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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小美读
书》是内蒙古
广 播 电 视 台
评 书 曲 艺 广
播 推 出 的 一
档 读 书 类 栏
目，该栏目通
过 电 波 与 广
大 听 众 共 享
读书时光，感
受书香氛围，
欣 赏 文 学 的
魅力。

《小美读
书》直播间的
设 置 极 为 简
单，正是这份
简 单 还 原 了
书 卷 的 思 维
空 间 。 优 质
读 书 内 容 的
表 达 需 要 建
立 在 一 定 的
细节之上，它
是 激 发 大 众
阅 读 共 振 的
潜 力 所 在 。
主 持 人 和 嘉
宾 不 是 向 听
众 讲 述 或 者
推荐一本书，
而 是 寻 找 一
个 书 本 中 的
事 件 或 人 物
的着力点，营
造 一 个 与 嘉
宾（作者）、观
众共同对话、
沟 通 的 现 实
语境，来体现
家国情怀、励
志 向 上 等 主
题 。 现 实 语
境 也 并 未 囿
于 简 单 的 人
物、事件的叙
述，而是融入
了 对 当 前 一
些 现 实 问 题
的 思 考 。 通
过主持人、嘉宾（作者）、观众的个性化
观点和思考的真实呈现，使大家对读书
的态度和方式有更深的认知。《小美读
书》以厚重的文化积淀、正向的价值导
向，号召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
让读书成为一种文化、一种影响，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全民
阅读的浓厚良好氛围，从而进行知识的
传承和精神的赓续。

《小美读书》以提高公民的思想道
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
求为目标，把“以崇高的精神塑造人、以
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作为自己的使命担
当，用心吐字、用情发声，弘扬真、善、
美，让听众获得审美体验与愉悦感受，
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交融的境
界。通过光荣的使命、专业的精神、创
新的意识，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
激励人的作用，宣传读书陶冶情操、读
书改变命运、读书成就人生等感人故
事，让全民阅读理念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地深入人心。

语言文字工作是人类社会最重要
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文化的基础
要素和鲜明标志，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
要支撑，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
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社会性和全民性
特点，事关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
展，事关历史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
展，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小美读
书》严格执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规范使用的具体规定，紧紧
围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普通话
推广普及”等重点工作，加大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传承弘扬以语言文
字为载体的中华优秀文化，提升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和普及质量，在节
目中充分展示中华语言文字之美，引导
广大受众积极学习使用和推广普及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切实增强文化自信、
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此外，《小美读书》在节目中还注重
使用新闻热点、政策热词等在内的彰显
时代气息的内容，直接反映新时代的现
实面貌，多角度、多方式反映社会关切。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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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青的绘画创作就题材论，主要有三个方
面：一是草原生活题材，二是革命历史题材，三是
历史文化题材。

草原生活的歌者

王延青1945年出生于延安一个革命干部家
庭，其祖籍是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1946年
父亲被派往内蒙古工作，他们举家来到内蒙古。
1964年王延青考入内蒙古农牧学院畜牧系草原
专业学习。此时，从小对绘画艺术的兴趣，让他
业余时间开始跟随著名画家高帝、妥木斯、金高
老师学习绘画。20世纪 70年代中期，调入呼和
浩特市群众艺术馆，成为一名专业美术工作者。

王延青在艺术上的转折点是1982年考入中
央美术学院首届油画研修班。在靳尚谊、闻立鹏
等著名画家的亲授下，经过两年的学院式训练，
他的专业水平得到很大提升，创作能力跃上新台
阶。1985年调入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工作。

