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青

到一个地方，要想最迅捷地了解它的历史、
地理、人文、经济、民俗等，那就参观当地的博物
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三天时间里，先后到 7
所中小学给孩子们做了 7场科普讲座，最后空余
半天时间，自然要去参观离所住宾馆只有一箭之
地的鄂尔多斯博物馆。

鄂尔多斯博物馆地处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
文化西路南 5 号，这里是城市中心位置，市政大
楼、市图书馆、市文化艺术中心等市标建筑都环
绕在周围。博物馆主体建筑像一块巨大的棕红
色磐石，象征着鄂尔多斯地区特有的红色砒砂岩
和鄂尔多斯人坚毅的精神。该建筑由现任职于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设计艺术研究中心的美籍华
裔建筑师马岩松教授设计，他设计的梦露大厦、
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胡同泡泡等作品在中外
建筑界同行中好评如潮。

绵延万里、奔流不息的中华民族母亲河——
黄河，从西、北、东三面流经鄂尔多斯高原，形成
一个黄河环抱的“几字弯”，“几字弯”的南部是绵
延万里的长城。鄂尔多斯就坐落在这三面环黄
河、一面临长城的“几”字形弯里。由于时间关
系，我只参观了博物馆的常设展览“黄河从这里
的草原流过”，期望从历史演进和文化内涵的视
角，透过发掘、保存的文化遗产精华，一窥鄂尔多
斯古代先民的伟大创造与地域文明的璀璨。

1922年至1923年，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
华和德日进发现并发掘了位于现鄂尔多斯市西
南部乌审旗的萨拉乌苏遗址，出土了约 200件石
器，发现了一枚幼童上外侧门齿化石，并将其命
名为“鄂尔多斯人牙”。这颗人齿化石连同之后
在这里陆续发现的其他人骨化石，就是我们今天
所知的“河套人”。

在未发现“河套人”之前，中国究竟有无旧石
器时代遗存，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河套人”的
发现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空白，掀开了中
国古人类研究的帷幕。陈列柜里展出了“河套
人”，头盖骨化石的复制品，研究发现，“河套人”
生活在距今大约5万至3.7万年前，在人种上属于
黄种人，其体质特征属于人类进化史上的晚期智
人阶段。

第一展厅展出的“披毛犀骨架化石”“喇叭口
尖底瓶”“桌子山岩画”“朱开沟遗址出土‘青铜短

剑’”“鹰顶金冠饰”“虎猪咬斗纹金牌饰”“‘上郡
守寿’铜戈”等珍贵文物，都是鄂尔多斯地域同时
代先进文明的重要体现。

第二展厅“中原王朝的经略”展出了“秦汉—
隋唐时期”的 900多件（套）文物，其中 1976年出
土于杭锦旗锡尼镇阿门其日格的汉代中阳铜漏
格外引人瞩目。这是一件青铜铸件，是古代用作
计时的工具。我国在西汉时期就已发明计时器，
并建立了报时制度，这件文物于西汉成帝河平二
年四月（公元前 27年）在古千章县铸造。西汉时
期，千章县属西河郡，在今鄂尔多斯市辖区。

中阳铜漏的壶身为圆筒形，通高 47.9厘米，
直径18.7厘米，容量6384立方厘米。壶身近底处
向下方斜伸出一泄水管，蹄形三足支撑壶身。壶
盖上方有双层横梁，壶盖与两层横梁的中央有
上、下对应的3个长方孔，用以安插沉箭。壶内底
上铸有阳文“千章”二字，壶身外部泄水管上方，
竖行阴刻有“千章铜漏一，重卅二斤，河平二年四
月造”等文字，第二层横梁上刻有“中阳铜漏”4
字。中阳铜漏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容量最大、
保存最完整、结构最为成熟、且刻有明确制造年
代的泄水型沉箭式漏壶，可谓稀世罕见。

