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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艺于民，还艺于民
——内蒙古“二人台”调研报告 □魏力群

2021年10月12日至15日，我作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
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民间小戏”专家组专家，参加了“陕北民
歌”与内蒙古西部“二人台”民间传习状况调研活动。几天时间里，
我们实地考察了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包头市土默特右旗、鄂尔
多斯市准格尔旗等地区的“二人台”“漫瀚调”的传习情况，观看了
多场“二人台”的现场演出，收获良多。主要收获和感想如下：

首先，通过现场观看不同地区、不同剧团及民间艺人的“二人
台”演出，一方面对“二人台”的生存现状有了感性的认识，另一方
面，也直观了解了“二人台”这一小戏剧种的主要艺术风格和艺术
特征。

10月13日上午，我们首先去到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的敕勒
川镇。在白银厂汗村的“文化大院”，观看了一场由村里农民演出的

“二人台”。演出的剧目有《卖胰子》《顶灯》片段、《十对花》《割莜麦》
《羊肚肚手巾三道道蓝》《小青马》等。《卖胰子》《顶灯》《十对花》《割
莜麦》均是“二人台”的传统剧目，《羊肚肚手巾三道道蓝》《小青马》
则是西北民歌。

这场演出可谓“二人台”的原生态演出。参加演出的演员均是
村里的农民。演出结束后，我采访了一位59岁的男演员，得知他家
里种着70多亩地。种地之外，这样的演出他一年要演几十场，包括
到其他地区演出。散落于各村的“文化大院”，不仅给村民群众提供
了文娱活动的场地，也为“二人台”的传习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平台。据悉，仅土默特左旗就有46个“文化大院”。以此可知，“二人
台”这一生长于民间、融合山陕民歌和蒙古音乐为一体，发展了上
百年、逐渐成形并独具特色的小戏剧种，今天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地
区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在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占有重要位置。

10月13日下午，我们先去到土默特左旗的“二人台”教育基
地——旺旺艺术学校。观看学校学生的“二人台”演出。这场演出剧
目与上午看到的有所不同。除了也有《十对花》这个传统剧目外，另
有唢呐合奏《喜洋洋》、山曲《拉骆驼》等。以此我们知道，“二人台”
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小戏剧种，其剧目形态是多样化的。

之后我们去到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文化站（综合服务
中心），观看了当地民众演出的“二人台”。再后又去了包头土默特
右旗文化馆，观看了当地乌兰牧骑的“二人台”演出，其中有传统剧
目《走西口》、器乐合奏二人台牌子曲《西江月》、二人台坐腔《三国
题》等。器乐合奏二人台牌子曲，二人台坐腔“三国”故事，都是“二
人台”特有的节目形式，属器乐演奏和说唱艺术之列，其他小戏剧
种中未曾见到。

13日下午，在观看了三场演出、参观了敕勒川博物馆之后，我
们参加了在土默特右旗文化馆召开的座谈会。土默特右旗是“二人
台”艺术的中心，被称为“二人台之乡”。从2012年起，每年“二人
台”艺术节在此举办，已举办了五届。2021年本应举办第六届，因
疫情推迟。这里培养了几代“二人台”的优秀艺人，这些“二人台”的
优秀传承人会定时去到各“文化大院”进行艺术指导，对提高基层

“二人台”演出的艺术水平和促进“二人台”演出的繁荣，起到重要
作用。

参加座谈会的除了我们一行人，有当地文化部门的领导、艺术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还
有新老“二人台”艺人等。大家围绕“二人台”的发展历史、艺术特征、新人培养、艺术提高的
途径等问题展开讨论。

