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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里的昌吉
——塔塔尔族撒班节

项目级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布时间：2011年
申报县市（单位）：奇台县
奇台县大泉塔塔尔族乡是全国唯一的以塔塔尔族为主体的民族乡，塔塔尔

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生计方式以农耕和放牧为主。撒班节是塔塔尔族的传统
农事节日，也是塔塔尔族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塔塔尔人由从事畜牧业逐步转变为从事种植业之后，他们将原来以铁锨、
坎土曼、镢头等工具翻地种植作物的生产方式，改为以“犁铧”为工具耕种作物的
生产方式。后塔塔尔人为了庆祝“犁铧”这一先进的生产工具，特地用犁铧的塔塔
尔语读音“撒班”来称谓这种庆祝活动，久而久之这种庆祝活动演变为塔塔尔族
的传统节日，因此撒班节也可以说就是犁铧节。

青铜时代，长120厘米、
宽 21 厘米、厚 27.5 厘米，昌
吉博物馆收藏，国家三级文
物。

鹿石，即刻有鹿纹的石
头。形状为长方形石碑，最上
端刻有一圆圈，稍下刻有一直
线或点线纹，线以下一般有鸟
喙状鹿群，头朝上向圆圈作飞
翔状。这代表古人向太阳敬
献，是太阳崇拜的实物见证。
在古代游牧民族的心目中，唯
有世上跑得最快的鹿和马，方
能追随宇宙中最光辉、最富有
生机的太阳。将鹿石立于墓
地，有崇拜纪念意义，反映了
北方民族对鹿的喜爱和崇拜，
显示了万物有灵。

鹿石距今有 3500 年—
4000年的历史，它分布极其
广泛，几乎遍及整个欧亚草
原。

撒班节上，群众表演塔塔尔族舞蹈《撒班托依》。

让文物说话
——鹿石

文艺精品一览
——中国画《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画，该作品
主要描绘了人大代表参会后回到乡
里，大家兴冲冲地围过来想要了解会
议精神的场景。该作品入选第十三届
全国美术作品展。

作者韩志强，男，1973 年 9 月出
生于新疆，第六届“天山文艺奖”获得
者，作者作品先后入选第十二届、十
三届全国美展，多幅作品入选国家及
自治区级展览并获奖。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画。
（本栏目文图均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提供）

鹿石。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5月28日，
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传播交流推广
项目，由山东艺术学院戏剧学院排演的
原创话剧《雪落无声》西部巡演在昌吉
州艺术剧院小剧场演出。当天，此剧在
昌吉演出两场。

《雪落无声》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作
品，它以我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某艺术

院校的艺术教育变迁和几代艺术人的
价值追求为创作背景，讲述了一群大学
四年级的表演专业的学生和他们即将
退休的老师张建博排演毕业剧目的故
事。全剧一剧三核，“戏中戏中戏”样式
的情境构成方式，营造了独有的舞台时
空关系。三条线索在相互交融中层层推
进，使剧情百转千回。演出过程中，观众

席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昌吉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大二学

生热依汉古丽·麦提图尔孙看得津津有
味，情绪随着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而波
动，她说：“该剧紧贴我们大学生的实际
生活，人物形象鲜活生动，还有精美的
舞台和动听的音乐。整场话剧通过蒙太
奇手法将我们当代大学生的困惑与上
一辈人的人生经历进行了演绎，我感受
到了他们在生活中面临的迷茫、渴望和
对理想的追求。”

该剧制作人、山东艺术学院戏剧学
院院长董亮说：“《雪落无声》两次入选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得到了业内专
家的充分认可。剧目以师生视角思考恢
复高考、改革开放等时代命题，将个体
生命反思与时代命题、民族命运相关
联，折射出不同时代的个体担当与家国
情怀。我们希望《雪落无声》西部巡演以
文化艺术交流为契机，以戏剧展演为载
体，推动两地文化艺术的共融互促。”

据了解，《雪落无声》自2019年6月
首演以来，已在南京、济南等地演出
60余场次。《雪落无声》西部巡演自5月
14日在喀什市启动，接下来还将前往乌
鲁木齐市、甘肃省兰州市、青海省西宁
市等地演出，预计共演出17场次。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报道：5月
27 日，2024 年昌吉州群众合唱指挥暨
基层文化带头人培训班在昌吉市文化
馆开班，来自全州各县市的30余名基层
文化带头人参加培训。

