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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村歌嘹亮”2024内蒙古村歌大擂台落下帷幕，大赛推
出了全区各地优秀歌曲，给文艺舞台注入了新的活力，在
提升和繁荣内蒙古基层文化、唱响内蒙古的同时，也引领
了基层文艺创作的方向，为以后“村歌嘹亮”歌曲创作及其
评选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村歌嘹亮”点亮乡村，点亮内蒙古，点亮生活。参
赛和入选的优秀作品紧紧围绕强基工程这一主旨，文艺助
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村歌嘹
亮”擂台赛聚焦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和乡村文化振兴重点任
务，通过深入挖掘展示流传在北疆大地上的村歌艺术资
源，进一步激发新时代乡村文化活力，推动乡村文化事业
繁荣发展，构建各族干部群众共有精神家园。

这次大赛涌现出的优秀作品既是内蒙古最美村歌，也
是内蒙古好声音，用歌声讲好内蒙古乡村故事。通过“村
歌嘹亮”唱出了新时代内蒙古乡村振兴的风貌。我国词作
家乔羽先生曾说，中国歌词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与中
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密切地相联系着。每个历史时期，它都
代表着人民的心声，唱出过时代的强音。这是中国歌词界
的骄傲，也是中国歌词艺术的最优良的传统。本场比赛最
终选出最美村歌10首：《美丽的哲里木我的故乡》《纳林陶
亥好地方》《美丽富饶的白音朝克图》《山药蛋儿》《一溜湾
情思》《蔚蓝察尔森》《我的家乡巴音乌兰》《美丽乡村》《固
阳有个文明村》《吉祥洒满大草原》；优秀村歌10首：《稻香
记忆》《来沙漠看海》《风起无定河》《一城一画》《霸王河 母
亲的河》《梦起飞的地方》《梨花开时等你来》《富饶幸福麻
斯塔拉》《稻花香里汉古尔河》《巴彦浩特的夜》。这些村歌
最大的一个亮点是赞美家乡，歌唱新生活，体现人们热爱
家乡、建设家乡，对美好理想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二、“村歌嘹亮”擂台赛突出村歌嘹亮鲜明特征。“村歌
嘹亮”项目为何能够点亮乡村，点亮内蒙古，点亮生活。村
歌意味着具有地域标识性的作用和意义，她不仅仅是在传
承和振兴乡村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借助于“村
歌嘹亮”展示一个地区独特旅游资源、物产资源，振兴乡村
经济，以一地风物凸显民族特色、本土特色，以音乐形象展
现生活画卷的同时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
这些歌曲中有纳林陶亥、白音朝克图、一溜湾、察尔森、巴
音乌兰、麻斯塔拉、无定河、霸王河、汉古尔河、乌海湖甘德
尔山、万胜村等具体地理定位，有纳林陶亥历史文化的厚
重，民族团结情深，也有乌兰察布一带山药蛋的味道，有大
兴安稻花飘香，有民主村的梨花香雪海，这些无一不带着
乡野泥土的芬芳，有村歌的属性。这些歌曲之所以嘹亮，
就在于思想情感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群众，歌词接地气，便
于演唱、便于记忆、便于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
是人民的文艺。”“村歌嘹亮”源于基层，深刻体现了文艺
的人民性。