14日一早，我们出发去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上午约11点，到达位于准格尔旗薛家
湾大路镇小滩子的漫瀚调传习所。我们在漫瀚调传承人奇附林的家中，与奇附林座谈。奇
附林讲述了他演唱漫瀚调的经验，以及他的演唱让漫瀚调声名远扬的经历，很是生动。奇
附林带出了不少优秀学生，他的学生在座谈会上为大家演唱数曲漫瀚调。中午在漫瀚调传
习所午餐时，奇附林本人、其夫人和奇附林的几名学生先后现场演唱漫瀚调和“二人台”，
让人感受到漫瀚调的特有魅力——既有蒙古草原音乐的高亢悠扬，又有山陕民歌的细腻
委婉。通过这次座谈会，与漫瀚调传承人直接交谈，听其现场演唱，我对漫瀚调这种融合了
山陕民间曲调和内蒙古音乐的歌唱艺术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

14日下午，我们赴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龙口镇观看了“二人台”演出，剧目曲目有《走
西口》《挂红灯》《五哥放羊》等。

总之，13日这天观看的四场“二人台”演出，14日观看的一场“二人台”演出，清楚地显
示了“二人台”这一剧种的特点，其剧目、表演、音乐、伴奏乐器等艺术因素丰富广泛，既吸
收了山西、陕西民歌的音乐元素，也融合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蒙古短调的音乐元素，是中
原文化和草原文化融合的产物。“二人台”剧目形态、表演形态的多样化也为其他小戏剧种
中少见。14日对漫瀚调传承人的调研和访问，让我更清楚地了解到，活跃在内蒙古准格尔
旗地区的漫瀚调，同样是山陕民歌和内蒙古音乐有机融合的一种艺术形态，有其特殊的魅
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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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
推广活动——‘陕北民歌’与内蒙古西部‘二人
台’民间传习状况（内蒙古段）调研”调研组一行，
自2021年10月11日至10月13日对东路二人
台、二人台民间传习情况进行了调研，10月16日
又参加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史诗与祝赞词大
会”。现将我在调研中的体会和感受报告如下。

一、东路二人台传习情况

10月11日下午，调研组赴乌兰察布市集宁
区，在乌兰察布市艺术剧院排练厅观看了由乌兰
察布市艺术剧院演出的东路二人台传统剧目《回
关南》。东路二人台是国家公布的348个地方戏
种之一，也是内蒙古四个地方戏——蒙古剧、二
人台、东路二人台、漫瀚剧之一，与二人台一起被
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主要流传在内
蒙古乌兰察布市、山西晋北地区和河北张家口地
区。二人台与东路二人台同为晚清走西口文化形
成过程中产生的地方戏剧剧种，两者在演唱风
格、表现主题、音乐结构等方面有许多相同或相
似之处，但又有着明显的差异。二人台大多采用
一丑一旦二人演唱的形式，所以叫二人台。东路
二人台，往往多人演唱，有起承转合的剧情，并注
重塑造人物形象。《回关南》就是东路二人台传统
剧代表性剧目之一，反映的是民国初年逃荒难民
白老三、乔玉兰夫妻，在回关南途中遭遇种种磨
难，最后夫妻双双客死他乡的悲剧故事。

笔者近年来从事舞台剧创作，也参与过很多
地方戏剧目的观赏、论证和评审工作，但《回关
南》却是第一次看，作为一部传统地方戏剧目，让
我有一种耳目一新的观感。这主要体现在它的传
统性上，传统剧目、传统情节、传统程式、传统曲
调、传统器乐和传统表演形式，这些是它的生命
力所在。特别是在舞台上用情节讲故事和塑造人
物这一点上，将它与二人台截然区别开来，成为
一种单独剧种。但遗憾的是，演出团队虽然基本
按照传统程式将这台《回关南》演绎下来，可是在
剧的末尾加了一段女主角乔玉兰在自杀前精神
错乱的情节。这段精神错乱戏，破坏了人物性格
发展的连贯性，尤其是其中用了一些现代舞台剧