从宋、元到明、清，鄂尔多斯地区虽然分属不
同时代、不同政权的管辖范围，但各民族共生共

存却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旋律。第三展厅
“多民族大家庭的巩固”展出的 1300多件（套）文
物，分别来自宋代、西夏、元代、明代、清代，彰显
了“宋元——明清时期”这里各民族之间的文明
碰撞、恩怨情仇和相融共处。

有宋一代，鄂尔多斯地区虽然主要是西夏政
权的管辖区域，但也有宋、辽所属的府州建制。
元朝统一后，在黄河沿岸实行农牧并举的政策，
鄂尔多斯地区主要是安西王的皇家牧场。入明
以后，随着鄂尔多斯部的迁入以及“隆庆和议”的
达成，民族与文化的交往得到进一步加强。清代
以来，盟旗制度等政策的推行和中原移民的不断
涌入，使得这一区域在保留浓郁民族传统文化的
同时，又融入了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大潮。

如今的鄂尔多斯，资源禀赋突出，转型步伐
加快，经济实力强劲，发展环境良好，民生品质卓
越，享有“暖城”之美誉，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充满了勃勃向上的生机。有感于斯，谨填《苏
幕遮》词一首，以表情怀：

大河弯，长城立。远古先人，对话寻遗迹。
岩画天书存旧忆。民俗风情，多彩迷人戏。

阅春秋，犁剑替。民族交融，共铸同心璧。
筚路蓝缕行砥砺。新貌暖城，洋溢昂扬气。

（转自《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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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化化文文
鄂尔多斯交响乐团进入国家级交响乐团梯队文化动态

本报讯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潘奕璋 据市乌
兰牧骑消息，日前，鄂尔多斯交响乐团加入中国
音乐家协会交响乐团联盟，这意味着该乐团正式
进入国家级交响乐团梯队。

中国音乐家协会交响乐团联盟于 2019年成

立，是隶属于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专业组织，联盟
旨在积极推动中国交响乐团在专业领域的影响
力，扩大乐团的信息传播面，更好地实现团与团
之间的合作交流，拓宽乐团职业化道路。联盟的
活动包括举办年度盛会、论坛等，以提升乐团的

艺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此外，联盟还关注青年
艺术家的发展，通过编撰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乐
团管理指导手册，以及开展指挥公益活动等方
式，促进中国交响乐团的艺术管理和人才培养。

鄂尔多斯交响乐团隶属于鄂尔多斯市乌兰
牧骑，其前身是成立于 1951 年的伊克昭盟文工
团管弦乐队，属标准双管建制乐团，现有演奏员
50余人，拥有一批技艺精湛、训练有素的演奏家，
部分演奏家曾在国内、自治区内各种比赛中获
奖。作为市级国有艺术乐团，鄂尔多斯交响乐团
肩负着艺术创作、文化惠民与对外交流等任务。
曾为入选“五个一工程”作品《银碗》及文华奖作
品《森吉德玛》等经典舞台艺术作品录音和伴奏；
先后在现代晋剧《红灯记》《大汗骄子》及“鄂尔多
斯国际文化节”“诗歌那达慕”“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开幕式”等经典作品
与大型活动中参与演出，并赴法国参与了“一带
一路”中法文化交流演出；原创交响音乐会《红色
百年路 壮丽新征程》《黄河回响》等作品获得广
泛好评。

据介绍，鄂尔多斯交响乐团成为中国音乐家
协会交响乐团联盟会员后，可以免费引进中国音
乐家协会交响乐团联盟的文艺剧目，实现文化资
源共享，同时，可以将鄂尔多斯的文艺剧目更广
泛地推广出去。

□王伊胜

盛夏草原，歌声悠扬。激情澎湃的
《故乡的奶茶——乔明作词作品专场音
乐会》演出虽然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但
那纯美的歌声、悠扬的旋律，依然在我
耳畔回响；热烈的掌声、激情的氛围，依
然在我眼前闪现。