三、“村歌嘹亮”擂台赛体现出较高的文学性与音乐性
的结合。歌曲是文学（歌词）与音乐相结合的艺术形式。
歌词是为听而写，为唱而写，不是为读而写。抒情是歌词
最基本的，也是最本质的审美特征。情感的表现力是一首
好歌最重要的因素。一首好的歌曲，不仅要有优美动听的
旋律，好的曲调，歌词还应该是一首朗朗上口的好诗。歌
词就是能唱的诗。因为人们在听一首歌或者唱一首歌时，
不仅只听（或唱）歌曲的曲调，同时还要听歌曲中所呈现的
主题、表达的思想情感。无论是借景抒情还是直抒胸臆，
都是让人们的情绪通过歌声而产生强烈的思想与情感的
共鸣。歌词必须与乐曲完美的契合，歌词是更加音乐化的
诗。而一首好歌最生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形象
则集中表现在这一作品的音乐主题上。“村歌嘹亮”大部分
作品的歌词都有诗意性，优美而抒情，语言朴实而又不失
含蓄，通俗易懂与诗意性兼而有之，旋律简单而又不失优
美婉转流畅。例如《我的家乡巴音乌兰》“祖先的套马杆伸
长的渴昐”；《稻香记忆》“每个稻花飘香季节总是想家，因
为牵挂着稻田里的爸妈”“每个稻花飘香季节总是想家，那
缕清香捧在手里，那是家的味道，熟悉的记忆”“小时候家
里最忙的人是老妈，老爸还在田里没有回家”；《霸王河 母
亲的河》“唱不尽母亲河的水 叫一声娘，感恩你纯净的乳
汁哺育我成长”；《梨花开时等你来》“每到三月梨花开，我
在村口等你来”。这样的情感表达方式自然朴实，有温度，
有真情，直抵人心，触动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歌词、旋律
与听众能够在一个频道上。

“村歌嘹亮”擂台赛在挖掘传承内蒙古经典歌曲丰厚
资源的基础之上融入了现代元素，艺术表现上不断创新，
与时俱进。最有代表性的是《稻香记忆》歌曲引入中国古
代经典诗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诵读，提升了作品的文化传承性，增加了作品的文
化意蕴和诗意性。《山药蛋儿》现代通俗歌曲流行的Rap说
唱与土里土气的土豆歌词组合在一起，这种后现代式的反
差混搭带来强烈的听觉冲击力，让村歌也充满律动，现代
感十足。《吉祥洒满草原》通俗唱法有摇滚风格，体现在情
感的爆发力和艺术张力。歌词情景交融，画面感很强，既
有听觉和视觉形象融为一体，也符合当下多媒体传播视频
音频同步结合的特点。有情感的穿透力和艺术感染力，便
于流行传播开来。

“村歌嘹亮”擂台赛继续提升创作水平，进一步扩大影
响力，向经典迈进，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借力：

一、扩大视野，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寻
找灵感，寻找艺术形象，反映生活的多元化。历
史的记忆、文化的符号，都可以更好地融入其
中。像《纳林陶亥好地方》提到了朱开沟文化、
战国秦长城等文化地理标识。

二、从传统民歌中汲取养分。民歌和经典

歌曲之所以能够流传广泛，世代传唱，其一是感情真挚，
能够打动人心；其二是语言的通俗性鲜活性，形象、生动、
幽默；三是地域性民族性，浓郁的乡土气息。内蒙古民歌
资源非常丰富，无论从情感表现还是音乐调式有许多可
借鉴的东西。

三、从中国古代经典诗词中汲取养分、从古今中外优
秀歌曲中汲取养分。同样是写梨花的作品，非常流行的
《梨花颂》“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就有中国古
典诗词的意境之美。

四、创作者要有扎实的文学基础和音乐理论基础。歌
曲创作是歌词（文学）和音乐的有机结合，有自己的创作规
律和审美取向。诗词作者和理论家毛翰说：“歌词应该是
真诚的、睿智的、诗化的诉说，借着音乐旋律和节奏的引
领，直抵人心，让听众获得情感的共鸣，思想的启迪和审美
的愉悦”。作为词作者要当好“半个”作曲家，对歌词歌曲
的曲式结构有个总体的安排，歌词和旋律必须达到相得益
彰。有些歌词比较空泛，抒情性诗意性欠缺，结构安排、旋
律与歌词之间的匹配不够和谐完美，影响了歌曲的整体性
效果。