的表现手法，不伦不类，画蛇添足，让人感到看到
的不是一个传统戏而是一个现代戏，要知道精神
错乱的人已经没有意识所以也绝不会自杀，现在
的这种“提升”，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应该说，这
个“改进”或“提升”是失败的，违背了传统剧目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原则，尽管传承本
身包含发展和提升，但这种发展和提升不能够伤
筋动骨。我们知道，中国一些经典传统剧目如《桃
花扇》《牡丹亭》《琵琶记》《窦娥冤》《西厢记》《白
兔记》等等，尽管有很多剧作家进行改编乃至剧
种移植，但从来不伤及基本内核。东路二人台底
子还很薄，流传也很有限，流传下来的剧目也不
多，如果任谁都改来改去，很快就会变得面目全
非，不久的将来，谁都不知道曾经的剧目是什么
样子了。另外，这次演出不是完全用方言表演，也
是一个不足。地方戏的首要特征就是方言，用方
言表演，才叫地方戏，如果都用普通话表演，那么
戏种之间除了音乐，就不会有其他区别了。

令人欣慰的是，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民间东
路二人台流传地区很广，除了乌兰察布市大部分
地区外，在河北、山西部分地区也有大量受众，二
人台传承人也有了展现才艺的广阔空间，一个乡
就有5个自愿结合、自行组织、自负盈亏的东路
二人台民间艺术团，且经常有人花钱请他们去表
演，可以说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了市场，均有着可
观的经济效益，不存在生存危机。尤其难能可贵
的是，他们的表演不修饰、不走样，表演的几乎都
是耳熟能详的传统剧目和曲目，为我们保留了传
承发展东路二人台的一片热土。

二、二人台传习情况

10月12日至13日两天，调研组对呼和浩特

市土默特左旗和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两地二人台
传承情况进行了考察。

二人台扎根于走西口文化土壤，流行于内蒙
古中西部及山西、陕西、河北三省北部地区。在长
期发展过程中，二人台以民歌和民间社火表演为
基础，吸收民间小曲、社火舞蹈、打坐腔演唱方
法，与地区方言融合，并融入当地民俗民风，逐渐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出风格。《走西口》便是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剧目。两天来，通过对专门培养二
人台表演人才的旺旺艺术学校、土默特左旗敕勒
川镇白银厂汉村文化大院、土右旗萨拉齐镇文化
站和文化大院的考察，并观看了不同风格的二人
台曲目表演，我感受到二人台具有深厚的群众基
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据了解，在土默特右旗和
土默特左旗的广大农村依然有大量二人台艺术
传承人和数以几十万计的当地受众，特别是当地
遍布文化大院，每个大院都有固定的演出场所、
特定的表演者和稳定的受众。与乌兰察布东路二
人台有所不同，虽然他们也有不少民间二人台艺
术团走向市场、融入市场，但更多的二人台传承
人以不同规模的文化大院为中心，利用农闲时
间，自带乐器、自备道具、自掏费用，免费为群众
演出，有时也会自行聚集起来，自娱自乐。虽然缺
少经济收入，但凡参与者均乐此不疲，自我感觉
生活滋润。可以说，这是国泰民安的体现，是老百
姓幸福指数不断提高的体现，也是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文化艺术需求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乡村振
兴不可或缺的内容。

土默特左旗民办旺旺二人台艺术学校，是个
特殊现象，自2003年建校以来，虽然校舍、教室、
排练厅等极其简陋，但已有2000多名学生从这
里毕业，其中大部分学生被各地二人台剧团录

用，有的已经担纲主演，成为骨干和中坚力量，使
二人台和东路二人台艺术表演团队不断有新鲜
血液补充，得以葆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各地二人台传承人和表
演团队，除了表演传统剧目和曲目外，还编排有
一些现代戏演出。除了表演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
剧目和曲目外，他们还经常自编自演一些宣传党
的政策的节目，并将身边的人和事编成小型多样
的二人台段子，奉献观众。