我和国家一级词作家乔明相识近
半个世纪，两人一同走过了怀揣理想的
青年时代、事业忙碌的中年时光，走进
了春华秋实的退休生活。但无论在什
么年代，身处什么岗位，乔明身上总是
有一股锲而不舍的追求和火一样的激
情。在几十年繁忙的政务工作之余，他
一直坚持读书与写作，不断滋养自己的
文学艺术修养，把对祖国和家乡的深情
爱恋浓缩在笔端，创作出大量诗歌、散
文和歌词。他作词的歌曲《故乡的奶
茶》《草原绿色》分别荣获全国“五个一
工程奖”和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飞
起来》被选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民族大联欢开场曲和主题歌；《心
中的马兰花》被选入内蒙古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的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
周年歌曲专辑《祝福草原》，《鄂尔多斯》
被收入《内蒙古民歌精品典藏》DVD和

《内蒙古民歌名曲通典》，《草原，我的家
乡》发布后位列内蒙古音乐网音乐排行
榜之首。作为一位高产的词作家，乔明
作词的歌曲曾多次在新华网、央视网、
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音乐节目、内蒙古电视台春节联欢
晚会、鄂尔多斯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和
各类大型演出中多次演唱和播出。

乔明创作的歌词和他性格一样，朴
实宽厚中蕴含着浓烈的激情和灵秀的
睿智，他创作的歌词《故乡的奶茶》，以
美丽的草原夜色为背景，用白描的语言
勾勒出一幅生动美丽的场景：夜色悄悄
地降落在草原，炉火映红了阿妈的脸
庞，沸腾的奶茶荡漾着浓浓的醇香，牧
归羊群已经进入梦乡。歌词开头的这
四句，用朴素的语言勾画出了炉火、阿
妈、奶茶和羊群这四样构成草原上牧民
家庭生活里最常见的人与物的元素。
每个元素充分运用了视觉、味觉、听觉
的修辞。例如“映红”一词，“映”字在这
里是当作动词用，炉火映在了阿妈的脸
庞上，呈现出了炉火一样的红色，给人
以视觉上温暖慈祥的联想；而“奶茶荡
漾着浓浓的醇香”，给人以味觉的回味；

“牧归的羊群已经进入梦乡”则给人以
听觉和视觉的想象。接下来，在一番内
心抒情之后，又是白描式的画面与心绪
的流露：“月光悄悄地照亮了牧场，阿妈
的歌声温暖我心房，沸腾的奶茶送上深
深的祝福，远归的游子已热泪盈眶”。
月光、歌声、心房、奶茶、热泪，这些描写
草原夜色和内心活动的词汇，自然而然
地抒发了一个游子回到故乡的脉脉情
愫，歌词用奶茶贯穿全篇，生动朴实地
诠释了词作家深厚的草原情怀，令人百
听不倦、回味悠长。

一首能打动人心的歌曲，都会在听
众心里产生强烈的共鸣。这共鸣缘于
歌词传递出的意境触碰到听众内心的
情感，也缘于动人的旋律与歌词水乳交
融地表达。纵观乔明先生创作的歌词，
都是以赞美祖国、家乡以及母亲、牧人
和爱情为题材的，这既是早已融入血液
里的情感，也是他歌词创作的丰厚的土
壤，更是一个词作家文化上的自觉。在
这样大的坐标定位基础之上，创作的源
泉喷涌而出。他的歌词作品，正如他创
作的歌词《走进草原》中所写的，像从草
原上牵一缕清风，轻轻地走来。

在歌曲《金色的草原》中，乔明以清
晨或黄昏时分入笔描写，草原呈现出洒
满金色阳光的景色，但作者没有仅仅停
留在金色的描写上，而是借此抒发和祝
愿牧民的生活像金色的草原一样灿烂
幸福，伟大的祖国像金色的阳光一样熠
熠生辉。歌中写到：“金色的草原上，牛
羊肥壮，蓝天白云下，美酒多飘香，金色
的草原上，风景如画，献给伟大的祖国，
祝福祖国繁荣富强”。他创作的《心中
的马兰花》咏物抒情，用拟人化的手法
歌颂草原上的牧人“扎根大地千百年”，
幸福的生活像马兰花一样，在“灿烂的
阳光下，自由地绽放。”他创作的《草原
小路》，通过对草原深处一条小路的描
写，自然而然地联想起阿妈抚育我成
长、阿爸扶我走向远方，把草原情、父母
情和浓浓的故乡情紧紧地联系在了一
起，由此启示人们，一个人无论事业上
走得多远，人生多么灿烂，都不能忘记
故乡的路，都不能忘记自己的父母。乔
明在歌词创作上从人们司空见惯的一
件件具体事物切入，视角独特，以小见
大，咏物抒情，抒发了一个生于斯长于