简短的开班仪式后，昌吉市文化馆
馆长、昌吉市音乐家协会主席潘进给学
员们上了一堂《群众合唱指挥技法实
践》课程。“半个月亮爬上来……”学员
们在潘进的带领下，拿着教学歌谱，分
高声部和低声部练习合唱，这种理论结

合实践的教学模式让学员们学起来很
轻松。

此次培训为期 5 天，学员们将参加
《声乐艺术及其审美》《声乐理论与实践
若干问题的探讨》《多声部“花儿”合唱
作品的创作与实践》等理论和实践课
程，课程结束后会进行汇报演出，检验
学习成果。

呼图壁县主旋律音乐工作室负责
人马双河从事合唱指挥工作近5 年，经
常为呼图壁县艺术团体和单位排练节

目。马双河说：“这次学习针对性强，对
我启发很大，希望通过学习能够提升我
的指挥能力。”

合唱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对于
弘扬高雅艺术、倡导积极人生、培养团
队协作精神、展示地方人文风貌有着积
极的意义。昌吉州文化馆副馆长于晶晶
说：“希望通过此次专业化的培训，进一
步提高昌吉州基层文化工作者合唱指
挥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让更多人爱
上合唱。”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为加
强我州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5 月 31 日，昌吉州太极拳

（八段锦）项目二级（三级）社会体
育指导员培训班在昌吉市开班。来
自全州各县市的90名太极拳（八段
锦）爱好者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为期 3 天，由多名国
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一级教
练员围绕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责
及素质提升，体育活动的组织谋
划，八段锦、太极拳的八法五步等
内容展开授课。培训结束后，学员
通过理论测试和实操展示两项考
核，取得太极拳（八段锦）项目二级

（三级）社会体育指导资格证书。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构建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和全民健身志
愿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在促进群
众体育常态化、生活化和科学化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记者从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
电视和旅游局了解到，这次培训是
太极拳（八段锦）项目近5年来培训
规模最大的一次，昌吉州今年已经
开展了广场舞项目的培训，年内还
将陆续开展群众基础好、社会需求
大的足球、田径等5个项目的培训。
目前，昌吉登记在册的社会体育指
导员超过5000人，按照《昌吉州全
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年）》
提出的“达到每千人拥有 3.5 名社
会体育指导员”的规划（按当前人
口比例测算，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
大约应为5650 人），有望在今年达
成目标。

本报讯 记者付小芳、通讯员
于雪、王博报道：5 月 30 日，“多威
杯”2024 年 U 系列田径联赛（新疆
赛区）在昌吉体育馆圆满落幕。此
次比赛为期 2 天，全国 500 余名选
手报名参加资格赛。其中200余名
选手达到 2.5 级标准，获得总决赛
参赛资格。

此次比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田径协会主办，昌吉州文化体育
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昌吉市人民政
府承办，中国田径协会、昌吉市文
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协办。比
赛设 U20、U18、U16 三个组别，竞
赛项目包括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米、1500米、3000米、5000
米等径赛项目，以及铅球、跳高、跳
远、铁饼等田赛项目。

当日上午，随着发令枪响，参
赛选手如离弦之箭般冲出起跑线。
他们不畏强手、你追我赶，展开了
一场速度与耐力、激情与意志的较
量。一时间，观众席上呐喊声和助
威声不绝于耳。在紧张激烈的角逐
中，参赛选手充分展现了高超的竞
技水平和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

“我们将全国联赛引进新疆，
不仅为新疆运动健儿提供了一个
参赛达级的机会，帮助他们圆梦，
而且让更多新疆孩子在家门口就
能感受全国赛事的魅力。”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体育局体育训练一大
队训练科科长杨恩点说，“我们选
择在昌吉举办比赛，就是想通过比
赛宣传大美昌吉，让更多的孩子感
受新疆之美、昌吉之美。”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壮观的秋
收景象、惬意的校园生活、旖旎的自然
风光……5月28日，“时光未来”昌吉学
院美术与设计学院2024届美术学专业
毕业生绘画作品展在昌吉州文联展厅
开展。

