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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天雪地创作火热
■ 张海波 吉林省吉林市

木棒棰戏薪火相传
■ 张 靖 重庆市丰都县

让乌兰牧骑走向更广阔舞台
■ 徐小平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
■ 孙嫚君 贵州省毕节市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
■ 孙嫚君 贵州省毕节市

走近基层文艺工作者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

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
的 一 名 基 层 文 艺 工 作
者。2007 年的一次工作
岗位变动，让我成为梅
里 斯 文 化 馆 的 一 名 成
员。初踏这片土地，富
有特色的民俗风情便吸
引了我，音乐让我与这
片土地结缘，自此难以
割舍。

四 胡 ， 对 于 我 来
说，不仅是一件乐器，
更是达斡尔族文化的象
征。作为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达斡尔族乌
钦”的伴奏乐器，四胡
具有独特音色和旋律。
为此，进入文化馆后，
我精研四胡。如何快速
掌握演奏技艺？我从学
习二胡演奏入手，并深
入学习达斡尔族音乐史
与文化背景，逐步将达
斡尔族的独特韵味融入
四 胡 演 奏 之 中 。 学 成
后，我在文化馆义务开
展四胡教学，前后培训
了几千人。

达斡尔族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迷人魅
力。然而，随着时代发展，达斡尔族文艺面
临着后继无人的风险。如何让更多人认识并
爱上达斡尔族文艺？我创作了 《吉祥达斡
尔》《春来达紫香》等歌曲。达斡尔语言没有
文字记录，口口相传的古老曲目面临失传，
针对这一情况，我挖掘整理了近百首达斡尔
族的“乌钦”说唱和“哈库麦勒”舞蹈的伴
奏，并将其辑录成册，以帮助达斡尔族非物
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与传承。

我曾遇到重重困难，但也邂逅了许多志
同道合的伙伴，更有幸看到政府把文化传
承送入校园、带进千万家庭。无论是走进
学校教孩子们跳起达斡尔族舞蹈，还是走
进社区带去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每一次
的演出与交流，都能让更多的民众感受达
斡尔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大伙儿对达斡尔
族文化的热爱，是我前行的勇气。

2024 年，我被齐齐哈尔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协会聘任为副秘书长，这既是对我过
往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未来责任的期许。我
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达斡尔族文化焕发
更加夺目的光彩！

（本报记者 郭晓龙采访整理）

我今年 53岁，是重庆丰都非遗木棒棰戏第三代
代表性传承人，也是丰都县艺佰木偶艺术团负责
人。与木偶戏结缘，是近30年前的事了。

我原本是丰都县一家景区的工作人员，1995
年，单位为了吸引更多游客，组建了一支木偶戏表
演队，我是其中一员。当时，我们对木偶戏都不了
解，更不知道怎么表演，于是单位从外地聘请专业
老师进行指导。从基本功训练起步，经过大半年的
刻苦培训，我们渐渐入了门。

那些年，到丰都旅游的国内外游客非常多，木
偶戏深受游客喜爱，每天都要表演 8 场以上。渐渐
地，我迷恋上了木偶戏。2016 年，我成立了自己的
艺术团。那时我才知道，丰都本地早就有人表演木
偶戏——只不过名字叫木棒棰戏，还是丰都县级非
遗。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丰都木棒棰戏，我拜了
本地师父，也走出丰都向国内专业院团学习。

我们团队是地方群众文化品牌活动的积极参与
者，2017 年被纳入县文化馆馆属文艺志愿者服务团

队。那年丰都庙会，我们面向国内外游客和广大市
民公开表演，大家都被我们的原创木棒棰戏吸引，
长达 50多分钟的表演让许多观众看得目不转睛。为
期7天的庙会，我们每天上下午各表演2场，场场爆
满，有的观众看了一场不过瘾，还接着看第二场、
第三场，队员们也乐此不疲地表演。

观众的喜爱给我们很大信心。我们又根据丰都
民间故事陆续创作排练出系列木棒棰戏，并根据不
同的活动主题编导了《唱支山歌给党听》《霓裳羽衣
舞》《偶戏迎宾》等小型剧目。

团队的成长进步离不开群众的支持，我们把回
馈观众当作最重要的事。在创作排练木棒棰戏的
同时，团队继续参加每年庙会期间的丰都县非遗
展示展演活动，以及非遗进校园、送文化下乡等活
动表演近百场，参加名山景区常态化演出共计上千
场，演出接待游客共计 80万人次，虽然很累，但却
很开心。

