这些学员从学龄1年的
8 岁孩童，到学龄 10 余年的高校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还有乌兰牧骑的专业演员。

《旷野》《真善俱美》《茂盛的夏季》《走
马》《送别》……演出涵盖潮尔道、民歌、长
调、短调及现代原创歌曲等，令观众沉醉
其中。阿拉坦其其格压轴演唱了《孤独的
白驼羔》和《金色圣山》，深沉苍劲、典雅华
丽，赢得热烈掌声。观众舍不得他们谢
幕，她和演员们就再唱一遍《赞歌》。她
说：“这次就是要用演出的方式鼓励孩子们更积极地学习和传承长调，
也希望通过孩子们的歌声让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人们感受长调的魅力。”

千百年来，蒙古族长调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不息。牧民们欢
聚时唱，劳作时唱，祭奠先人时唱，甚至在母畜不给幼畜喂奶时也唱
长调来“劝奶”。近几十年来，一些长调艺术家老去，年轻人生活方式改
变，长调呈衰微态势。2005年，“蒙古族长调民歌”被列入“人类口头和非
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2007年，阿拉坦其其格主演了国产电影《长调》，
讲述一位长调歌唱家遭遇生活变故后失声，最终回到草原重拾信心的
故事。影片也表现了流行艺术对传统艺术的冲击，让她进一步认识到
自己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肩负的重任。

阿拉坦其其格演唱的《金色圣山》曾获得国际比赛金奖，歌名“金色
圣山”指的是她的家乡内蒙古阿拉善盟海拔很高的巴丹吉林沙漠。她是
牧民之女，姥姥、妈妈都是长调高手，三代女性将这首经典长调唱了
半个多世纪。她说，青少年时期特别渴望跟专业的老师学唱歌，后来
有机会到高校学习，老师们倾囊相授，让她非常感恩，尽自己所能回
报社会是她的夙愿。

2008年，阿拉坦其其格用自己的积蓄在北京后沙峪建起长调传承场
所，后来家乡阿拉善右旗在当地给她建了更大规模的培训基地。她利用
各种机会寻找喜爱长调的可造之才，在寒暑假无偿教他们唱歌，还为家
庭困难的孩子补贴路费。如今，阿拉坦其其格的长调传承培训基地以阿
拉善右旗基地为总部，在北京、呼和浩特、包头、克什克腾等地有 8个分
部。她还常到全国各地开办讲座，将长调艺术传播得更广。

蒙古族歌唱家拉苏荣评价阿拉坦其其格是“把传统和现代结合得最
出色”的蒙古族歌唱家之一。她将美声唱法与传统长调唱法融合，创立
了一整套自己的唱法，她培训的学员从早唱到晚嗓子不累不哑。她除
了教唱歌，更重育人，教孩子们学习蒙古族传统文化，如传统礼仪、
习俗等，受到家长们肯定。

“我的理想是在一些大型晚会上有蒙古族长调节目。无论走到哪里，
蒙古族人都能为当地人唱一首蒙古族民歌。”阿拉坦其其格说，已有学员
会唱100多首长调。据悉，乌兰察布市艺术学校计划开设“阿拉坦其其格
长调传承班”，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学习长调等艺术课程。阿拉坦其其格因
此会更忙，可她说：“这是最近最让我高兴的事！”

阿拉坦其其格在音乐会上演唱的《孤独的白驼羔》，歌颂了亲情的伟
大、家园情怀的真挚和生命的坚韧不拔。她凭借卓越的艺术造诣、无
私奉献的胸怀，为长调的薪火相传贡献力量。

品味建筑中的巧思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 9.97 万平方
米，由共享大厅、展陈大楼（主楼）和休闲水街组成。

“博物馆设计理念源于古运河图景中的船、
帆、水 3个元素。”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重大项目总监陈宏达介绍，主楼屋顶形
似巨帆，高高扬起。共享大厅屋顶状如船只，坚
实厚重。两座建筑之间有一条长约270米、宽约20
米的休闲水街，水街两侧的街巷路口、篷架、门
楼等造型与水系相结合，形成一处类似运河驳岸
码头的场景。当观众穿行时，可通过水街两侧的
玻璃幕墙看到博物馆内部，不入馆也能感受博物
馆的魅力。水街在夜间也对公众开放，形成“永
不落幕的展览”。