王延青热爱内蒙古，他用真诚、纯朴、充满温
馨情愫的画面来讴歌内蒙古，讴歌草原上的人们，
讴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的此类创作大体上
分为两个阶段：先期作品遵循写实主义原则，选择
的题材大多是草原上常见的景象，他通过纯熟的
油画技艺，赋予草原上普通的生活内容一种审美
的意趣。作品《汲水》（1978年）、《八月的布里亚
特》（1991年）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画面人物塑
造朴实生动且富有力度，刻画写实但不拘泥，对情
境的处理和整体把握和谐得体。《猎人与狗》
（1993年）、《剪羊毛》（1993年）、《小憩》（1995年）
在典型的生活场景中描绘典型人物，充满生活气
息。《阳光下》（1994年）描绘了盛夏草原上一个席
地而坐的女性牧人，人物健康、美丽，情绪刻画含
蓄内敛，画面明朗、阳光、富有时代气息。后期他
放弃了纯粹的写实风格，探索一条中西结合、富有
中国特色和现代意味的油画之路。其作品题材虽
然没有大的变化，但画家从表现真实生活场景和
细节，转向表现更本质、更具永恒性的主题。他在
近乎平面化、装饰化的形式语言中，追求一种仪式
感和崇高感。他常常在高雅的灰色调中充分利用
造型、色彩、明暗、细节、线条及肌理等绘画元素，
营造出独特的画面效果。作品人物造型考究，形

象刻画有力，充分表现了内蒙古草原上人们的形
象特征和精神气质，如《盛装妇女》（2008年）、《搏
克王》（2008年）、《巴特们》（2009年）等。

王延青的这类作品是他朴素的乡土情感的
自然流露，也因此使人感到亲切与亲近，如同生
活本身那样纯朴、自然。他善于在平凡的草原生
活中发现绘画之美，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中，
获得理想的情致和独特的境界。他善于画平凡
的生活、平凡的牧人，能从普通的景致和普通的
情趣中发掘出生活的底蕴和淳美，把看似平淡的
题材内容表现得浓郁动人。

红色历史的记忆

王延青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母亲是一位老
红军，马背摇篮和战火中转移是他儿时的经历，画
革命历史题材是他的由衷之举。他的第一幅革命
历史画《茫茫雪原》（1984年）是其中央美术学院
油画研修班的结业创作。作品通过一个典型并充
满人性光辉的情节设置，表现了解放
战争时期，在茫茫雪原上一位革命者
出征前与妻儿告别的情景。画面在
冷灰的色调中营造出冬季草原的浓
郁氛围，把观者带入艰苦卓绝的革命
战争年代，艺术
地表现了老一辈
革命者革命理想
高于天的崇高精
神。作品主题突
出，构图别致，人
物 动 态 结 实 有
力，生动感人，是
一件革命历史题
材美术创作的优
秀 之 作 。 作 品
《黎明前》（2011
年）描绘的是两
个解放军女战士
在艰苦的战争环
境中呵护婴儿的
画面。“黎明前”
语涉双关，既是

作品表现的特定时间，也暗指新中国即将诞生的
黎明之前。画面在严酷的环境中表现人性的温
暖，用纯朴厚重的油画语言表达主题意蕴。《李大
钊在蒙藏学校》（2013年）是画家为“内蒙古重大
历史文化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完成的作品，画面表
现1923年李大钊、邓中夏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
人，在北京向进步青年传播马列主义、指引他们投
身革命的故事。通红的炉火既照亮了人物，又营
造了氛围，还具有深层的隐喻作用，是画家构思的
点睛之笔。《前赴后继》（2001年）、《战士》（2001
年）则运用表现性的绘画语言讴歌了革命军队前
赴后继、一往无前；革命战士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的精神。《乌兰夫和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到王爷
庙》（2017年）、《毛主席视察宁波》（2018年）、《王
若飞在狱中》（2021年）则在特定历史事件中艺术
地再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形象。

王延青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数量虽然
不是很多，但质量却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画此
类题材，总是发自内心，感情真挚，很好地处理了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革命现实与诗意
表达、主题呈现与艺术本体的关系，为内
蒙古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增添了
厚重的色彩。

