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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汁原味传承 与时俱进创新
——我区基层艺术团发展掠影

本报记者 郑璐 格桑伦珠 旦增嘎瓦 达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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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别称“康巴”“藏东明珠”，坐

落于横断山脉群山怀中，是云南和四川

方向入藏后的第一座城市。不同民族

的集聚，让历史厚重的“三江大地”昌都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而昌都锅庄更

因热烈奔放、飘逸洒脱，吸引着众多昌

都市民热情打卡。

每个傍晚，在昌都市卡若区水上广

场，都会弥漫着跳锅庄舞的欢快氛围。

热情的昌都市民身着朴素藏装，张开双

臂、侧身拧腰、大搓步时进时退，舞姿和

步伐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和文化的魅

力 ，展 现 出 了 康 巴 人 独 有 的 风 采 和 自

信，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赏，有的还

拿出手机为互联网观众直播分享这精

彩的瞬间。被这欢乐的气氛所感染，记

者也加入了跳锅庄的行列。但是跟着

音乐没跳几下，记者就犯了难，看似简

单的舞步，却怎么也跟不上节拍，四肢

总是不协调。

“放轻松，不要刻意抬脚抬手，跟着

音乐来就行，按照自己的感觉跳就可以

啦。”正在跳舞的洛松达瓦向记者传授

起经验。

记者按照洛松达瓦的方法，果然慢

慢地跟上了节奏。洛松达瓦告诉记者：

“以前，我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大好，睡眠

也不好。接触锅庄舞后，血糖慢慢地降

下 去 了 ，睡 眠 质 量 也 越 来 越 好 了 。 现

在，我每天下午 6 点 40 分从夏通赶到这

里跳舞，不光是我，我老伴和孙子也喜

欢上了跳锅庄。”

水上广场哈哈锅庄团的发起人嘎

松也向记者介绍：“两年前，我和志同道

合的朋友们在夏通高藏酒店前的广场

上跳舞，跳舞的人很多，但经常跳不到

自己喜欢的歌曲，而且广场在居民楼附

近，经常会有群众投诉我们扰民。”因

此，嘎松和他的朋友们就产生了选地跳

舞和组建团队的想法。辗转多地，他们

最终选定了水上广场，后又经过多家相

关单位的协助，便有了如今每晚准时的

锅庄舞表演。

“以前，这里就有人跳锅庄舞，但都

是群众自发的，到了工作日或冬天基本

就没人来了。但我们的团队从周一到

周天晚上都会有人组织，而且，每到周

末，我们都会自发穿上民族服饰跳舞，

来展现我们昌都人的精神面貌。”嘎松

说。

当记者问到入团是否要考核、跳舞

是否有收入时，嘎松惊讶地说：“我们都

是自愿制，没有考核，也没有收入，设备

的购买都是团队里的人凑钱，服装也都

是自己的。我们团队里的人大都是纯

粹的热爱舞蹈，想将昌都锅庄传承、发

扬下去，或想强身健体。”

