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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试问我们内蒙古人有多少能听懂蒙语

的?但有多少人不爱听蒙古歌的?流浪者之

歌是印度语的,唱遍了中国,从五十年代唱

到今天。语言是有些障碍,但不是最大障

碍,我们应当努力从方方面面让大家认识

内蒙古,爱上内蒙古,再加上现代化的各种

手段,是会越过障碍的。”的确如此，晋

剧、评弹、昆曲、英文歌曲、前苏联歌

曲、外国歌剧等等，我们都听不懂，但大

家都喜欢听，喜欢唱。

2004年1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刘云

山同志说:“二人台是我们北方地区优秀

的地方剧种之一,二人台的历史要比二人

转悠久得多,为什么二人台的发展没有二

人转快呢?主要原因是二人台规模化的组

织活动和全局性的宣传活动太少,通过大

型宣传活动和系列活动培养二人台优秀人

才和优秀作品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2017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乌兰

牧骑队员的回信中指出，人民需要艺术，

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要大力弘扬

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

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

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

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实践证明,二人台艺术的发展,关键

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面对

面走进群众、实打实为群众解决问题,在

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践行党的初心和使

命,始终做到人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

哪里最需要、就到哪里为群众服务,促进

并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相统一,努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只有扎根群众，服务群众，不断创

新，二人台艺术才会永葆青春。

二人台艺术作为一种地域色彩浓郁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

础和旺盛的生命力。多年来,这门艺术在

历代二人台艺术工作者的辛苦付出和各

级政府的重视、扶持下,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但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

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

量、品位、风格等要求也更高了。二人台

艺术工作者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

求,以充沛的激情、优美的旋律、感人的

形象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

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为

中国二人台艺术之乡，有责任、有义务传

承好二人台艺术，打造好二人台这个艺术

品牌,这对于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不断

增进“五个认同”、坚定“四个自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是有很大价值

和意义。

（赵俊峰：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

会理事，敕勒川博物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