斯的草原游子对抚育自己成长的家乡
和父母的深情厚爱。

任何文学艺术创作，都植根于火热
生活。生活的底子越厚，作品就越贴近
生活，就越能感染人。生长于黄河“几
字弯”内、长期在鄂尔多斯工作的乔明，
无论身处哪个工作岗位，也无论工作多
么繁忙，每次到基层调研的时候，都要
深入到最基层的实际生活中。农牧民
的生活现状、生产方式、思想感情，他都
了然于心，他都感同身受。这种深入扎
实的工作作风，转换在歌词创作上如鱼
得水，驾驭自如。他创作的歌词既有以
小切口写人或写景咏物的抒情，如《父
亲》《故乡有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又有
视野宏大、气象万千的深情礼赞，如从

《黄河几字湾》《我的鄂尔多斯》《七星
湖》《我心中的恩格贝》《瞭不尽的准格
尔》《飞起来》；还有表达思绪和细腻情
感的歌词，如《恋歌》《思念》等。这种微
观与宏观相结合，写景、写人、咏物与抒
情相映衬的创作风格，显现了词作家对
多种创作手法的娴熟把握，从而形成了
从具象到抒情、从咏物到礼赞的多彩立
体作品。

乔明创作的歌词系列内容丰富、变
化多样、亲切感人，具有很强的感染
力。在他的诸多作品中，有几首描绘家
乡颜色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立刻会
产生视觉上的代入感。例如歌词《蓝
色》由白云朵朵的蓝色天空，联想到蓝
色的哈达；又从蓝色哈达，联想浩瀚无
垠的蔚蓝色的草原和牧人宽广的胸怀，
这种由景到物，又从颜色到天空大地，
再到草原儿女宽阔胸怀的创作手法，折
射出词作家的豪迈情怀和对草原的深
情祝福。在《绿色草原》中“蓝天和白云
拥抱着绿色，太阳和彩虹牵挂着绿色，
古老的勒勒车装满绿色，洁白的毡房依
恋着绿色”这 4 句关于绿色的俳句，从
蓝天、白云，到太阳、彩虹；从古老的勒
勒车，到洁白的毡房，把绿色草原描写
得淋漓尽致、美轮美奂，亲切自然。《草
原上的月光》是一首借用月光的颜色以
景抒情的佳作，同样是明亮的月光，但
草原上的月光更分外明亮，置身于草原
皎洁的月光下。在月光如水的草原之
夜，人们会情不自禁地产生无尽的联
想，这也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描写最多
的题材。乔明用“月光啊月光，草原上
的月光，静静啊静静洒落在我心上，远
方的姑娘仿佛就在我身旁，琴声啊琴声
为谁在歌唱”。廖廖几句歌词，触碰到
人心中最柔弱的情思，也赋予了这首歌
所表达的人间永恒的爱。

凡是能引发人们内心共鸣、广为传
唱的优秀歌曲，内容往往都是歌颂祖
国、感恩母亲、礼赞大自然、赞美故乡以
及歌唱爱情的，这也是多年来草原歌曲
经久不衰，被人们广为传唱的深层原
因。乔明在歌词创作的过程中，始终心
系家乡，把对草原深情的爱恋浓缩在生
活中一个个具体的人、景、物上，用最为
朴实的文字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情
感真挚，细致入微，打动人心。他写人，
离不开草原上阿爸和阿妈，离不开他们
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方式，离不开他们
善良宽厚的胸怀。在形象的塑造上，没
有概念化的语言，而是以生活中细节来
描写和烘托，如在歌词《父亲》中写到