除了别具一格的外观，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
抗震设计也可圈可点。博物馆主楼周边设置了长
达 620 米的隔震沟，地下一层下方设置了 1.8 万平
方米的隔震层，是国内已建成的隔震博物馆中隔
震区域投影面积最大的。“隔震层内共有 242个隔
震支座，将整座博物馆托举起来，阻断了地震波
的传播路径，确保藏品、人员、场馆的安全。”首
都博物馆展览部策展人赵雅卓说，“隔震层、隔震
沟对文物库房的防水、防潮也有很大帮助。”

依托博物馆抗震设施打造的“防震科普展”
让人耳目一新。走进展厅，透过地面和墙面预留
的几扇玻璃“窗口”望去，博物馆仿佛被“掀”
开一角，楼体下方的隔震支座和墙体之间的隔震
沟一览无余。

一块球形屏幕，直观展示地球内部圈层和地
震带的知识；戴上VR眼镜，感受地震来袭时建筑
的摇晃位移；用积木搭一座房子，体验不同构造
建筑的抗震性能……展览融知识与趣味于一体，
吸引了许多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参观体验。

讲述河与城的故事

人们常说“大运河漂来的北京城”，形象地表现
了北京城与大运河密不可分的关系。千百年来，大
运河对北京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融起到了重要促
进作用，推动北京从北疆重镇发展为国家都城。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围绕大运河与北京相辅相
成的关系，以人、水、城为内容主线，从人文地
理和生态文明的角度展示北京城市发展历史、建
设成就，推出一系列精品展览。”谭晓玲介绍，博
物馆展陈体系由基本陈列、专题展览、临时展
览、开放展示四大类型构成，着重展现运河上的
北京文化、北京的运河文化。

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由京杭大运河、隋
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组成，至今已有 2500
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流经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
古代运河。2014年，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基本陈列“京华通惠 运河永济——北京与大
运河历史文化陈列”位于展陈大楼二层，根据大运

河的发展脉络，以时间为轴分为8个部分，年代跨
度从史前至当代。“通过1000多件文物、艺术品勾勒
出大运河发展演变史，反映大运河与北京的密切关
系，展现运河沿线人文历史内涵。”谭晓玲说。

在展览第二部分“渠通幽州 多元融合”，一把
带木柄铁锸映入眼帘。锸头为长方形，带有木柄，
木柄截面为椭圆形。与现代人使用的铁锹不同，这
把铁锸的下部为“铁包木”的形制。在隋代，劳动
人民就是用如此简陋的工具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
运河，其间的艰辛可想而知。

来到展览第三部分“辽金建都 漕运通济”，一
件铜坐龙引人注目。它昂首闭口，前腿直立，双
股尾盘绕上翘，集龙、虎、狮、麟等多种动物形
象特征于一体，表现出与中原龙不同的审美趣
味。作为金代皇家御用饰物，铜坐龙见证了海陵
王完颜亮迁都北京的历史。

相较铜坐龙的精致，不远处的一方墓志显得
很不起眼，但对于通州却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通州乡贡进士朗郑肩撰”“大定十七年四月四日，
葬于通州潞县台头村新茔”……这方墓志两次提到
了通州，是北京发现的最早关于通州的文字记
录，是金代通州建置的重要实证。

在展览第五部分“京师繁会 帆樯络绎”，国家
一级文物清乾隆款景德镇窑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
果纹六方套瓶光彩夺目。此瓶主体为酱褐色釉，
口足部施金釉，用金银双色及红黄彩等勾绘缠枝
花卉、蕉叶等纹饰，镂空开窗处饰有粉彩西番
莲、佛手、寿桃纹等，内瓶上精绘青花缠枝花
卉，底部有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落款。

“这个套瓶从景德镇沿着运河来到通州，再运
到京城。这件青花御窑厂图桌面也是如此。”讲解
员介绍，清同治景德镇窑青花御窑厂图桌面直径
72.5 厘米，画面以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建筑群为中
心，运用中国传统绘画的平远法，将御窑厂及其
北面的街市巧妙浓缩在圆形画面中。昌江上船只
来往，运输繁忙，泊岸桅杆林立，呈现“舟帆日
日蔽江来”的盛况。