历史文化的追寻

王 延 青 的
历 史 文 化 题 材
创作始于 1986
年。是年，内蒙
古 人 民 出 版 社
筹 划 出 版 连 环
画《成吉思汗》，
约请他与 10 名
内 蒙 古 优 秀 中
青年画家参与，
最终完成一套 8
册 的 长 篇 连 环
画。作品在“第
四 届 全 国 连 环
画创作评奖”中
荣 获 绘 画 三 等

奖。他内心的激情被点燃，决心用油画组画的
形式来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之后十几年，他
构想着这组史诗画卷，并为之做了大量资料和
素材准备。2004年，王延青主创、20余位画家
参与绘制的油画巨作《蒙古历史长卷》（长 206
米，高 2.5米）诞生。长卷以史料为依据，艺术地
再现了从成吉思汗诞生到元朝建立 206年的重
大历史史实。作品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气势恢
宏，生动感人，具有粗犷的草原气质和浓郁的民
族风格。这个长卷的完成，体现了画家驾驭大
题材、大制作的能力和水平。

画家的此类题材作品还有《三娘子传奇组
画》（1987年）、《上都盛典》壁画（2009年），安装
在呼和浩特市如意广场文化墙的两组长 140
米、高 3米的汉白玉浮雕壁画，以及《世界遗产
元上都史画》（2022 年，与张玉合作）等。《三娘
子传奇组画》通过对历史故事和人物的再现，表
现了呼和浩特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形式风
格上，画家借鉴传统壁画的表现语言，使作品达
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世界遗产元上都史
画》采用中国画工笔淡彩的方式，以 180页的篇
幅，艺术地再现了世界遗产元上都百余年的辉
煌历史。

王延青是内蒙古油画创作群体的领军人物
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众多优秀作品，不
但在美术界赢得广泛赞誉，也获得了诸多荣
誉。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各类美展并在欧美及日
本、俄罗斯、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展
出，部分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内蒙古美术馆等专
业机构收藏。2019 年，由内蒙古文联主办的

“半个世纪的回眸——王延青作品展”在内蒙古
美术馆举行。出版有《王延青油画作品集》《王
延青画集》《中国油画二十家——王延青》等。
王延青 2005年退休以后，他应邀出任内蒙古草
原油画院院长。在近 20年的时间里，他带领内
蒙古草原油画创作群体，策划组织了众多的绘
画展览和艺术活动，创作了大批优秀的油画作
品。如今，已近耄耋之年的王延青，创作活力不
减。2022 年，他的新作《鄂尔多斯新娘·之二》
在巴黎卢浮宫卡鲁赛尔展厅“温度·当代艺术
展”展出，为内蒙古赢得了荣誉。

（本文图片均为王延青画作）

草原生活、红色历史与文化追寻
——王延青绘画创作评析

◎王鹏瑞

《黎明前》 2011年 《阳光下》 1994年

《茫茫雪原》 1984年

《八月的布里亚特》 1991年《三娘子传奇组画之二》 1987年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音乐作为文
化的重要载体，始终承载着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时
代特色。在内蒙古，黄河与长城有过五次亲密拥
抱。每一次亲密拥抱，都极致诠释着和合之美、
交融之光、团结之魂的“中国式浪漫”，更积淀成
北疆文化爱国、忠诚、团结、担当的核心理念。今
年2月以来，一场“混搭”了二胡、马头琴、唢呐等
民族乐器的大型民族交响音乐会《黄河长城在这
里握手》，在内蒙古艺术剧院倾情上演。

《黄河长城在这里握手》民族交响音乐会，以
“黄河、长城”为核心元素，选取了民族管弦乐曲
《黄河从长城脚下流过》《我的祖国》《中华风》、漫
瀚调《黄河情歌》、唢呐独奏《长城黄河我的家》、交
响合唱《长城烽火》、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马头
琴协奏曲《家园》、钢琴协奏曲《黄河》等作品，以民
族交响乐为主，融合合唱、对唱、独奏、协奏等多种
表演形式，展示了北疆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魅
力，奏响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华彩乐章。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九曲黄河，奔腾
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精
神品格；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
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华民
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正是
在黄河与长城汇聚的这一历史时空中，北疆各族
儿女在这里繁衍生息，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
融，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组
成部分。