三、史诗和祝赞词传习情况

10月16日，在呼和浩特市举办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活
动——2021·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史诗与祝赞词
大会”，来自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内蒙古等全
国各地的史诗和祝赞词传承人共表演了29个节
目。从此次大会呈现的史诗和祝赞词节目内容
看：一是达到了大会宗旨“社会宣传推广”的目
的，让更大范围的社会各界了解了史诗和祝赞词
的分布和流传情况；二是展现了中华各民族共同
体之文化共同体的丰富内容和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的艺术风采；三是展示了史诗和祝赞词作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特有艺术魅力。

1.史诗部分。本次大会主要展示了藏族《格
萨尔》和蒙古族《格斯尔》不同地区的说唱
风格。藏族《格萨尔》更多保留了说唱时的
虔诚心和仪式感。蒙古族《格斯尔》则较多
融入演绎性和娱乐性。以上也是史诗《格
萨（斯）尔》说唱艺术传统使然，各有专长，
各有特色。我们对中国英雄史诗的传承保
护责任重大，一是要让它一代一代传承下

去，只有传承下去，才有可能维护根系。二是传
承和保护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哪一方面，既要强
调内容的原原本本，使其基本内核不走样，又要
提倡说唱形式的与时俱进，利于新的一代乐于接
受。三是既要传承史诗的文本内容，更要传承史
诗的精神养分，让中华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代代
相传。

2.祝赞词部分。本次大会展示了多种内容和
形式的祝赞词。祝赞词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深怀
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大自然是我们生命的缔造
者和一切生活来源的恩赐者，有了长生天，才有
风调雨顺，万物生长；有了长生地，才有田禾庄
稼，家畜野生。我们在享用这一切的时候，首先要
感谢天，再感谢地，还要感谢生养我们的父母祖
先。祝赞词，就是在履行这个神圣的程序。有了新
住所，先祝颂和感谢赐给我们新住所的苍天大地
以及原材料提供者和制作的匠人们，然后才可以
进去住；有了丰盛的羊背子，先祝颂和感谢能够
使这只羊膘肥体壮的苍天大地以及草旺水清，再
割下一点羊头羊尾的肉献祭苍天大地，才可以供
自己和宾客享用；有了醇香的美酒，先要祝颂和
感谢能够让我们酿造出美酒的苍天大地的恩赐，
并将第一滴献祭给苍天，第二滴献祭给大地，第
三滴献祭给祖先，先让他们品尝过了，才可以供
我们自己和宾客享用。所以，祝赞词是古老又很
前沿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在当代整个人类都面临
生态和气候危机，需要我们敬畏自然、顺应自然、
感恩自然、保护生态平衡的时候，祝赞词更具有
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祝赞
词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精髓
的所在，因此，当下我们应当全力推介、宣传和倡
导才是。

（作者系内蒙古文联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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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1日至15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
员会“民间歌谣”与“民间小戏”专家组成员，赴内蒙古中部地区的乌兰察布集宁
区、察哈尔右翼后旗、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准格尔旗等地，走进剧团、学校、
乌兰牧骑、文化大院、博物馆开展调研活动。

此次调研活动时间短暂，走的地方挺多，行程安排显得比较紧张。在当地民
协、相关团体和民间艺人的协调帮助下，我们的收获非常大。深切感受到二人台
的艺术魅力和漫瀚调的历史久远，它们都是蒙古族和汉族深度交融的艺术，也
感受到其深厚的民族文化气息和群众基础，它们展示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也显现出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多姿多彩。

一、内蒙古“二人台”概况

“二人台”艺术流行于内蒙古中部地区及与其相近的河北、山西等地，并且
已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河北康保、山西河曲、陕西
府谷的二人台，而内蒙古有乌兰察布二人台、呼和浩特二人台、土默特右旗二人
台共3项二人台纳入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作。其中土默特右旗被国家文化和旅
游部命名为“中国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和内蒙古二人台艺术节举办地。在土默
特左旗,有中国二人台教育基地——旺旺艺术学校。内蒙古已成为全国二人台
艺术的交流中心，二人台已成为内蒙古一张特色文化名片。

