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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3 月 7 日晚，随着北京玛斯特
首席男声合唱团深情悠扬的歌声，“红
色经典《唱支山歌给党听》——郑健指
挥男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这也是
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庆祝中国共产党百
年诞辰红色经典系列10场演出的首场。

据介绍，这 10 场演出包括声乐、
民乐、交响乐、京剧等多种形式，从3
月7日到6月20日之间陆续进行。北京
交响乐团、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
保利天歌交响乐团、天津歌舞剧院歌
剧团、北京京剧院等院团以及指挥家
郑健、钢琴家吴迎等音乐人加盟。演
出曲目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型交响
合唱、动人心弦的中国电影主题音
乐、代代传唱的童声歌曲以及铿锵激
越的现代京剧唱段等。

北京保利紫禁城剧院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徐坚说，系列演出的首场采
用男声合唱，是因为男声合唱是合唱
中比较独特的一种形式，有魅力、有力
量，而且北京玛斯特首席男声合唱团作
品丰富，声音融合度高，好听又好看。

“我们策划了很久，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有气势的开场。”她表示，这10场演出
都表达了艺术家们对党和祖国的深情，
相信也会引发观众的共鸣。

在影片 《金刚川》 中饰演步兵班长刘浩的演员李
九霄，是一名来自凉山的彝族小伙。他的彝族名字

“吉克曲且”的汉语意思是“金子在跳舞”。日前，《冬
奥公益大讲堂》 在“学习冬奥”微信小程序上线第二
集，李九霄担任了这集的冬奥课代表。在两届冬奥会
花样滑冰奖牌得主陈露的指导下，李九霄在冰上圆了自己的舞
者之梦。

《冬奥公益大讲堂》 由北京冬奥组委、电影频道等单位共
同推出。从2月3日第一集正式上线至今，已经推出了5集，许
多影视演员和文化人参与进来，体验运动项目，传播冬奥知
识，助力推广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喜欢追剧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甄嬛传》中的“冰嬉”之
舞。《冬奥公益大讲堂》第一集中，通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
的介绍，一幅清代画家的《冰嬉图》还原了清代宫廷的冰上表

演。她还与姚明等一起为大家介绍了中国冰雪运动历史、中国
冬奥记忆与北京冬奥纪事。

在电影《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等手执滑雪杖纵横雪岭
的身影，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三集中，青年演员白客
与刘循子墨在陡峭的雪坡下见证了如电影镜头般的“神兵天
降”。多位我国滑雪项目世界冠军一同为他俩讲解雪上运动知
识，打开了极限挑战的新视野。

冬奥会也是展示新科技的舞台、推广新理念的契机。第四
集中，青年演员李兰迪引领大家从电影《詹天佑》中中国人自主

建设的京张铁路入手，展现如今的京张高铁如何承载起
北京和张家口的绿色冬奥梦想。先进技术将使我们能
在高铁上实时观看冬奥赛事，使北京2022年冬奥会实现
奥运史上首次 100%清洁能源供电，也将使“水立方”变
身“冰立方”，今后普通市民也可以去冬奥场馆滑两圈。

在第五集中，演员黄觉一家四口领略了北京冬奥设计之
美。会徽采用了行书的“冬”字，体育图标的创作灵感来自篆
刻艺术，吉祥物之一“雪容融”则带有东北剪纸、窗花、棉袄
等元素。在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看
来，北京冬奥设计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
发展，尤其展示出新时代中国举办冬奥的时代精神。

节目主办方表示，《冬奥公益大讲堂》 还将推出更精彩的
内容与活动，邀请更多文艺界人士参与，吸引更广泛的群体踏
上冬奥学习之旅，助力冰雪运动“燃”起来。

▶驻场演出要坚持天天有
戏，建议政府补一点、剧场让
一点、观众买一点、演员少要
一点、企业赞助一点。能做到
这五点，驻场演出就可以持续
下去，不仅可以成为城市旅游
的品牌项目，也为戏曲培育城
市观众打下良好基础。还可以
邀请广受观众欢迎的网红剧
种、网红艺术家进行展演，吸
引广大市民和游客前来会友打
卡，并开通“抖音”“快手”
等直播渠道，持续“圈粉”