音乐会《黄河长城在这里握手》，把“黄河”
“长城”作为标志性的意象，一动一静中彰显了中
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国精神的磅礴伟力，也是
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在北疆的一幅缩影。

音乐会开篇，民族管弦乐曲《黄河从长城脚
下流过》，为观众描绘出黄河与长城在北疆相遇
的壮丽景象。随后，一首脍炙人口的《黄河情
歌》，以欢快的旋律瞬间将观众带入喜庆的氛围
中。接着，交响合唱《长城烽火》、唢呐独奏《长城
黄河我的家》等节目逐次登场，扬琴清脆，马头琴
雄浑，琵琶轻弹，大提琴低吟，各种乐器交相呼

应，每个作品精彩纷呈。最后，民族管弦乐曲《中
华风》为整场音乐会划上了圆满的句号。短短两
个小时，艺术家们以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艺术底
蕴为观众奉上了一场震撼心灵的音乐盛宴。

钢琴协奏曲《黄河》是在冼星海创作的《黄河
大合唱》基础上创作改编而成。指挥棒落下，振
奋人心的音乐如激流一般向听众奔来，在琴声
中，黄河时而轻吟抒怀，时而怒吼咆哮，时而激越
昂扬。演奏过程中，马头琴等弦乐作为铺底，生
动地描绘了民众激动不已的内心情感；钢琴以一
串强有力的和弦为主旋律，音乐逐渐走向高潮，
生动展现了全国人民听到号召后紧急行动起来
的场景。紧接着，弦乐队引出了钢琴主奏的《保
卫黄河》主题旋律，铿锵有力的乐句如同号子一
般，生动表现了抗日军民斗志昂扬奔赴战场的英
勇气概。

《长城随想曲》是中国著名作曲家刘文金在上
个世纪完成的一部大型民族器乐协奏曲。饱含沧
桑、浮想联翩的“关山行”，铁骑驰骋、奋勇杀敌的

“烽火操”，怀念战士、如泣如诉的“忠魂祭”，高瞻
远瞩、展望未来的“遥望篇”，把民间歌曲、民间器
乐、戏曲、曲艺等音调素材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唤
起了人们真挚的爱国热情和不屈的民族精神。

民族管弦乐曲演绎的《我的祖国》充满力量
和感情的表达。演奏贴近歌曲原创时的文化背
景，饱含对祖国的深情厚谊和对家乡的眷恋之
情。这样的演绎不仅仅是对原作的再创作，更是
一种文化交融和音乐语言的探索，让听众在音乐
的魅力中体验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展现了民族
音乐的丰富多样性和艺术表现力。

青年演奏家苏尔格所演绎的马头琴协奏曲
《家园》，在快板部分，对传统马头琴泛音演奏法
进行了创新性的运用，通过提升泛音技巧，显著
增强了音乐的层次感和丰富性；在慢板部分，则
以悠远抒情的旋律展现了对家园的向往与守
护。作品以深厚的传统蒙古族音乐为底蕴，精心
融入了现代音乐元素，借助音乐的力量，彰显出
对家园的深沉情感以及对美好未来的
热切向往。

奏响多维度大同和音

北疆文化内涵丰富、类型多样，其

中最为典型、最具鲜明特色的主要有红色文化
和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
等。这些文化在漫长的发展演变历程中相互包
容、相互滋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逐渐汇聚融
合为北疆文化这个有机体，并持续不断地丰富
发展。作为一部具有时代特色的音乐作品，《黄
河长城在这里握手》以时代精神为主线，奏响了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同和音，深情演绎了北疆
各族儿女在历史长河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
造美好未来的心声。