如 今 ，嘎 松 的 团 队 从 一 开 始 的 11

人，发展到现在的 46 人，加上周边市民，

每晚来跳舞的大概有 100 人。嘎松还介

绍说，他们团队另一负责人也在成都组

建了团队，经常前往成都罗马假日广场

和其他地区的锅庄舞爱好者探讨锅庄

文化，交流舞蹈技艺。

随着激昂的旋律，现场舞者们手拉

着手酣畅淋漓地跳跃着，瞬间整个队伍

围起了好几个大圆圈，转出了群众幸福

生活的圈，也舞出了藏东儿女对家乡的

美好祝愿。

本报那曲电（记者 曲珍）今年以

来，那曲市尼玛县文旅局以各类节日

为契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开展了“村晚”、藏历春晚、文艺进校

园、进养老院文艺、西部四县区域协调

发展足球篮球比赛开幕式等，新创作

了小品《校园暴力》、相声《当好领导》

《玄子舞蹈》《野牦牛》等文艺作品，制

作了《我在当惹雍错等你》等 2首县歌，

同时创作了 8首新歌曲。

据了解，为深入推进文化交流、

交融，今年 2 月 17 日，尼玛县与色尼

区联合开展了“同庆藏历新春佳节、

共创藏北文化魅力”文化交流文艺演

出晚会 1 场次；11 月 16 日，县民间艺

术团相继赴拉萨、林芝开展“携手展

示你我风采、绽放藏北文化魅力”文

化文艺交流演出 5 场次。5 月 24 日至

27 日，完成了上半年“三下乡”文艺演

出活动 8 场次。截至今年 10 月，尼玛

县民间艺术团累计演出达 58 场次，

各 乡 镇 、各 村（居）根 据 自 身 实 际 情

况，以各类节日为契机开展各类文化

文 艺 活 动 295 场 次 ，受 益 观 众 2.3 万

余人次。

此外，如今的尼玛县公共文化服

务也得到了质的提升。目前，尼玛县

已建成县综合文化活动中心、14 个乡

镇文化站、78个村文化活动室；组建完

成 1个民间艺术团、14支乡镇业余演出

队、78支行政村演出队。同时，为提高

78 个行政村演出质量，今年 4 月 15 日

至 30 日，尼玛县文旅局组织县艺术团

演 职 人 员 赴 各 乡 镇 文 化 站 开 展 了

“2023 年度尼玛县行政村文艺演出队

培训班”，培训人数 350人次。

观看一出原汁原味的西藏节目，如

古老的藏戏、现代歌舞、小品节目等，犹

如走进了西藏历史和文化的长河深处，

令人回味无穷。而这些节目的创造和

表 演 者 ，不 仅 有 专 业 文 艺 院 团 的 工 作

者，还有很多基层业余演职人员。特别

是一些基层艺术团队，以传承和发展西

藏传统表演艺术为己任，进行还原并加

以创新，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丰富的“文化大餐”。

拉萨市城关区娘热艺术团：
三代人只为一个心愿

拉萨市城关区娘热艺术团成立于 20

世纪 70年代，当时称为娘热乡藏戏队，最

初只是娘热乡下属的一个艺术团体。

该艺术团早期曾因资金问题濒临

解散，艺术团创立人、首任团长格龙极

力规劝演员们不要解散，并将自己的工

资 分 给 大 家 。 就 这 样 ，在 艰 苦 的 环 境

下，大家白天务农，晚上加班排练、演

出，坚守着自己的初心。渐渐地，艺术

团发展得越来越好。

1994 年 至 1999 年 ，格 龙 出 资 100

多 万 元 在 娘 热 乡 建 起 藏 戏 排 练 场 ，还

购 置 了 演 出 服 装 和 乐 器 。 2000 年 ，格

龙把多年来艺术团演出赚到的钱和自

己 家 中 所 有 的 存 款 ，全 部 投 进 了 艺 术

团，在艺术团原址上新盖两层楼房，购

置 扬 琴 、六 弦 琴 、小 号 、鼓 、笛 子 等 乐

器 ，艺 术 团 终 于 有 了 一 个 属 于 自 己 的

“ 家 ”—— 宽 敞 明 亮 的 排 练 厅 、办 公 室

和厨房。

多年来，娘热艺术团以继承和发展

藏戏为己任，每年都会为群众开展义务

演出。表演的节目既有古老的藏戏，又

有现代歌舞，还有朗玛堆谐、羌姆等舞

蹈，深受群众的喜爱。

与此同时，该艺术团还在传统藏戏

表演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以当代现

实生活为题材，创作编排了一系列短小

精悍、充满人文关怀的小品，让群众在

欢笑中开阔眼界、增长知识。

格龙的儿子、中国西藏戏剧家协会

副主席米玛，是城关区娘热艺术团的第

二任团长。

米玛从小就热爱藏戏，他说，即使小

时候家里十分拮据，父亲依然坚守民族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让他深受感

动。父亲去世后，米玛接管了艺术团，并

将此视为家族使命，努力使之发扬光大。

目前，该艺术团还制作了八大藏戏

舞台剧和传统剧的光碟，让广大喜爱藏

戏的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观看八

大藏戏。

现在，娘热艺术团的演员由过去的

18 人发展到现在的 53 人，年龄最大的 45

岁，最小的 14 岁。他们不仅能演绎《卓

娃桑姆》《文成公主》《苏吉尼玛》等八部

经典藏戏，还自编自导推出《牦牛舞》

《孔雀舞》等一系列不同艺术形式的歌

舞剧目。

米玛的儿子旦增罗布说，希望未来

能将娘热艺术团打造成“藏戏基地”，将

藏戏最大程度还原并加以创新，让更多

人了解藏戏、喜爱藏戏。

该艺术团成立至今，帮助近 200 人

解决了就业问题，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日喀则市康马县艺术团：
像“乌兰牧骑”一专多能