“村歌嘹亮”创作者要了解不同地区文化历史、风俗习
惯、情感需求、欣赏口味。中国的十几亿人口里面，生活在
城镇、乡村的，大约占总人口的 60%—70%，城镇、乡村的
音乐听众人数非常可观。这批听众的特点是什么？他们
生活在中小城镇，或者乡村，听众的乡土情结比较浓厚，对
当地乡土文化比较依恋，那是他们的生活根脉之所在，乡
情、乡音、乡愁是人们普遍认同的情感表达，可以唤起历史
的记忆，凝聚人心，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建设家乡的责任感
与使命感。

内蒙古幅员辽阔，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浸透，传统艺
术表现形式风格多样、特色鲜明，各个时期诞生了许多优
秀的本土经典歌曲，如《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美丽草
原我的家》《敖包相会》《呼伦贝尔大草原》《天边》《彩虹》、
山曲《夸河套》等，他们有的是专业作家创作，有的则是源
于民间小调，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为人民大众所喜爱，
是他们熟悉的生活，是能够触动心灵的旋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
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
动力所在。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

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
永远为人民绽放。

希望内蒙古的“村歌嘹亮”大赛继续深耕细
作，用美好的音乐助推乡村振兴事业，不断书写
北疆文化好景观，让“村歌嘹亮”呈现更多的亮
点，越唱越嘹亮。

“ 村 歌 嘹 亮 ”亮 点 何 在 ？
◎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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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青春飞扬——2024中国
青年版画家提名展”走进通辽，走进
科尔沁草原，让人们在盛夏感受了一
场不一样的版画盛宴。

此次全国版画展，自首站在江苏启
动，已走过7年的风雨历程，如今已成为
版画艺术一张靓丽的名片，推出了一批
引领风尚的版画名家和优秀作品。

此次展览具有前瞻性，以“青春
飞扬”为名，追寻时代版画的前沿。
纵观展览作品，紧扣时代主题，引领
版画创作风尚，彰显了当代版画作
品的青春与活力。崔尚华的水印木
刻《苍穹之美》，雄浑辽阔，将温情融
于苍茫，将生命体验融于广袤的草
原和苍穹，让观者感受到不一样的
视觉体验。陶亚清的版画作品，画
面淡雅，如朦胧薄雾，如梦如幻。孙
莹的作品《寻源不倦之迷途有路》，
展现的是青春梦想的探寻，是自我
精神的翅膀，永远向上飞扬。朱德
天木刻作品《烟·尘系列之走向有光
的地方》，给人一种跨越空间之感，
引发人们对生命价值的思考。整体
画面气韵生动、张弛有度，充满了
光感与张力。

此次展览参展作品有着极强的
艺术感染力。艺术之张力，在于作品
的高度，在于其思想性与学术性、艺
术性的统一，正是这种艺术的伟力，
让观者感受到了艺术之大美。为实
现版画语境的创新，当下年轻一代的
版画创作者，正以一种全新的理念，
探寻作品的价值实现。他们体味百
味人生，体味寻常而又不一样的生
活，亦景、亦物、亦人、亦情，正是生活

中的种种历经与感悟，产生了创作灵动
之美。纵观整个展览，似乎每幅作品，
都有一种萌新之意，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和自然而然的美，美在其中，美在其
理。感性与理性，都回归到人生的原
点，释放出一种精神的超然。那是一种
更序，也是一种传承与创新。

此次展览充满灵动性，充满交流
与碰撞。当代版画家所展现出的生命
物语，已不再只是青春期绿色的朦胧，
每幅作品的个性与张扬无处不在，可
谓气象万千。多元化的个性语言，使
每一幅作品的精神世界都是丰富的、
多姿多彩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
人感觉到艺术书写的壮美。每幅作品都
是一种探索，都以不同的艺术语境记录
着生活。而最为重要的是作品的灵魂所
在，带给人们更多思考：艺术之价值，则
生命之价值。当代艺术家，就应该肩担
责任，立足时代，扎根人民，用作品记
录生活，讴歌真善美，这样才无愧于这
个时代。