“含着眼泪追寻你远去的背影，你走进
了深深眷恋的草原，静静凝望你慈祥微
笑的照片，心中涌动着你生前谆谆教诲
的万语千言……”这种在写实与写意相
互交替的手法，更容易让人在产生联想
的过程中引发共鸣。

乔明是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内
蒙古自治区音文学学会副主席、鄂尔多
斯市文学艺术届联合会名誉主席，在歌
词创作的道路上，乔明始终守望祖国、
守望草原，以故乡为时空、以草原为底
色、以人的生活为元素、以自己的真情
实感为创作动力，如清泉喷涌般创作出
了洋溢着浓郁风情的优秀作品，为鄂尔
多斯文化艺术事业奉献了自己的才情
与力量。在《草原儿女永远眷恋的故
乡》中，乔明写到“站在高高的山岗，遥
望无际的绿色牧场，马头琴在心中拉
响，这里是草原儿女永远眷恋的故乡。
举起酒杯放声歌唱，明静的湖水托起吉
祥，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绿色和希望在
心中唱响……”乔明用歌词倾诉着各族
儿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建设家乡的赤子情怀。

今天，已从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
主席、一级巡视员工作岗位退休的乔
明，又义务在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促进会会长的位置上辛勤工作。
在这里，衷心地祝愿乔明的歌词创作
之路越走越宽，创作出的优秀作品源
源不断！

牵一缕清风轻轻地走来
——词作家乔明创作歌词赏析

10 月 13 日，鄂尔多斯图书馆里来了一群小
读者，争先恐后要去“寻宝”。原来，市图书馆举
办“书海寻宝，图书馆奇妙之旅”趣味活动，他们
是来这里“寻宝”的。

“以拼图游戏为载体，巧妙融合图书馆资
源，引导读者深入图书馆各个角落，发现隐藏的
知识宝藏，享受阅读的乐趣。”图书馆工作人员
告诉他们活动的目的，以及活动的规则、安全注
意事项及寻宝流程后。小读者们迫不及待地打
开面前的拼图包装，仔细观察拼图碎片的形状，

颜色和图案，他们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拼图的世
界中。有的先从拼图的边缘开始，逐步向中间
推进；有的则根据图案的特点，先找到关键的部
分进行拼接。他们认真思考、不断尝试，遇到困
难时也不轻易放弃，最终得到了一幅完美的拼
图作品。

拼图完成后，寻宝环节开始。小读者们根据
拼图上的线索，开始在图书馆中寻找对应的书
籍。小读者们兴奋地穿梭在书架之间，运用图书
馆的智能书架，认真寻找目标书籍。经过一番努

力，小读者们成功找到了书籍，并分享自己的阅
读故事，赢得了小奖品。

“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不仅考验小读者
们的观察力和记忆力，还让他们更加熟悉图书
馆的布局和资源，培养他们自主学习和探索的
能力。”活动现场，陪伴孩子的家长感慨不已。
工作人员则表示，在未来的日子里，图书馆还将
继续为社会大众提供丰富的知识资源及多元的
文化体验，进一步助推全民阅读，充实读者精神
粮仓。 陈凌禹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
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
有。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
刻、壁画、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
物，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

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不因其所依
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

下列可移动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一）中国境内出土的文物，国家另有规

定的除外；
（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及其他国家机

关、部队和国有企业、事业组织等收藏、保管
的文物；

（三）国家征集、购买的文物；
（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给国家的

文物；
（五）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其他文物。
属于国家所有的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不

因其保管、收藏单位的终止或者变更而改变。
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
第六条 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

建筑物、古建筑和祖传文物以及依法取得的
其他文物，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文物的所

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
规的规定。

第七条 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
保护文物的义务。

第八条 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文
物保护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
文物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承担
文物保护工作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
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
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文物保护工作。

追寻先人足迹了解多元文化
——参观鄂尔多斯博物馆常设馆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书海寻宝书海寻宝 图书馆奇妙之旅图书馆奇妙之旅””启迪童趣启迪童趣

文化大观

文化速览

肖永肖永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