“乌兰牧骑”一词来源于内蒙古，蒙

古语原意为“红色的嫩芽”，寓意其“小

而全”的特点——往往一个马背上就能

驮下所有演出道具，一个演员就能完成

吹、拉、弹、唱、歌、舞等全套演出。

在日喀则市康马县，也曾有这样一

支 演 出 队 —— 康 马“ 乌 兰 牧 骑 ”文 艺

队。创建之初，该队人数少、队伍小，但

是队员们可谓是一专多能，十来名演艺

人 员 就 能 演 出 一 台 有 声 有 色 的 节 目 。

该队的演员们常年活跃于农牧区老百

姓中间，他们创作并演绎出一大批优质

的 文 艺 节 目 ，既 丰 富 了 群 众 的 文 化 生

活，又真正实现了寓教于乐的目标，在

当地广受群众欢迎。

如今，30 多年过去了，昔日的文艺

演 出 队 早 已 正 式 更 名 为 康 马 县 艺 术

团。但这支队伍穿越历史风云，依然保

持着初心本色和对艺术的奉献精神。

康 马 县 艺 术 团 团 长 洛 桑 介 绍 ，康

马县艺术团现有老、中、青三代，共 26

名 演 职 人 员 ，每 个 人 都 是“ 一 专 多

能”，有的演员还获得多项国家级、自

治 区 级 荣 誉 。 他 说 ：“ 我 们 常 常 可 以

自编自导自演出一台融吹、拉、弹、唱、

歌 、舞 等 于 一 体 的 优 质 文 艺 节 目 ，里

面 既 有 传 统 藏 戏 ，也 有 现 代 歌 舞 、曲

艺 等 节 目 ，还 有 康 马 独 有 的《嘎 拉 谐

钦》《南 尼 果 谐》等 文 艺 精 粹 ，这 些 节

目深受大家欢迎。”

洛桑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艺术

团全体创作人员具有与时俱进的先进

意识，大家以传统的歌舞曲乐等艺术表

现形式作为载体，表演的内容始终紧跟

时代步伐，这对于传承传统文化、宣传

时代精神和先进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虽然这个艺术团规模不大，但是

我 们 付 出 了 很 多 心 血 ，也 取 得 了 一 些

成绩。30 多年来，我们获得的集体奖

项 和 个 人 荣 誉 挂 满 整 面 墙 壁 ，这 就 是

最好的证明。”洛桑说。

阿里地区措勤县艺术团：

在家门口享受“文化大餐”

