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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海麟） 7月28日，“最大
规模的唐卡展示”“最多人同时画唐卡”的2项
吉尼斯世界纪录在中国热贡艺术之乡——同
仁县获得吉尼斯认证。

此次挑战活动由黄南州人民政府，同仁
县委县政府主办，旨在进一步提升“西域胜
境·神韵黄南”文化旅游品牌知名度，提升热
贡文化影响力。活动共征集来自热贡地区的
10126幅红唐、黑唐、彩唐、金唐等艺术作品参
与“最大规模的唐卡展示”挑战项目，并组织
千余名本地唐卡画师现场创作挑战“最多人
同时画唐卡”吉尼斯。

记者在唐卡展示区热贡艺术中心大厅里

看到，万幅热贡唐卡纵横展列，展品交相辉
映，认证人员正仔细审核每幅唐卡作品……

场馆外，千余名热贡本土画师围坐场馆
一周，在吉尼斯官方认证官的见证下，同步绘
制释迦摩尼佛头，并按照挑战规则，在4小时
内完成了打底、上色、开眼等唐卡绘制流程。

历时4个多小时现场挑战以及对展出唐
卡现场核实，吉尼斯官方认证官侯颖现场宣
布，“最大规模的唐卡展示”有效唐卡数量为
10126幅”“最多人同时画唐卡”有效人数为
1005人，活动符合吉尼斯纪录挑战规则，2项
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获得成功！

“热贡艺术”是中华古老的文化艺术百花

园中一朵夺目的奇葩。十五世纪开始发祥于
隆务河流域。数百年来，大批艺人从事民间
佛教绘塑艺术，从艺人员之众多，群体技艺之
精妙，都为其他藏区所少见。2006年“热贡艺
术”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进产名录，
2008年同仁县被国家文化部批准为西北五省
区唯一的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2011年同仁
县被命名为“中国唐卡艺术之乡”。近年来，
随着我州文旅产业进一步推广，艺术品市场
走俏等各个因素，热贡艺术品甚至蜚声海外，
获得了极大成功和高度评价。

同仁县县长罗富贵在采访中表示，热贡
艺术是一项属于世界性的非遗艺术形式，在

同仁县10万干部群众当中，有近3万人从事
热贡艺术。通过吉尼斯认证这种平台，一方
面是向世界展示宣扬异彩纷呈的热贡文化，
有利于增强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大家庭意识；另一方面，也是借力品牌，
着力打造世界级的“热贡唐卡风情小镇”，在
热贡文化产业和带动精准脱贫方面具有深远
意义。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吕霞，州委常委、
州委组织部长陈容，州委常委、州政府副州长
杨志军，州政府副州长叶忠措，州热管委会主
任乔得林等省州县文化旅游部门相关负责人
等5000余人出席活动。

热贡艺术一日摘得2项世界纪录

本报讯（记者 措茂）7月30日，由州委、
州政府主办，州热贡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管
委会、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州坎布拉景区管
委会、尖扎县人民政府、州群众艺术馆承办
的第二届安多藏族民歌大赛暨拉伊大赛在
尖扎县坎布拉镇藏家大院隆重开幕。此次
活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青
海解放70周年，深入推动全省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示范区建设，全力打造“西域胜境·神韵
黄南”文旅活动新品牌。

安多民歌是藏族文学艺术中起源较早
的一种口头艺术，在藏族群众生活中占有
重要地位，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具有独
特的民族文化艺术魅力。进入新世纪以
来，安多藏族民歌这一民间艺术也在不断
地发生着变化，它除了表达感情、丰富生活

外，还在进一步促进民歌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扩大民歌在省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来自甘南、海东、海南、海西、海北等地区
的38名民歌手和40名拉伊歌手将参加比
赛。比赛中，选手们既紧张又兴奋，力求发挥
最佳水平。他们用优美的旋律、宽厚的唱腔、
生动的内容进一步丰富和活跃了群众文化生

活，展示了农牧民群众的精神风貌，提高了参
赛选手对原生态民族传统文化的鉴赏能力，同
时发掘了基层优秀艺术人才。民歌比赛决出
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三名。

此次活动邀请了西北民族大学、青海师
范大学、青海省民间杂志社、甘肃民族歌舞
协会等单位专业人士和安多地区著名歌手
担任评委。

安多藏族民歌大赛暨全省拉伊大赛在尖扎开幕

藏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
化，在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
塑、建筑艺术等方面留下丰富的文化
遗产。藏族民歌就是藏族文学艺术中
起源较早的一种口头艺术，在藏族人
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已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8月2日，黄南州第二届安多藏族
民歌大赛暨全省拉伊大赛在灵秀尖扎
圆满落下帷幕。来自甘南、海东、海
南、海西、海北等地区的38名民歌手
和40名拉伊手云集尖扎，民歌和拉伊
以其雄厚的群众基础广受现场观众的
青睐和欢迎。

