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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大型交响作品———清唱剧《嘎达梅林》李世相作曲

草 原 艺 苑·名 家 专 版

祝贺“草原丝绸之路的色与形———油画写生内蒙古”作品展圆满成功！

○艺院看点 /吴锡勇 /文图

本报讯 2 月 28 日下

午，在我校党委召开中心

组学习扩大会议上，李延

俊书记以《高校的意识形

态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

为题，结合自己参加自治

区党校党的十九大精神专

题轮训班的学习体会，对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加强意识

形态工作的内容作了专题

讲座。

校领导班子成员、党

政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

各二级院系党政主要负责

人出席会议。

李延俊书记指出：党

的十九大报告对加强意识

形态工作进行了全面深刻

的论述，为新时代进一步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

领导指明了方向。高校作

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

班人的重要阵地，是意识

形态工作的前沿，必须引

起我们高度重视。

李延俊书记在谈到我

校意识形态工作时强调：

我校意识形态工作有两大

亮点：一是举办教师党员

“微党课”，形成了“总支书

记———支部书记———普通

党员”三级党课新格局，壮

大了思政工作力量，丰富

了党建意识形态工作新载

体，开创了全程育人、全员

育人、全方位育人的良好

局面。我校教师党员微党

课已经入选全区“两学一

做”常态化制度化典型案

例（高校仅入选两篇）。二

是创作文艺精品，讲好中

国故事。我校创演的话剧

《阳光少年七彩梦》，讲的

是美德少年的故事，已经

在全区中小学巡演。原创

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

妹》讲的是草原英雄的故

事，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

出，反响特别好。

李延俊书记对我院意

识形态工作提出了具体要

求。他指出：全院各级党组

织必须认真学习并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加

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

导，全面增强“四个意识”，

切实肩负起政治责任和领

导责任，切实解决基层党组

织弱化问题，全面提高意识

形态工作的能力，一刻也不

放松意识形态工作，进一步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全面强化在理论武装、思想

引导和价值引领等方面的

领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

作的领导权。

会上，蔡广志副院长

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进一步纠正“四风”、加强

作风建设的重要批示和有

关保密工作的文件精神。

我院党委书记李延俊率团赴云南参加
2017 中俄艺术高校联盟系列活动

本报讯 2017 年 12 月

11 日，我院党委书记李延

俊率团赴云南参加了 2017

中俄艺术高校联盟系列活

动，并于开幕式后分别与中

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

司李海副司长、中俄艺术高

校联盟俄方主席拉丽萨女

士及俄方高校艺术家代表

见面，商谈了 2018 中俄艺

术高校联盟系列活动在我

院举行的有关事宜。

12 月 11 日，“他者的

风景———域韵彩”2017 中

俄艺术高校联盟系列活动

开幕式在云南艺术学院举

行，来自俄罗斯列宾美术学

院、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艺

术家，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

与交流司，云南省教育厅，

南京、吉林、山东、广西、内

蒙古、新疆艺术学院的代表

出席了开幕式。

中俄艺术高校联盟由

吉林艺术学院于 2012 年发

起，经中国教育部批准，中

俄艺术高校交流基地在吉

林艺术学院成立。中俄艺术

高校联盟成为唯一一个在

中国教育部正式备案的中

国———俄罗斯艺术类高校

联盟。联盟的成立为促进中

俄人文艺术交流，增进中俄

艺术高校之间的往来搭建

了平台。

2014—2016 年，教育

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主办

了三届“中俄艺术高校联

盟”系列交流活动，分别由

吉林、南京、山东艺术学院

承办。承办单位通过艺术采

风、举办展演活动、大师班

教学、学术交流等形式的活

动，展示了本校的教学特

色，提升了国际化办学水

平，促进了中俄双方的人文

交流。

相隔近二十年，再见

到李世相老师，他仍然是

那么的温和，内敛而深

沉。犹如二十年前我就读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声

乐专业时，时任作曲理论

系系主任的李世相老师，

他沉默寡言而若有所思

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

印象。直到 2015 年 7 月

20 日，“歌声中的草原李

世相声乐作品音乐会”如

期而至。整场音乐会，或

欢腾，或悠远，或抒情，或

倾诉，把草原儿女对草原

的热爱眷恋抒发得生动

鲜活而豪迈深情。由作品

解读这个科尔沁草原的

汉子，李世相老师的沉稳

个性里激荡着一颗对草

原沸腾炽热的心，深深感

动了我和在座的听者。

翻看李老师的简历，

七岁便对音乐产生浓厚兴

趣，科尔沁草原苏格台村，

这个内蒙古东部的小村庄

孕育了他深深的草原情，

本为汉族的他，却用尽半

个世纪学习研究蒙古族音

乐。从村子里蒙古族老人

传唱的“乌力格尔”的启蒙

教育，到少年时哥哥给他

买来的二胡，以至 18 岁进

入乌兰牧骑与牧民学唱的

蒙古族民歌，再到 1986 年

他考入他的梦想音乐殿堂

上海音乐学院，李世相半生

与草原结缘，与音乐为伴。

他把他的心语命名

为“我的草原，我的音

缘”，这个来自科尔沁的

汉子像草原上空翱翔的

雄鹰自由雄壮地沉浸在

他的草原音乐世界里，笔

耕不辍，研究不疲。细数

李世相老师作曲的音乐

作品，28 部器乐作品，钢

琴、弦乐、管乐、打击乐以

及最具民族代表性的马

头琴，合奏、重奏、独奏，

《蒙古嫁歌》《呼伦贝尔之

春》《草原思乡曲》以致大

型交响音乐诗《壮美的牧

歌》等等作品，李世相的作

曲几乎全部围绕草原而来，

他的器乐作品被多家文艺

团体和艺术院校采用演出。

33 部声乐作品也紧

紧围绕草原特色和题材，

抒情歌曲居多，他作曲的

歌曲曲风悠扬，秀美，而