隔三差五就为大伙带来一场精彩

纷呈的演出，让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

加多彩，这是多么开心的事情！阿里地

区措勤县艺术团就是这样做的。

措 勤 县 艺 术 团 的 成 立 要 追 溯 到

2007年。

2007 年，措勤县艺术团还是一个只

有 9 名演职人员的县级文工团。2010

年，在措勤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措勤县艺术团正式成立。自 2018 年 6月

以来，先后赴陕西、重庆、成都等地参加

各类文艺演出，《天边牧人》《金色弹舞》

等节目还被入选到央视。

近年来，措勤县艺术团精心编排了许

多接地气、有温度、高品质的舞蹈和语言

类节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紧扣当地的生活和变化，创作了《金色弹

舞》《党的恩情》等30余部贴近群众的文艺

作品，把它们送到了措勤县的各个村，让

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文化大餐”。

措勤县艺术团团长顿珠介绍，措勤

县艺术团现有演职人员 22 人，每年会到

学校、部队等地开展送文艺下乡演出。

他说：“我们通过音乐和舞蹈等方式，为

牧区文化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

在顿珠看来，艺术团要发展，不仅

要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还要贴近百姓

生活，更要有所创新。

“今后，我们将继续提升艺术品质，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得天独厚的

地域特色来打造更多优秀的文艺精品，

更好地服务基层文化建设。”顿珠说。

多年来，这些艺术团为各地农牧民

带去藏戏、话剧、歌舞等文化演出，极大

地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本报昌都电（记者 平措郎加）民

间艺术，是一个地区独特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传承当地文化的重要

载体。近日，由昌都市打造的大型民

族历史歌舞剧《昌都往事》重庆巡演

圆满落幕。

此次巡演从 11月 19日开始，分别

在重庆市国泰艺术中心、九龙坡区、

永川区、涪陵区相继开展演出，累计

惠及观众 1.4 万余人次。首演活动通

过“文化西藏”“非遗抖音”进行线上

同步直播，以及在各大媒体平台宣传

报道，备受观众喜爱，获得了高度评

价。不少观众表示，这是一场极具震

撼力和感染力的演出，让他们对藏族

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

了解和认识。

据了解，《昌都往事》是昌都市打

造的第一台大型民族歌舞剧，全剧时

长 90 分钟，以西藏和平解放的昌都战

役为历史背景，讲述藏族儿女桑吉和

曲梅自幼离散、相互寻找、战前重逢、

为战役胜利而牺牲、用生命守诺践约

的故事。

此次演出，演员们通过场景和人

物对话，把人物的筋与骨、血与肉丰

满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让大家深刻感

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

为了西藏和平解放、与藏族人民彼此

生死相托、共同战斗的情义与大爱。

演员极富感染力的表演获得了观众

的一致肯定，现场时而掌声响起、时

而抽泣声弥漫。

“歌舞剧《昌都往事》赴渝巡演是

重庆‘十四五’对口援藏规划内项目，

也是昌都市第九届三江茶马文化艺

术节（重庆承办）系列活动之一。我

们通过线上直播和现场观演的形式

进行，为嘉宾观众献上了一场场高质

量的演出。两地优秀剧目交流演出，

也进一步推动了渝昌两地文化旅游

全方位、多层次交往交流。”昌都市旅

游发展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重庆

市第十批援藏队队员陈秋说。

日前，记者在山南市琼结县特困人员集中

供养中心见到了央金卓嘎，她正在舞台上跳朗

玛堆谐，为该中心的老人们慰问演出。只见她

身形婀娜多姿，舞步铿锵有力，一点也不亚于

专业的舞蹈演员。此情此景，很难让人相信她

已年近古稀。

央金卓嘎 1955 年出生于山南市曲松县，退

休前曾在山南市科学技术局工作。在退休之

前，她从未接触过朗玛堆谐。

“退休后，我在家里待不住，就去山南市体

育场跟着大家跳广场舞去了，但没几天就退出

了。”央金卓嘎说，由于广场舞动作幅度大、节

奏快，她经常跟不上，渐渐地便失去信心了，只

好每天坐在体育场一角默默地看着其他人跳。

幸运的是，2018 年，热爱跳朗玛堆谐的尼

玛次仁和央宗关注到这一问题，自发组建了一

支名为“非遗朗玛堆谐”的舞蹈队。相比广场

舞，朗玛堆谐的舞步轻盈柔和，可以边唱边跳，

非常适合中老年人。

舞蹈队刚创建，央金卓嘎就毫不犹豫地加

入了，并发动其他退休人员积极参加。经过 5

年的时间，该舞蹈队发展成为如今规模超 100

人、正式成员 45人的艺术团。

“现在，我除了教其他人跳朗玛堆谐以外，

也经常组织大家参加各种比赛。”央金卓嘎说，

随着舞技越来越娴熟，她觉得团队成员仅限于

在体育场跳朗玛堆谐远远不够，便主动与领队

央宗商量，将自己想要将朗玛堆谐发扬出去的

想法告诉大家，没想到，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

团队成员们的大力支持。

说干就干！在这之后，央金卓嘎带领团队成员们积极参与山南市组织的各

类文娱比赛活动。他们以“不服老、不服输”的精神在舞台上大放异彩，不仅被

当地广播电视台大力报道，还获得过山南市“全民健身周”比赛第二名、乃东区

“四季村晚”暨第二届行政村文艺演出队比赛第三名的好成绩，让广大群众感受

到这支“夕阳红”艺术团的无穷力量。

“央金卓嘎是我们团队里的热心肠，经常拉着我们在比赛之余去慰问演

出。”央宗告诉记者，在央金卓嘎的提议下，团队成员去过山南市特殊教育学校、

乃东区敬老院等地，用精心准备的 10 余种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为老人与孩子

们进行慰问演出，热热闹闹的氛围，让观众感到很温馨。

艺术团也得到了山南市妇联与山南市文化局的大力支持，两家单位共同

为艺术团资助了 15 万元，用于购买相关演出服装与乐器、音响等设备。此次

在琼结县演出结束后，艺术团还向琼结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捐赠了 3000

元现金。

“加入我们团之后，有些老人的高血压慢慢好了，有些性格内向的老人也逐

渐变得开朗，业余生活充实了，日子也过得舒心了。”央金卓嘎自豪地说，“我们

团里年纪最大的成员次仁旺堆已经 83 岁了，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更多的

老人加入我们，让晚年生活充实而幸福。”

跳起昌都锅庄 舞出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贡秋曲措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也为了

圆有艺术天赋的农牧民子女舞

台梦，2005 年，拉萨远大建材有

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了拉萨远

大艺术团。该公司注重企业内

部文化建设，每年的元旦、藏历

新年等节日期间都会组织能歌

善舞的职工表演节目。

图 为 拉 萨 远 大 艺 术 团 在 西

藏职业技术学院演出的情景剧

《老西藏印记》。

刘峥 本报记者 郑璐 袁海霞 摄

民族歌舞剧《昌都往事》

重 庆 巡 演 圆 满 落 幕

那曲市尼玛县

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舞
动
人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