内蒙古二人台的表演艺术团队包括有专业剧团、民间班社、乌兰牧骑演出
队、农村文化大院以及民营的非营利性二人台艺术学校，总体显示出其具有比
较强的演出实力和受众基础。其中二人台专业剧团和乌兰牧骑演出传统剧目比
较少，80%是新编现代小戏。而民间二人台班社则很少有新创作，主要演出传统
剧目，只有少量由文化馆帮助编写的创新小剧目。

二人台表演技艺丰富多彩、风趣幽默，且不乏像《走西口》《回关南》等经典
剧目，但在文化大院和农村班社基本没有年轻人和年轻观众，演员老龄化严重，
演出技艺传承情况不容乐观。在二人台专业剧团和乌兰牧骑演出队的年轻演员
比较多，又比较多地融入现代作曲、舞蹈等元素，表演适合城镇青年人欣赏，但
已失去传统剧目的乡土味道。

二人台表演形式包括山曲、牌子曲、小戏等多种形式并存。二人台以呼和浩
特为界，分为东西两路，我们与当地专家和演员探讨分析了二人台东路、西路的
分界与表演差异。二者在方言和主要伴奏乐器方面有差别。东路多为戏曲形式，
西路多为说唱、对唱、民歌形式，而且我们认为其说唱、民歌的表演形式应该是
二人台小戏表演的前身。

二、“二人台”保护发展生态保护状况调研

在专业院团的调研，我们主要观看了乌兰察布二人台剧团演出融入创新的
传统剧目《回关南》、走访了土默特左旗乌兰牧骑二人台艺术团、土默特右旗乌
兰牧骑演出队。

土默特右旗乌兰牧骑二人台艺术团的前身是“土默特旗歌剧团”，该艺术团
属于全额拨款一类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设办公室(财务室)、编创室、戏曲
队、歌舞队、乐队、舞美队。现有演员40人,其中在编人员19名,同工同酬人员3
名,政府购买服务人员16名,合同工2名。演职人员平均年龄29岁,其中大专以
上学历28人,中级职称7人,初级职称14人,同时完善了内部机制与设施设备。
作为一支正式编制、装备精良、人才汇聚、演艺精湛的地方文化艺术工作团队，
曾经多次被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命名为“一类乌兰牧骑”并荣获“二人台特别贡
献奖”等多项荣誉称号。

土默特左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旗内现有二人台民间小剧团30多个,
常年参与演出人员1200多人,覆盖面达5万余人。可以说,二人台在土默特左
旗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土默特左旗的二人台早期也是属于“丝弦坐腔”形式,后来逐渐发展为分角
色化妆演唱。在表演动作上,吸纳了秧歌的动作;在表演服饰上,吸纳了晋剧的
服饰道具;在唱腔风格上,借鉴了晋陕冀地区的民歌的唱腔,在乐器演奏上,丰
富发展为三弦、四胡、扬琴、笛子等。所以也称为“二人台小班”。在最兴盛时,该
地二人台剧目发展到800多个,如《出归化》《珍珠倒卷帘》《报花名》《画扇面》
《走西口》《挂红灯》等。二人台牌子曲有140多个,如《九连环》《上南坡》《吊棒
槌》《黄莺亮翅》等。

土默特左旗盛行二人台，业余剧团最多达到125个,艺人达2500多人。他
们也对二人台表演进行了大胆改革。首先,他们在保持二人台原“味”不变的基

础上,充分发挥“行腔”的效果,更增添了二人台的演唱特色,在唱腔中,改变了
二人台间奏少、死板的状况,吸收了西口调的间奏特色。同时,按照剧情和剧中
人物性格灵活运用起板曲，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采访专业院团之后，我们又实地调研了敕勒川镇白银厂汗村文化大院，并
观看文化大院和二人台传承人表演。农闲时节,村民们聚集于此,台上好戏连
台,台下掌声不断。村里的二人台文艺队共有20多名队员,都是村里喜爱二人
台的乡亲们,他们中大多数是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文艺队的队员们自备
乐器和服装,大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分工合作,有的负责演奏乐器,有的负责
表演,有的队员既能表演,又能演奏。他们平时所表演的节目有《走西口》《打樱
桃》《探病》《打金钱》《五哥放羊》《挂红灯》《对花》《拜大年》《卖碗》等曲目。节目
以其生动性和通俗性,深受群众喜爱。