此次展览走进科尔沁，实现跨地域
交流，应该说是一次多元一体的艺术碰
撞，是一次直击心灵的艺术对话。在此
次展览学术座谈会上，版画艺术创作
者交流和探讨了当下版画创作发展与
走向，特别探讨了哲里木版画如何实现
更好的走向、如何实现突围与突破、创
新与发展。版画创作者们一致认为，在
当今版画语境下，哲里木版画既要保持
传统，又要融入时代，把当代的绘画元
素融入其中，以崭新的面貌全新呈现，
让哲里木版画更具时代魅力。

（本文图片均为“青春飞扬——2024
中国青年版画家提名展”参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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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中共兴安盟委宣传部主办的“村歌
嘹亮”2024内蒙古村歌大擂台，是我们借
助歌声，了解当下内蒙古大地上村庄、村
民、村情难能可贵的审美视角。

当第一首由呼伦贝尔市文联选送的
参赛歌曲《稻花香里汉古尔河》唱响时，随
着三拍子节奏，女高音用柔情酿就了悠
扬，用美妙让轻盈飘起，“圆舞曲”律动天
然的浪漫，搭建起实景与愿景的桥梁，“祖
祖辈辈辛勤劳作，诺敏河一路欢歌，农家
院里喜乐祥和，我们唱一支幸福的歌”，这
样的词汇，化作人们翩翩起舞的动力……

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与家乡的河、
湾、湖（海）相关的题材接踵而至：《风起无
定河》《霸王河 母亲的河》《一溜湾情思》
《来沙漠看海》……当我们沉浸在碧波荡
漾的通感联想时，有回眸之意、期盼之情，
有缕缕乡愁、丝丝牵挂，情绪时而沉重，时
而激奋，时而欢愉。

乌兰布和沙漠，是我国八大沙漠之
一。半个世纪前，在黄河西岸，那里没有
一棵树、没有一间房、没有一口井、没有一
条路、没有一个人。今天，乌海湖竟然拥
有 7个千岛湖的面积，变化之大，令人惊
叹。难怪乌海选手在《来沙漠看海》中，热
情而豪迈地唱出“那是乌海湖的船，好悠
然；乌兰布和沙漠，画出黄河最美的一道
弯……”四拍子的节奏舒展着人们的心
胸，稳健的男女声对唱，令人阵阵感慨。

如果说，“饮一壶霸王河的水，喊一声
娘，感恩你宽厚的胸襟，把我抚养”的真诚
感，是诗人祯子沉淀了多年有感于家乡由
贫而富的真情流露，值此，听众一定会联想
到“文旅广告词”中“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
兰察布”的气魄与自豪。昔日，无论商都
县、化德县，还是兴和县、凉城县，没有亲身
体味过那里极为贫困的生活，就不可能写
出今天“乌兰察布的辉煌”这样的歌词。《霸
王河 母亲的河》旋律曲调犹如天籁，创作
手法炉火纯青，旋律的最高音设置在“霸王
河”，且辅以上波音装饰音，为歌词插上了
腾飞的翅膀，令听众感慨震撼。

“山药丝丝山药片儿，山药窝窝山药
蛋儿；山药鱼鱼尖儿对尖儿……”随着乌
兰察布选送的另一首歌《山药蛋儿》唱响
时，几位男歌手大胆运用Rap说唱，反复
强调了家乡优质的马铃薯有多少种烹饪
方法，又有多么刺激味蕾时，直白的歌词
淳朴而动人，欢快的节奏跃动而务实，使
听众由听觉到视觉、由视觉到嗅觉、由嗅觉到味觉的一系列“通
觉”瞬间被激活、被打通，进而迫不及待地想看一看、尝一尝这神
奇的“山药蛋儿”究竟有多么美味。尽管从最终的评分结果看，这
首作品没有得到很高的分数，却是已经走进人的心里，令人难忘。

