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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格爾黃河大峽
谷，作為 「中國最美十

大峽谷」 之一，以其廣袤的黃河峽谷風景和
深厚的文化底蘊，吸引眾多遊客的目光，香
港學子們在此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採寫活
動。乘坐遊船穿梭於峽谷之間，感受黃河水
流的磅礴氣勢。這裏不僅有經典旅遊線路，
還有令人心潮澎湃的娛樂活動項目。

在眾多景點中，玻璃水滑道成為香港學
子們爭相體驗的熱門項目。這條透明滑道如
銀色綢帶般穿梭於峽谷之間，為遊客鋪展了
一幅震撼人心的自然畫卷。學子們全副武
裝，踏上滑道，瞬間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刺激
與快感之中。他們的尖叫聲、歡笑聲交織在

一起，與奔騰的黃河水共鳴，展現出青春的
活力與激情。

在體驗過程中，香港學子們不僅感受到

了玻璃水滑道帶來的極致刺激，更被黃河大
峽谷的壯麗景色所震撼。他們俯瞰腳下的峽
谷，只見黃河水在峭壁間流淌而過，形成了
一幅動人的畫卷，讓學子們彷彿與大自然融
為一體，感受到了生命的無限可能。

黃河大峽谷其他娛樂項目也備受遊客青
睞。學子們乘遊船悠然泛於黃河水面，感
受河風輕拂、水波蕩漾的寧靜；纜車緩緩
升空，大峽谷的壯麗景觀一覽無餘，令人
讚嘆不已。這些多元化的體驗項目，不僅
全方位展示了黃河大峽谷的自然美景，更
讓學子們深入了解了這片土地深厚的人文
歷史。

大公報實習記者 韓飛月

遊客青睞

▲學子體驗漂流。 大公報記者喬輝攝

傳遞百年蒙漢情 漫瀚調走向世界
黃河大峽谷上的非遺 融合不同民族音樂文化

爭相體驗玻璃水滑道

治理具成效 黃河蛻沙衣

漫瀚調經過逾百年的歷史沉澱，是蒙古
族和漢族在長期的共同生產生活中融合產生
的文化。明清以來，隨着漢族群眾的逐步遷
入，鄂爾多斯大部分地區形成了蒙漢雜居
區，為漫瀚調的產生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
壤。清代中期以後，越來越多的移民遷入內
蒙古草原，漢族群眾在演唱蒙古民歌時，由
於語言交流障礙，開始填上漢語歌詞，這就
是漫瀚調的最初形態。隨着時間的推移，蒙
古族群眾也逐漸接受並學着使用漢語演唱這
些歌曲，漫瀚調逐漸被兩個民族所接納和喜
愛。

舉辦比賽挑選傳承人
動人的音樂、悠揚的歌聲，漫瀚調的表

演令遊客印象深刻。在王瑞英看來，由於漫
瀚調只能依靠表演者自行揣摩學習，其傳承
之路充滿艱辛。 「很多唱漫瀚調的歌手都沒
有老師授課，就是從小聽先輩們唱慢慢自
學。目前漫瀚調的傳承人面臨着老齡化的問
題，而年輕人大多數喜歡追求新鮮的東西，
這就令喜歡漫瀚調的觀眾和從事漫瀚調的人

越來越少。因此，這更需要我們花大精力去
廣泛開展宣傳工作，把寶貴的文化遺產留下
來。」

為了保護這一文化瑰寶流傳於世，王瑞
英等一眾漫瀚調傳承人與當地政府齊心協
力。王瑞英表示， 「目前漫瀚調有1位國家級
的傳承人，5位市級傳承人，40多位旗級傳承
人，包括歌手傳承人和器樂類傳承人。這些
傳承人都是通過參加漫瀚調大賽評選出來的
優秀歌手，及日常參加演出等為漫瀚調的傳
承做出貢獻的人。」

出國演出宣傳漫瀚調
為解決漫瀚調在教學方面存在的困境，

王瑞英表示， 「老一輩漫瀚調藝術家的影像
資料正在被製作保存，通過籌備漫瀚調研究
所和社區傳習所，讓漫瀚調的學習逐漸具有
明確的章法與規律。此外，在青少年發展中
心以及多所學校中開設漫瀚調課程，激發青
少年對漫瀚調的興趣，提高保護與傳承非遺
的意識。」

李智慧接受採訪時表示， 「我們每3年舉

辦一次漫瀚調藝術節，這是當地最重要的漫
瀚調推廣活動。在藝術節上，許多周邊市區
的漫瀚調歌手都會去參加比賽爭奪名次，讓
歌手們在競爭中交流唱腔技藝，亦讓觀眾們
在欣賞表演的過程中感受非遺魅力。」

在漫瀚調傳承人的不懈努力下，這種音
樂形式不斷發揚壯大。為讓更多人理解欣賞
漫瀚調這一民族藝術形式，當地政府花重金
打造的漫瀚調音樂劇已在多個省市演出。漫
瀚調傳承人們還曾受邀前往法國，讓漫瀚調
唱響在國外的舞台上，讓更多人感受到中國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魅力。

▲學子們參加篝火晚會。 大公報記者喬輝攝

陽婆婆落下又升起，月牙牙變圓見着你，咱二
人相好手拉手，綿膀膀靠在懷裏頭」 。作為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漫瀚調起源於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是蒙漢民族
相互融合形成的獨特藝術形式。初期的漫瀚調蒙語與漢語兼用，
融入了陝北民歌的潤腔和旋法，將蒙漢兩族的音樂相融，使之得
到交流與昇華。日前，香港傳媒學子前往凖格爾黃河大峽谷，坐
在夕陽下的窰洞四合院裏，聆聽台上餘韻悠長的漫瀚調，與漫瀚
調傳承人王瑞英、李智慧對談，感受這一文化走過的漫長歲月。