“黏粉”。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南豫剧
院院长李树建谈戏曲驻场演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我们的公共文化生活正在发生
重大变革，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都要控
制人数，因此“宅”家进行公
共文化休闲娱乐活动的人数大
幅度增长，公共文化生活正进
入线上时代。在大量增加新闻
类网络视听产品之外，应该侧
重于高质量文化类网上公共产
品的研发；依托 5G 网络和大
数据，增强公共文化内容推送
的互动性；提升在线公共文化
内容供给的品质，形成一套规
范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编剧
王丽萍谈线上公共文化服务

▶扶贫题材创作特别考验
作家的功力。如何表现好身边
的普通人，如何避免在大量同
类题材中写法上的重复和雷
同，如何在题材上有更深广的
拓展，如何在艺术手法和价值
层面有更大的提升，如何在艺
术性和思想性方面有杰出表
现，如何使自己的作品以其独
特气质在众多同类作品中脱颖
而出并具有长久的价值，并不
容易做到。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所长卓今谈扶贫题材
的文艺创作

▶评书所包含的思想观
念、道德规范、价值取向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
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 重 要 涵 养 ， 应 该 深 入 继
承、挖掘和传播评书中的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内 容 。 同
时，评书必须立足于弘扬民
族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高
度，始终为大众喜闻乐见，
才能永葆民族民间文学艺术
的魅力、感染力和生命力。

——中国曲艺家协会评书
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华书局编
辑梁彦谈评书艺术

（曹晓敏整理）

“张开臂膀拥民艺，天南地北访录聚。彤心采获非遗果，
美丽三少多赞誉……达斡尔族优秀音乐文化的挖掘和传承，离
不开达斡尔族同胞的齐心努力，更离不开像张天彤教授这样不
是达斡尔族却胜似达斡尔族的汉族朋友。她是我们达斡尔族的

‘心上人’”。观看完“来自草原和森林的文化记忆——北方少
数民族音乐舞蹈展演”，一位叫“孤思客”的达斡尔族文学爱
好者在他的微信朋友圈这样写道。这次展演汇聚了生活在我国
北方的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的
传统民歌、说唱、器乐和舞蹈。看到本民族的艺术在中国音乐
学院展演，“孤思客”欣喜不已。

与达斡尔族民歌结缘

张天彤是谁？“孤思客”为什么把张天彤视作达斡尔族的
“心上人”？《心上人》本是一首达斡尔族家喻户晓的情歌。

这话还得从16年前说起。
2005年8月，中国音乐学院教师张天彤应邀来到内蒙古自治

区鄂温克族自治旗，参加了一次围绕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族
民间文艺展开的研讨会。当地少数民族民间歌手的演唱，令张
天彤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这是她与当地民歌的第一次亲密接
触。会议结束后，张天彤和同事途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根河市，一直往大兴安岭方向延伸，进行考察。在鄂伦春自治
旗嘎仙洞鲜卑人生活过的地方，同行的著名音乐理论家赵宋光
对张天彤说：“目前北方人口较少民族的音乐理论研究是个空
白，应该给予更多关注。这或许能成为你学术的生长点。”

赵宋光的话点醒了张天彤。她说：“当我阅读了达斡尔族历
史，特别是读到200多年前，达斡尔族官兵携家属1000余人从东
北老家出发，戍边新疆伊犁的这段历史，我的内心受到了强烈震
撼，同时也深受感动。我看到了那种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以及
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由此想到，一个民族，无论人口多与少，
对中华文化的贡献都是独特的。我眼看着老人们一个一个地走
了，他们的离世就意味着带走了一座博物馆。我们音乐研究者
该做些什么？抢救性记录民族音乐时不我待啊！”