一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漫瀚调
是黄河两岸、长城两边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紧密
结合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黄河情歌》浓郁的地
域特色、朗朗上口的歌词、热烈欢腾的节奏，描绘
了男女之间浓烈的真情，唱出了各族人民交往交
流交融的深情厚谊，奏响了北疆儿女守望相助、
团结奋进的新乐章。

《长城黄河我的家》《家园》《中华风》等作品，
用音乐的形式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涵，
推动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
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

二是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的交融。在这场
音乐盛宴中，艺术家们将民族传统音乐中的旋律、
节奏及演奏技巧，巧妙地融入现代管弦乐作品创
作中。音乐会上演的每一部作品既有传统音乐的
韵味，又不失现代音乐的张力，使得传统音乐在现
代舞台上焕发出新的活力。整场音乐会时而激情
澎湃的曲调，时而婉转悠长的合奏，充满了浓厚的
艺术氛围，给现场观众带来了极致的艺术享受。
这种创新不仅是对传统音乐的一种致敬，也是对
现代审美需求的一种回应。

三是多重音乐元素的深度融合。音乐会的
一大亮点是多种音乐元素的大融合。通过二胡、
唢呐、笙、马头琴等乐器的演奏，交织描绘出辉煌
壮观的九曲黄河和蜿蜒宏伟的万里长城，展现出
这片土地上豪迈、热情、奔放的风土人情，让观众
感受到身为祖国北疆儿女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马头琴协奏曲《家园》，演奏家运用急促
有力的拉弦技巧，精准模拟出马匹嘶鸣
的尖锐与响亮之声，并借助滑音的巧妙
运用，生动展现了马嘶鸣的波动与动态
变化，听众仿佛能身临其境，看到了骏
马在辽阔草原上昂首嘶鸣的壮丽场景，

感受到了“蒙古马精神”的奔腾之美、力量之美、
和谐之美。此外，笛子作为协奏曲装饰性的点缀
音乐，在与马头琴等乐器合奏时，它们的音色能
够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共同营造出一种悠扬、深
远的音乐氛围。这一融合不仅体现了不同民族
乐器的和谐共生，也展现了北疆文化的独特魅
力，对于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具有积极推
动作用。

四是全方位表演要素的融合。音乐会不仅
是视听的盛宴，更是心灵的洗礼。表演者不仅需
要具备演奏乐器的技能，也需要表情、肢体动作、
与他人配合，以及与观众互动的全方位表演能
力。

音乐会《黄河长城在这里握手》中，美妙的音
乐和肢体语言有机融合也是一大看点。肢体语
言是表达音乐情感和展现节奏变化的重要手
段。演奏员们的运用手势、面部表情和身体动
作，生动地诠释乐曲中的旋律起伏和情感变化，
这些肢体语言不仅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也使观
众更加沉浸于演出的氛围之中，与演奏者的情感
表达形成共鸣。演出中，舞台中央的扬琴演奏者
查娜，以其精湛的技艺和深情的演绎，给观众留
下了深刻印象。她在演奏过程中，时而沉醉其
中，时而纵情挥洒，令观众置身于音乐的海洋，感
受音乐的魅力。

近年来，内蒙古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
指引，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聚焦北疆文化品牌建设，创作
生产出许多思想深邃、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艺术
佳作。音乐会《黄河长城在这里握手》，就是这些艺
术佳作中最具典型性的代表之一。它依托内蒙古
地域文化特色，挖掘内蒙古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满
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还为打造北疆文
化品牌做出了有效探索和品牌示范。

民族交响音乐会《黄河长城在这里握手》，不
仅是内蒙古艺术剧院对北疆文化的一次精彩演
绎，更是对民族音乐传承与创新的一次积极探
索。艺术家们以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情感，准确
地把握每一个音符的韵味，在演奏中融入了自己
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和感悟，为观众搭建起了一座
心灵相通的桥梁，传递出民族团结、奋进、创新的
时代精神。

和合之美和合之美 交融之光交融之光 团结之魂团结之魂
——评民族交响音乐会《黄河长城在这里握手》

◎刘梦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