三、“二人台”传承形式、途径情况调研

如今，随着现代文化生活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冲击、电影电视的普及，二人
台这一古老艺术形式正濒临危机，对于二人台的保护已是艺人和社会广泛关注
的问题。

通过调研发现：“二人台”专业剧团尽管在剧目与表演形式上有许多改革创
新，甚至参加调演还获得现代奖项，但其演出市场依然不太景气，院团对传统剧
目的传授并不多见。

许多民间二人台班社由个人承包，多流散在偏远地区，只在农闲时或遇红
白喜事才能维持演出。绝大多数民间班社生存艰难、传承困难，演员老龄化严
重、演出市场萎缩，这些问题直接危及二人台戏班的生存，其文化遗产的生态环
境亟待改善。

而农村文化大院的二人台演出，则属于自娱自乐性质的老年人活动，基本
没有年轻人参加演出或者学艺。还有许多老艺人由于年事已高无法演唱，大多
收不到徒弟，农村年轻人很少有兴趣学习。

二人台的发展必须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作出与时代同步，与当代人文观
念、思维方式、生活节奏相适应的新剧目和新形式，培养新一代观众群。

目前，内蒙古各地二人台传承人建立了培训基地，定期深入学校教学生学
习表演，现已培育出许多能完整演出的二人台学员。近几年来,土默特右旗在旗
博物馆专门设立了二人台艺术馆，在旗职教中心开设了二人台乐班、二人台表
演班，旗乌兰牧骑二人台艺术团经常组织二人台进校园活动。

位于土默特左旗的“中国二人台教育基地——旺旺艺术学校”创办于2003
年,是内蒙古西部地区唯一一所二人台艺术学校,承担着中国二人台教育基地
的挖掘、传承、发展、创新等任务。学校采取课堂教学与演出实践相结合的教学
模式,实行全封闭式管理。学校生源全部来自农村,学校不收任何费用,克服了
艺术教育成本高的困难。学校创办以来,实施“重基础课程,创艺术特色,出一流
质量,育特长人才”的治校方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二人台艺术人才。目前在已
毕业学生2000多名中，有300多名学生被四川、天津、北京、深圳等地录用,其
他部分充实到各地二人台剧团。

四、“二人台”艺术的传承窘境和发展前景

经考证，二人台产生于土默特右旗、发展于土默特右旗。土默特右旗二人
台的发展经历了“打坐腔、打玩艺儿、风搅雪、小戏班、民间剧团和专业剧团”并
存的五个阶段。经过中原黄河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相互交融、长期碰撞，
在蒙汉民歌坐腔的基础上吸收民间社火的汉族舞蹈，创造了有唱、念、表演、服
饰、剧情的二人台演唱艺术，后逐渐流传到晋陕冀等地区，形成了各自的地方风
格特点。

受大环境的影响,二人台所面对的不再是与传统歌舞等艺术形式的竞争,
而是面对诸如与电影、电视、网络演艺、快手视频等新的艺术形式的竞争,二人
台要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就需要二人台表现现代生活,以当代审美意识创
造新的审美风格,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二人台自身发展的要求。

二人台艺术的发展创新首先需要保护好传承人,承传其技艺,着力培养青
年后备军，培养好二人台创作团队。同时充分发挥媒体、文化大院、乌兰牧骑二
人台艺术团的传承传播作用,提高广大民众对二人台艺术的认识度和保护参与
度。要保持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优长属性,取艺于人民,还
艺于人民,使二人台艺术展翅高飞。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