可是，事情远没她想的那么简单。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汉
族女子，深入到一个完全陌生又语言不通的环境去采集音乐，
绝非易事。最初的几次采访调研不太顺利，那种不被理解、不
被接纳的感觉，让张天彤几度萌生了放弃的想法。但她很快又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拿出小学生的姿态，怀着一颗真诚的心，
以交朋友的态度出现在达斡尔族农牧民面前。

图木热老人的“好姑娘”

2007年8月初的一天，在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
治旗尼尔基镇，张天彤正准备下乡调查，在出发前巧遇一位长
者。只见这位长者身材瘦小，估计有七八十岁，手里拎着一兜子
蔬菜，像是刚从早市回来。老人双目炯炯有神，看到人群里有陌
生的面孔，便热情地上前询问：“这是谁家姑娘啊？”铿锵有力的
声音让张天彤颇感意外。听了她的自我介绍，老人爽快地说：

“我就会唱啊，我会唱古老的达斡尔族乌春。”“乌春”是达斡尔族
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广泛流传于嫩江流域达斡尔族群众中，多
描述生产劳动、社会生活、反抗压迫、戍边征战以及劝诫教诲等
内容，叙事抒情兼具，吟唱风格多样。张天彤一听，可高兴坏了。

第二天，这位名叫图木热的老人捧着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
手抄乌春唱本如约而至。果然，他唱的是最为传统、最具代表
性的吟诵调乌春。录制结束后，老人家还无私地让张天彤把唱
本完整地复印下来，嘱咐她日后好好研究。随后几年，张天彤
和图木热老人频繁交往，老人亲切地称张天彤为“好姑娘”。

2016年8月，近90岁高龄的图木热老人拖着虚弱的病体协
助张天彤完成了两部《达斡尔族英雄史诗》的录制工作。2018
年5月，图木热安详离世，生前的录制成为老人的绝唱，为达
斡尔族乃至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小女孩鄂丽斯的“好妈妈”

“管她叫妈妈行吗？”
“妈妈！”
“让她把你带走，带到北京去，你去吗？”

“去！”
这是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拉力浅村时任村支书孟宝勇

（已故） 和本村一个小女孩的对话。2011年7月的一天，这个叫
鄂丽斯的4岁小女孩跟着她的爷爷鄂朱寿，一起来到了孟宝勇
家。张天彤到拉力浅村做调查，村支书推荐了本村农民、84岁
的鄂朱寿。采访中，老人为张天彤演唱了古老的无词扎恩达勒

（达斡尔语，意为“民歌”），期间，一旁的小女孩不时怯怯地瞄着
张天彤。采访结束后，张天彤和小女孩几乎同时拥抱了彼此。
张天彤紧紧把小女孩抱在怀里，于是有了前面那段对话。

据孟宝勇介绍，鄂丽斯的父亲体弱多病，早已丧失了劳动能
力，母亲出走了，留下小女孩跟着爷爷一起生活。当张天彤像变
魔术一样给孩子打开那装满各种好吃的的背包，孩子高兴极
了。爷爷拉着小女孩的手要回家了，小女孩还一步三回头地望
着张天彤，恋恋不舍的眼神令张天彤揪心牵挂，直勾勾地望着
爷孙俩的身影渐渐远去，直至消失在视线中……后来，张天彤
还曾设法把孩子接到北京，但各种原因导致没有成行。3 年
后，张天彤携丈夫和女儿专程前往拉力浅村，再次去看望鄂丽

斯。张天彤一家三口与鄂丽斯紧紧相拥的场面，令在场的人
感动不已。

与时间赛跑

长期的辛劳导致张天彤身患重疾，她先后经历了化疗、
手术、再化疗、放疗。2016年9月的一天，她的师妹从广西南
宁来北京看望术后的张天彤，推门进来的时候，她还在家给
研究生上课。张天彤指导的研究生，大多数是从少数民族地
区考来的，他们中不但有蒙古族学生，还有鄂温克族、达斡
尔族和朝鲜族学生。