毕生致力于为农民服务的著名喜剧表演艺术家武利平在观
看了“村歌嘹亮”擂台大赛后说：“适合于农牧民演唱的歌，要唱感
情，有乡愁，有农村牧区中人们宁静的心态，而不是单纯唱情绪。
从演唱技术上看，《山药蛋儿》不见得是最好的，但是掌声证明老
百姓非常喜欢。”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歌曲，作为重要的艺术门类，“寓教于
乐”是天职。让接收者在感受、感动的同时，能够感悟出一些什
么，是最重要的。反之，没有率直、质朴的真情，即使歌唱得再响，
歌词雕琢得再精致，也不会引发听众的关切。可见，一曲《山药蛋
儿》，把基于劳动收获带来的快乐，基于生活而带来的体验，实实
在在地唱了出来，其过程不仅被歌手们呈现得细腻具象、灵动无
比，而且还引发人们往实处想、往深处想——要有怎样的“岁月静
好”，广大的农民兄弟才会有如此的心情和趣味啊！

想象，是对记忆表象的重构，艺术想象亦如此，却必须合情合
理。兴安盟文联选送的《稻香记忆》就是如此。这是一首创作于
2019年的“老歌”，却因其在呈现方式上不断创新而令人感动。
童声稚嫩的音色将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作为开场的咏诵，可谓
别出心裁。情景剧的展现，让人们听到了吃饭时谁也不能先坐
下，因为要等待“稻田里辛勤劳动的老爸”，同时还看到了家和万
事兴的朝鲜族家庭，是如何尊老爱幼、相亲相爱、和睦无间的。

“村歌嘹亮”这场大擂台，参赛者有汉族、达斡尔族、朝鲜族、
蒙古族、满族等各族兄弟姐妹，也有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各个
年龄段的村民。由赤峰市文联推选的入选“优秀村歌”的作品《富
饶幸福麻斯塔拉》，女声独唱是用双语演绎的，“兄弟姐妹，情深意
长；亲如一家，共筑梦想……心中记忆是美的故乡”，辅以小调式
的旋律，平和、平静、平稳，却又非常生动。此刻，出现在歌者身后
的一位女性伴舞者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她随着歌曲节奏的变化，
舞姿悠然，从容沉静，无论耸动的双肩、摆动的双臂，还是摇动的
身姿，均由衷而发，她用舞蹈语言展现了内蒙古各族人民践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亲如一家的生动实践，展现了
内蒙古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创造明天，大步向前，迎着朝阳”的精
神风貌。

创新，是突破常规，借力打力；创新，是多元融合，顺势开拓。
呼和浩特市文联选送的作品《一溜湾情思》，出人预料地由女演员
的唢呐独奏开场，以这样的方式将“高手在乡间”的事实展现出
来，给了观众新鲜感，更给农民兄弟姐妹强烈的自豪感。非常有
趣的还有“版画伴唱”的创意，由通辽市文联选送的作品《美丽乡
村》，不仅把“农村强不强，看满面的红光……农村美不美，看青山
和绿水”这般朴素的语言咏唱出来，而且还独辟蹊径地请来一位
助演者，手持一幅幅装裱好的版画作品在舞台上展示，以视觉的
真实性印证在科尔沁大地上的“乡村”之美不是虚言，而是有见
证、有经历、有记载的实情。

“强基过程”要“强”的是什么？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
统。而大面积保存的传统文化区域，无疑是在乡村。因而，内蒙
古文联、中共兴安盟委宣传部以突破性创新
的实绩，推出“村歌嘹亮”大擂台，是对广大
百姓追求美好精神生活的尊重，是增强基层
农牧民骨气、勇气、志气的文化助力，对于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文化赋能乡村
振兴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