“漕粮运输关系到帝国的命脉，漕粮征收、运
输、交仓等主要环节，从上至下都有严格的管理
制度。”首都博物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郑好介绍，展
览第五部分展出的清代军粮经纪秘符扇和木制验
粮盘，曾在清代大运河漕粮收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漕船到达通州后，官府会派雇佣的经纪人
验收粮食，为了防止验收过程中舞弊，制定出一
套秘符制度。经纪人会在验收的粮食袋上画上自
己的符号，如果中途检查出问题，可以通过符号直
接查到本人，由此保证入仓粮食的质量和数量。秘

符扇正反两面各绘 50 个符号，每个符号上为符
形，下为符名，是经纪人身份的标识。验粮盘为
杉木制成，方斗状，用于装粮食以便查验品质。

“这些文物表明，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对北京城
市功能的提升、政治中心地位的巩固、地域文化
特色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随着水运交通的畅
通，物资交换、人员交往更加便捷，京师文化辐
射到运河沿线，形成多元文化交融互鉴的格局。”
谭晓玲说。

体验奇妙文化之旅

运用全域沉浸CAVE体验系统、超体量三维衍
射系统、超智能数字点云系统等高科技手段，北
京大运河博物馆为观众带来精彩纷呈的沉浸式观
展体验。

展陈大楼二层西 1厅，专题展览“北京大运河
揽胜图卷”徐徐展开：从北京城北的白浮泉起，北
运河流经生机勃发的城市副中心，最后到达天
津，注入大海……三大文化建筑、环球主题公
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张家
湾古城等标志性景点如颗颗明珠，跃然纸上。

图卷全长27.4米，由北京画院7位艺术家历时
2年 8个月联袂创作而成，浓缩了从北京白浮泉到
天津入海口274公里的运河美景，堪称现代版《清
明上河图》。

展厅里还展出了创作草图、写生稿等，并结合
多媒体手段展现艺术家的创作历程，让观众深入了
解作品背后的故事，感受大运河文化的深厚底蕴。

“喂哎吼——哎嘿——”嘹亮的船工号子响
起，通州石坝码头上一派繁忙景象。舞龙、舞
狮、小车会等民俗活动轮番上演，人们沉浸在开
漕节的欢乐之中。这是“不止运河——沉浸式体
验展”的开场一幕。

依托目前国内博物馆规模最大的三维衍射系
统装置，“不止运河——沉浸式体验展”带领观众
体验一场古今融合的奇妙文化之旅：从漕运鼎盛
时期的通州出发，游遍运河沿岸天津、沧州、临
清、聊城、洛阳、无锡、扬州、杭州等 10余个城
市，最后回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展览没有实物，
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整内容，让‘不止运河’有
无限可能，也让展览常看常新，带给观众不一样
的感受。”首都博物馆展陈设计师李光远说。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影像展”紧扣10年
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的重要节点，通过同
一地点、同一景观、同一视角的对比，让观众直
观地感受城市副中心的“蝶变”。观众可以走入任
意景点拍照，获得人在景中的观展体验。

为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开辟了功能多样的公众活动空间。展陈大楼内设
有培训教室、学习体验中心、多功能厅，共享大
厅设置了开放式展览陈列区、运河食舫、码头小
叙、报告厅、阶梯活动区、4D影厅等，让观众畅
游其间，流连忘返。

阿拉坦其其格和她的学员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表演。苏冠明摄

日前，在首都博物馆开展的“载瞻载止——新疆考古百年”文物展吸引了
许多观众参观。展览以新疆考古百年来的发展为主线，分为“蓝缕荜路启朝
华”“规模渐具开闳阔”“前行砥砺致高远”三部分。 杜建坡摄 （人民图片）

探访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水波淼淼 文脉悠悠
本报记者 施 芳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
绿心森林公园西北部，北京
大运河博物馆静静矗立着。

历时 4 年建设，2023 年
12月27日，北京大运河博物
馆（首都博物馆东馆）正式向
公众开放，与毗邻的北京艺
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一
同成为北京文化新地标。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肩负
着讲好大运河故事、讲好北
京故事的重任，与首都博物
馆一起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诠
释‘都’与‘城’的关系。”首都
博物馆副馆长谭晓玲说。

观众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参观。 郭俊锋摄 （人民图片）

清乾隆款景德镇窑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
方套瓶。 首都博物馆供图

金代铜坐龙。 首都博物馆供图

“北京大运河揽胜图卷”展。
宋家儒摄（人民图片）

新疆考古百年文物展吸引观众

阿
拉
坦
其
其
格
：

让
蒙
古
族
长
调
传
唱
得
更
远

本
报
记
者

苗

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