大公報實習記者 周汀柔、馮智然、趙錦誠、
陳詠琳、蔡偉韜鄂爾多斯報道

掃一掃有片睇

▲準格爾黃河大峽谷景色壯麗。 大公報記者管樂攝

◀漫瀚調演出。
大公報記者

喬輝攝

漫瀚調，又稱 「蒙漢調」 ，流傳於內蒙
古自治區的準格爾旗，至今已逾百年。清末

時期，漢人大量湧入準格爾旗，此區成為蒙漢混居地帶。隨着
時間的推移，蒙漢兩族在生活、文化和藝術等方面相互交流，
漫瀚調即是其中一個例子。漫瀚調以蒙古族短調民歌為母體，
融入漢族民歌，形成獨特的音樂。

漫瀚調曲目繁多，現已收集整理出90支，詞意大體可分
為思苦、歌頌、情愛、渴盼、哀怨、離愁、新聲七種類型。

漫瀚調乃民間小調，以笛子、四胡、揚琴等樂器組成的樂
隊作為伴奏，此外還用到梆子、四塊瓦等打擊樂器，表現力較
強，且音域寬廣。代表作品有《大河畔上栽柳樹》、《白大
路》等。 大公報實習記者 陳詩琦、嚴鈺儀整理

按照既定行程路線，一眾香港學子
向着黃河大峽谷的方向前進。誰能想到

在即將到達的時候，我們的大巴車陷入了軟泥之中。如此龐大
的一輛巴士，愣是被那一小處的軟泥陷得動彈不得。本以為此
行我們將被困在這荒涼郊區，而無法準時到達準格爾旗時，神
奇的事情出現了。

不到半個小時就有附近的村民前來支援我們。他們開來一
輛裝載機，將大巴車前方的小土坡推平，幾位村民再協助綁緊
連接巴士與鏟車的拖車繩。隨着幾聲發動機的轟鳴，小小的鏟
車全力帶着有自身兩倍大小的大巴向前駛去。一次、兩次……
終於，大巴的輪胎脫離了泥濘，回到了平路上。站在路兩側的
學子和村民們共同歡呼起
來。這一刻我似乎感受到了
我們追求蒙港文化交流的意
義所在。

相知相識，收穫美好友
誼。這一次簡單的拖車事
件，是一個插曲，也是當地
村民與香港學子間的美好回
憶。

大公報實習記者 施宏咪

大巴車陷泥濘 村民熱心相助
學子手記

▲採訪車陷坑，裝載機來救。
大公報記者王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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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長江行動
香港傳媒學子內蒙古行

之6

「解通銀漢應須曲，才出
崑崙便不清」 ，站在準格爾黃

河大峽谷內的觀景台，香港傳媒學子們心情激動地
欣賞黃河兩岸的美景，出乎意料的是眼前所見並非
混浪滔天的萬里沙，而是清瑩秀澈的碧波。

作為母親河，黃河的中游河段流經黃土高原，
支流帶入大量泥沙，使其成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
河流。在黃河的治理上，自1980年起，水利部、黃
委會、黃河中游局、內蒙古自治區水利廳等部門展
開了 「保護母親河大行動」 。

具體來看，準格爾旗在沿黃範圍連續實施了國
家水土保持重點治理項目、水土保持治溝骨幹工
程、砒砂岩沙棘減沙生態治理項目、沙棘減沙工
程、黃土高原淤地壩建設項目等水土保持治理項
目。

另外輔以打造生態廊道，推行河長制、湖長
制，嚴格執行24小時入黃水質監管。黃河終於蛻去
「沙」 衣，一灣清水靜卧準格爾，為遊客呈現嶄新

面貌。

帶動當地村民收入
黃河水清，峽出平湖，給沿黃地區旅遊業的發

展創造了新機遇。黃河準格爾段碧波如練，兩峽嶙
峋險峭，谷中坐落一淳樸古村落，吸引國內外遊客
尋幽探勝，紛沓而至。

對於當地村民而言，黃河大峽谷成為風景秀麗

的4A級景區極大帶動了當地村民的收入。黃河大峽
谷負責遊艇項目的駕駛員張師傅談及過去感慨萬
千。他說： 「我2000年開始在河上駕駛擺渡船，擺
渡貨物和汽車，後來從擺渡公司離職了，正好碰上
黃河大峽谷旅遊項目招聘遊艇駕駛員，便在幾年間
親眼見證了黃河的治理。」

在他的印象中，最直觀的感受是水清了，遊客
多了，村民工作變輕鬆了，收入也提高了。他表
示： 「現在環境變好了，從前的黃河水不是現在這
樣綠的，是黃色的，河裏還經常會有垃圾。之前的
村民都很窮，沒有什麼收入來源，只能靠河裏打魚
為生。來旅遊的人體驗方式很單一，就是品嘗一下
當地的魚，甚至連最基本的衞生和廁所這類問題都
沒法解決。現在黃河大峽谷生態旅遊火了，遊客與
日俱增，附近的村民既可以在景區打工，也能做點
小生意，拓寬收入渠道。」

大公報實習記者
陳詩琦、張博涵、嚴鈺儀、李嘉垣、楊知墨

村民見證

▲學子們為黃河大峽谷點讚。 大公報記者喬輝攝 ▲學子們搭船遊黃河大峽谷。 大公報記者王月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