这是一场歌喉的竞技，又是一
场民族服饰的展演秀。男子头戴皮
帽，腰束彩带，足蹬藏靴，身佩藏
刀，显露出威武英气。女子则风姿
婀娜，从头到腰缀饰着五光十色的
琥 珀 、 珊 瑚 等 名 贵 珠 宝 和 金 银 饰

物，华贵而美丽。让在场观众领略
歌喉之余，又被精美的藏族服饰所
吸引，大家纷纷用手机定格下一帧
帧美好的画面。

在没有任何伴奏的情况下，歌手
们用高亢质朴的纯净草原之声唱出对
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期盼。年过七旬的
索南措是一位资深拉伊爱好者，她激
动地告诉记者，“我从小就很喜欢唱
拉伊，今天能够观看这么精彩的演
出，感到很开心，感谢政府给我们当
地老百姓准备的文化大餐。”

热旦是来自海北州刚察县的一名
参赛选手，他对记者讲：“我自小就
对藏族传统民歌有着深厚的感情，每
当生产劳作、节日庆贺的时候都会唱
民歌。民歌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样东西，它记录着我每天的生
活和喜怒哀乐，对我非常重要。”

拉伊历史悠久，与藏民族的成长

历程同步，承载着民族的创造力和灵
感，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领
域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此次比赛中
不同地域的藏族同胞将拉伊演绎出鲜
明的区域特色和独到的艺术风格，让
我们在评判的同时，更是感受了一场
无与伦比的藏族民歌饕餮盛宴。希望
参赛选手们能够发挥出自己最佳的水
平，取得好成绩！”评委才叶合加如
是说。

正如藏族有俗语说，“没有歌声
的人犹如一头牦牛，不会跳舞的人就
像一根木头。”不论劳动或休息，从
古至今，藏族人民歌不离口，舞不离
脚。无论田间地头，只要人们聚集在
一起，就地高歌起舞，尽情方休是藏
族人对待生活的最朴实心态，也使这
个民族与一切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感
乘着悠扬的民歌迎面扑来。

文 / 图 本报记者 措茂

民歌唱响民族记忆
—— 第二届安多藏族民歌大赛暨全省拉伊大赛侧记

深情献唱深情献唱 措茂措茂摄摄

本报讯（记者 张海麟 马文莉） 8月1日，第二十
届“那达慕”盛会——天赐蒙旗“天骄杯”传统耐力赛马
大会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腾格里赛马场隆重启幕，来自
四川、甘肃和我省21个县的参赛队伍参加开幕式。省
政协副主席马海瑛宣布大会开幕，州委书记王振昌
致辞。

上午10时，踏着铿锵雄壮的进行曲，由9名消防战
士组成的国旗方队率先入场，标志着大会开幕仪式正式
举行。接着，五星红旗方队、人民公仆方队、民族团结方
队、搏克方队、非遗展示方队、骑手和赛马方队等10支
方队依次入场。新颖华丽的民族服饰，策马奔驰的牧民
马队……让游客目不暇接，不时报以热烈掌声。开幕式
上，国家民委人事司二级巡视员曹新文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示范县”河南县授牌，9名河南蒙旗优秀学子
受到表彰奖励。

河南县位于我省东南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核心区域，是全国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天然优
质草场集中连片分布，被誉为“欧拉羊的家园”“河曲马

的故乡”“藏区赛马之都”。近年来，在中央支持藏区加
快发展政策实施以来，河南县上下奋力走出了一条贯彻

“一优两高”“三区建设”的绿色发展之路，呈现出政治稳
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的喜
人局面。2017年，该县在全省率先实现脱贫摘帽，先后
荣获全国扶贫、法制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先进地区
等殊荣，连续12年通过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认证，

“欧拉羊”“雪多牦牛”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招商
引资实现历史性跨越，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

“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是人
们为了庆祝丰收而在每年八月牲畜肥壮的季节举行的
文体娱乐大会，赛马是“那达慕”大会最重要的活动项目
之一，还包括摔跤、射箭等竞技项目。

开幕仪式上，现场嘉宾及万余名各族群众欣赏了精
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和惊险刺激的3000米耐力赛马预
赛。据了解，本届盛会会期为3天，将开展搏克、押加、
3000米、5000米、6000米、10000米赛马和民歌、弹唱、
非遗展演等文体娱乐活动。

第二十届“那达慕”盛会隆重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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