刚刚做完手术，张天彤身上还缝着线，埋着管，挂着引
流袋。一位鄂温克族学生跟张天彤的师妹说：“老师生病以
来，从没耽误过学生一节课，哪怕是化疗后还在经受各种不
适……”师妹心疼得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张天彤却笑着
说：“我没事的。”病愈后，她说：“一场大病，对很多人来说
是场灾难，对我而言则是重生。”

治疗刚结束不到1个月，张天彤就又踏上了抢救录制民族
音乐的征程。她说：“我要与时间赛跑，抓紧抢救那些留存在
老人们脑海中宝贵的音乐历史记忆。”无论是烈日炎炎高温达
40摄氏度的新疆塔城，还是数九寒冬零下30摄氏度的黑龙江
齐齐哈尔，都留下了张天彤与学生们忙碌的身影。

“张教授，你一个汉族女子能对我们的民族艺术如此重
视，我们太感动了！”这是抢救录制过程中，张天彤最常听到
的话。就这样，她花了两年的时间，圆满完成了 《中国少数
民族濒危传统音乐抢救项目》，高品质录制了达斡尔族、鄂伦
春族、鄂温克族 80 余位歌手演唱的 620 余首民歌、16 段民间
舞蹈以及口述史访谈等共计300余小时视频资料。这些资料将
被永久保存在 《中国记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基础资源数
据库》这一国家级声音档案里。

保护好，更要传承好、传播好

常年的采风调研使张天彤意识到，仅仅停留在对资料的收
集、整理和研究阶段远远不够，作为非遗的民族民间歌舞艺
术，还要有活态的传承和传播——在传播中彰显传承，在传承
中扩大传播。张天彤对记者说：“优秀传统音乐能给人以强大的
精神力量和深深的心灵慰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指出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
承。我们一定要身体力行，把学问作用于传统音乐的保护与传
承，作用于传统音乐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2013年至 2019年期间，在张天彤的努力下，达斡尔族传
统歌舞在北京举行了多次展演，让更多人了解到我国北方人
口较少民族艺术的魅力，也成就了达斡尔族艺术传播史上的
多个“第一次”。

16 年里，张天彤用脚步丈量了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
新疆的达斡尔族4个方言区以及鄂温克族的3个部落和鄂伦春
族的 12条流域，并往返穿梭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辽
宁沈阳的锡伯族之间，采访了近千人次。这期间，行程多少
公里，做了多少次田野调查，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也正因
如此，她成了达斡尔族的知心人。张天彤深情地说：“每一次
田野调查、每一次访谈，对我而言都是一个追问生活、净化
灵魂、提升人生境界的过程。”

回头有一路的故事，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清晰的
远方。张天彤这位汉族姑娘的人生轨迹，因为回荡在草原的
歌声而改变，她也让更多少数民族民歌永远地留存了下来。

◎

人
物

助力冰雪运动“燃”起来
本报记者 苗 春

红色经典系列演出

献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文 依

2005年8月，张天彤 （左五） 与著名音乐理论家赵宋光 （左二）、国家级乌春非遗传承人那音太 （左三，已故）、著名达斡尔
族音乐家杨士清 （右一） 在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胡硕草原 本文照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2007年7月，张天彤 （右） 在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
治旗听国家级乌春非遗传承人图木热讲唱乌春

2014年8月，张天彤一家三口前往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
旗拉力浅村看望失母儿童鄂丽斯 （左二），她爷爷擅长唱民歌

2019年4月，由张天彤 （前排中） 策划主持的“来自草原
和森林的文化记忆——北方少数民族音乐舞蹈展演”在中国
音乐学院隆重举办，演出结束后与她的学生们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