（康朴、李达元采访整理）

2007 年，我从原西
宁市秦剧团来到城西区
文化馆，如今已经十几
年。14 岁时，我考入陕
西长安剧团学员班学习
戏曲 （秦腔） 表演，一
晃就是 30 多年，期间排
演了大量的现代戏、古
装 戏 、 传 统 戏 和 自 编
戏，饰演过五六十个不
同的角色，每年平均演
出200多场，走遍青海城
乡和西北五省区，参加
省 、 市 及 全 国 性 戏 剧

（戏曲） 比赛三四十次，
每次都获得好成绩。

舞台作品创作一直
是我的梦想，只是没想
到，到了文化馆后，这竟
然变成我的主要工作。
有人问我：“身在剧团和
文化馆最大的区别是什
么？”我回答说：“前者要
站在舞台中心，后者要
把群众推向舞台中心。”

说实话，2007 年文
艺院团改革时，自己曾
大哭过几场：历史悠久
的专业院团“西宁市秦
剧团”没了，离开舞台后，我该怎么办？然
而经过深入了解后我发现，群众对戏剧表
演、戏剧创作的需求十分强烈。

如何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经过
广泛调研后我发现：作品都不用太长，容量
也不用太大，表明一事一理即可。所以小
品、小戏、快板、情景剧和曲艺等成为最佳
作品形式。

作品没有平台不行，没有合作者更不
行。没有平台，观众看不到新的作品，没有
合作者，作品就无法精彩展现。幸好，群众
文化团队很多，为我提供了合作者和平台。

我创作的作品时长和信息量都不大，但
起承转合，喜怒哀乐，唱念做打一应俱全，
在实践中总结，在总结中完善，在完善中成
形……创作过程中，我完全沉浸在作品中，
自己觉得能以通俗易懂的作品样式及表演风
格服务群众，我会感到欣喜。有时，自己还
能饰演其中一个角色，过上一把老本行的瘾。

如今，我担任西宁市戏剧家协会主席。
在漫长的从业生涯中，我始终坚持：群众文化
要紧跟时代、反映时代。我们应该服务社会、服
务群众，做一个立足群众的文艺工作者。

（本报记者 贾丰丰采访整理）

大年初五，滑雪场里人声鼎沸，一场情景剧在
吉林市万科松花湖度假区上演。当日，我扮演着历
史人物，在冰天雪地里上演一场“跨时空对话”。滑
雪场里过大年，是吉林省文旅活动如火如荼的一个
缩影。作为吉林市戏曲剧团有限责任公司副团长，
我带队积极投身冰雪旅游宣传，让冰天雪地里笑声
更充盈。

打小我就对戏曲有着浓厚兴趣，2003 年从地方
戏曲专业毕业后便走上舞台，投入二人转和吉剧的
创作表演中。多年来，我脚踏实地扎实创作，努力
创作出有温度的作品。2023 年，我带队参加各类演出
活动共计 273 场，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剧院舞
台，最开心的始终是看到观众发自内心的笑容。

创作来源于火热的生活。2023年7月，反复打磨
后的大型现代吉剧 《幸福花开》 在吉林市人民大剧
院上演，反响热烈。该剧描绘乡村振兴图景，塑造
农村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创排过
程中，我和主要演员到吉林省敦化市大石头镇三道

河子村体验生活，坐炕头上听故事原型讲述亲身经
历，走进加工厂和养牛基地亲身体验，了解真实故
事。采风归来，创作团队收获颇丰。

近年来，吉林市积极推进“戏曲进校园”活
动，让孩子们在校园内感受文艺的魅力。2023 年，

“戏曲进校园”在全市 10 所学校开展演出 10 场，每
场我都参加。在校园内，我们演出《焦裕禄》《黄大
年》等模范人物剧目选段，也有《胡知县断案》等传统
剧目，还有手绢特技等受孩子们喜爱的节目。前几年，
我参演了百余场由吉林市戏曲剧团和吉林市歌舞团
联合创排的大型现代吉剧《黄大年》。

高兴的是，刚刚结束的吉林省二人转·戏剧小品
艺术节评奖结果揭晓，我荣获了“四大名丑”之一
的荣誉。这也激励着我继续努力，认真对待每一次
演出。

春回大地，新的一年，我们也将继续扎根群
众，创作演出更富有生活气息的作品。

（本报记者 郑智文采访整理）

我参加工作后一直做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至今
20多年了。我是学舞蹈的，早些年在市里的艺术团做
舞蹈演员，常常随团到乡镇表演，后来在市文化馆做
歌舞演出的导演和编导，成为送文化下乡的策划者和
组织者。角色虽然变了，但参与感更强了。