本次展览共展出了昌吉学院美术
与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2024届毕业生
的100余件（组）毕业设计作品，作品涵
盖中国画、油画、壁画、雕塑、装置及综
合材料绘画等多种艺术形态。这些作品
是该学院美术学专业应届毕业生在导
师的指导下，历经半年创作而成的。

昌吉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2024 届
美术学专业学生马宇卓站在她的油画
作品《丰收的季节》前向观展嘉宾介绍
自己的创作灵感：“画中拿着玉米的是
我的父亲，旁边笑得特别灿烂的是我的
母亲。我是一个农村孩子，这些年，家里
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所以我想用自己
的特长记录下玉米收获的场景。这是我
大学4年中最满意的一幅作品。”

昌吉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2024 届
美术学专业学生马锐的 12 幅人物肖像
组图，是在玻璃钢上着色创作的，这一

系列作品描画了人民警察、快递员、环
卫工人、医护人员、厨师等人物形象，让
观众通过作品感受到了学生具有人文
关怀的创作思考。

“这些作品用艺术的语言讲述着大美
新疆的鲜活故事，部分作品的笔触虽略显

稚嫩，但从选题内容到艺术表现形式都表
达出这些年轻学子对艺术的独特思考方
式，展现出他们鲜活的创造力。展览展示
了昌吉学院的教学成果，也为社会各界贡
献了一场有温度、有创新、有独特视角的
展览。”昌吉州文联主席罗江宁说。

话剧《雪落无声》巡演走进昌吉

话剧《雪落无声》主人公张建博（右）回忆下乡的场景。 □本报记者 许 乐摄

昌吉州太极拳（八段锦）项目

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开班

“多威杯”2024年U系列田

径联赛（新疆赛区）在昌落幕

昌吉州群众合唱指挥暨基层文化带头人培训班开班

这里有展等你来

昌吉学院2024届美术学专业毕业生绘画作品展开展

用艺术的语言讲述大美新疆

5月28日，市民在昌吉州文联展厅观展。 □本报记者 许 乐摄

“童心逐梦常青藤”庆“六一”少儿书画展开展

展览首日吸引超3000人次观展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五彩斑斓
的海底世界、大气磅礴的山川河流、
可爱的卡通人物、平直秀美的硬笔书
法……6 月 1 日，“童心逐梦常青藤”庆

“六一”少儿书画展在昌吉州美术馆开
展。

记者在昌吉州美术馆看到，全州各

地少年儿童绘制的585幅中国画、书法、
水粉画、素描、简笔画、手工等类型的书
画作品整齐陈列在一楼展厅。这些绘画
书法作品充满了童真和创意，从充满想
象的科幻世界到充满诗意的田园风光，
再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展现了少年
儿童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

“你画得真棒，爸爸妈妈为你骄
傲。”“这幅画用色大胆，很有个人风
格。”“我要继续努力，希望自己的作品
也能被展示。”展厅内，前来观展的家长
和孩子络绎不绝，他们或小声交谈分享
感受，或驻足欣赏拍照记录。

昌吉市第三小学四年级（1）班的王
马名泽学习绘画已有4年时间，他参展的
作品主要是中国画。王马名泽自豪地向
记者介绍说：“我最满意的是这幅水彩画

《龙》，龙在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力量和勇
气，希望我也能和它一样勇敢有力量。”

活动现场，主办方还在互动环节邀
请了100名少年儿童在数十米长的画卷
上共同绘画，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示
自我、交流学习的机会。

据了解，本次书画展为期5天，参展
的585幅作品是从1000幅作品中选出，
主要由6至12岁的少年儿童创作。展览
首日，前往昌吉州美术馆观展的人数超
过3000人次。本次书画展由昌吉市文旅
局、昌吉市文联主办，昌吉州美术馆、昌
吉市美术家协会、常青藤艺术培训有限
公司承办。本次展览是昌吉州美术馆探
索“馆地联合”新模式的一次成功尝试。

小朋友在自己的画作前打卡拍照。 □本报记者 许 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