每个月，我们都会组织文艺活动。今年春节期
间，市文化馆组织了写春联活动，安排了摄影展，
还为村民照了全家福，大家都很开心。有时也进行
文艺演出，大约有十几个节目，通常持续一个多小
时。时间虽不算长，但前期会筹备一个月左右，确
保为群众表演的节目足够精彩。

毕节市少数民族很多，每次到少数民族聚居的
乡镇，我们都会为他们准备特别的节目，比如彝族
舞蹈、苗族歌舞等。遇到特别的节日，比如彝族
年、苗族花坡节等，演员们也会去现场，唱歌跳
舞，营造欢快的节日气氛。

为了吸引更多人流，让场面更热闹一点，我们表
演的主要场地是村民广场，或者老百姓家门口宽阔的

地方。有时，演出会融入政策宣传，比如城乡居民医保
政策、法律法规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

做基层文艺工作多年，我明显感受到老百姓参
与度的提高。过去帮助村民排练节目，他们虽然乐
于参加，但感觉只是当作消遣，完全不放在心上。
而现在，群众会自己花钱去买演出服，提前排练，
力求更好的节目效果。

村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过去他们常常是坐
在台下，被动观看。而现在，他们更加渴望在舞台
上展示自我。有一次让我印象很深，当我们表演
完，村民强烈要求我们留下来，看他们跳的广场
舞，我们欣然答应。

村民的温饱问题早就解决了，我们要做的是丰
富他们的文化生活。每到基层，为老百姓送上丰富
多样的节目，并且得到认可，我会感到非常满足。
我打算继续做群众文化工作，毕竟对于我这样的文
艺工作者来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本报记者 陈隽逸采访整理）

▲ 徐小平 （中） 在指导排练▲ 徐小平 （中） 在指导排练 ▲ 孙嫚君在迎新春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现场▲ 孙嫚君在迎新春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现场

▲ 金世宽 （中）▲ 金世宽 （中） ▲ 徐乃平 （左）

▲ 张靖在表演中与观众互动 ▲ 张海波 （右）

村民们围着大巴车坐一圈，舞者在车前翩翩起
舞，马头琴声回荡在草原间。舞姿飘逸，乐声悠
扬，歌声空灵，远方仿佛传来了阵阵马铃……这里
是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此刻，我和我的伊金霍
洛旗乌兰牧骑队员正在为农牧民表演舞蹈 《马铃儿
摇响幸福歌》。

2005 年，17 岁的我加入乌兰牧骑。乌兰牧骑的
蒙古语原意是“红色的嫩芽”，后被引申为“红色文
艺轻骑兵”，是适应草原地区生产生活特点而诞生的
文化工作队。20多年来，我走遍了伊金霍洛旗100多
个嘎查村，累计行程 26万多公里，最多时每年演出
200 余场，一年中 1/3 的时间都在农牧区下乡演出。
如今担任伊金霍洛旗乌兰牧骑副队长，曾参与创作

《马铃儿摇响幸福歌》，获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
奖”民族民间舞奖。

我是土生土长的伊金霍洛旗人。这里气候干
燥，风沙大，下基层演出时，风大阻路、车陷沙中
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地广人稀的伊金霍洛旗，牧民

的聚居点动辄距离上百公里，我和队员们往往一去
就是十几天甚至几十天，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常
年深入基层，各种艰辛难以想象，我的妻子也是一
名舞蹈队员，我们夫妻二人始终默默坚持，以天为
幕布，以地为舞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我们的
歌声和舞蹈。

有一次，我们深入牧区为牧民演出，当时天气
非常恶劣，下着雨，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完成了演
出，牧民也陪着我们坚持到了最后。当演出结束
后，观众们纷纷为我们鼓掌和欢呼，这让我非常感
动，给了我继续参与基层文艺工作的动力。

除了文艺演出，每次下基层，我们还会积极参
加志愿服务，送书送药放电影，修车喂马剪羊毛。
乌兰牧骑不仅是文艺队，也是辅导队、服务队。为
了提升自己的编创能力，我多次参加了国家艺术基
金的舞蹈创作班。我希望，自己的乌兰牧骑能够走
向更广阔的舞台，向世界展现风采。

（本报记者 翟钦奇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