不失壮丽和豪迈，把草原

赤子之心抒发得淋漓尽

致。演唱会上，唐代诗人

刘禹锡的《杨柳枝词》也

被赋予艺术歌曲的精湛

技艺运用和巧妙诠释，可

见李老师的艺术修养之

深厚。音乐会尾声，一曲

著名歌唱家阿拉泰演唱

的《跟着你》将音乐会推

向高潮，李世相老师谦和

地走上舞台反主为宾向

阿拉泰献花，体现了他低

调随性的人格魅力。面对

观众们的献花、呐喊、鼓

掌，李世相老师露出了孩

童般真挚的笑容:“回首半

个多世纪的人生旅途，我

一刻都没有离开过蒙古

族传统音乐的滋养，我的

情系在蒙古高原，我的缘

结在草原音乐。是博大的

草原文化，吸引我热爱音

乐；是动人的草原民歌，

给予我音乐创作灵感。我

愿意为歌者为乐者做嫁

衣，作出更多好的音乐作

品！”沉默的科尔沁汉子

掷地有声，情定草原。

他的作品曾多次获

得“萨日纳”奖、“五个一

工程”奖、“群星奖”等奖

项；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

篇，其中五篇获得省部级

以上学术论坛奖励；主持

申报的教学成果“基于民

族音乐‘非遗’传承的音

乐表演特色专业建设”获

自治区政府一等奖。多次

组织策划实施音乐学科

学术研讨会，组织实施自

治区重大音乐赛事活动

等。面对殊荣和成就，李

世相老师仍然谦和执着:

“虽然我是汉族，但是我

是草原的儿子，我热爱这

片土地，我痴迷我的音乐

事业，我更要植根这片热

土，把我们的草原音乐传

承下去，推广传唱到永

远！”（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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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党委书记李延俊

我院党委书记李延俊参加中俄高校联盟系列活动开幕式

荣获全国动漫创意设计大赛十三个奖项

在 2017 年底举办的第十届温州动漫节“金鹿奖”全

国动漫创意设计大赛中，我院新媒体艺术系师生共获得二

等奖 6 个，优秀奖 3 个，入围奖 4 个。

本次大赛由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协会、温州肯恩大

学、温州市工商业联合会联合主办。

温州动漫节一年一次，至今已举办十届，目前已成为

浙南地区最大型的动漫文化主题活动。

入围“新光奖”中国西安第六届国际原创动漫大赛

在西安举行的 2017“新光奖”中国西安第六届国际原

创动漫大赛上，我院新媒体艺术系漫画专业学生作品《机

械动物园》《不能忘记你》《鄂尔多斯婚礼》等绘本作品，入

围“新光奖”中国西安第六届国际原创动漫大赛优秀作品

和民族原创漫画奖，学院同时获得优秀组织奖。

本赛事由西安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卡

通艺术委员会共同主办。 （张正函）

我院党委副书记赵海忠参加第四届全国
艺术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

本报讯 2017 年 12 月

23 日，第四届全国艺术院

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

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我校

党委副书记赵海忠教授出

席论坛，并与参会兄弟院校

领导学者进行了交流。

本届论坛主题为“中国

共产党与中国高等艺术教

育发展”，来自全国艺术院

校的 70 余位领导、专家出

席会议。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司长刘贵芹在开幕式讲话。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仲呈祥作大会主题报告。

与会学者围绕论坛主

题，对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

文艺思想和高等艺术教育

的实践作了系统梳理，深入

分析了习近平文艺思想的

科学内涵、历史地位和时代

意义，并就如何推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艺

术教育发展，发挥高等艺术

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等

议题作了深入探讨。

（李欢喜）

校领导慰问部分离退休老党员、
老 干 部 和 民 主 党 派 人 士

本报讯 1 月 11 日上

午，为了表达对离退休老党

员、老干部的关心、体贴和

爱护，我校党委书记李延

俊、院长黄海，党委副书记

赵海忠、副院长蔡广志等领

导在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的陪同下分别慰问了部分

离退休老党员、老干部和民

主党派人士。

校领导亲切询问了老

同志们的生活和身体状况，

感谢他们为学校建设和发

展作出的贡献。（夏宇航）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人才

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进

一步加强内蒙古自治区高

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人

才强区工程实施，在全社会

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

氛围，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

对我区在教学科研、生产管

理、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突

出业绩，为打造祖国北疆亮

丽风景线作出了积极贡献

的 100 人予以表彰，其中我

校音乐学院院长、硕士研究

生导师李世相教授被授予

“自治区突出贡献专家”荣

誉称号。 （夏宇航）

李世相教授创作与科研成果概况
李世相教授简介：

李世相: 男，汉族，1957 年生于兴安

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内蒙古艺术学院音

乐学院原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著名作曲家。内蒙古音乐家协会第六、

七、八届主席团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毕业于上海

音乐学院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曾

在兴安盟文艺团体工作多年，1994 年调

入内蒙古艺术学院工作，2013 年获内蒙

古自治区“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

出版作品专集：

出版个人作品专集《蒙古族风格钢

琴组曲集》（47 首）、四胡协奏曲《乌力格

尔叙事曲》（总谱）、交响音诗《壮美的牧

歌》（总谱）、室内乐作品集《献给草原人》

（17 部）、声乐作品集《草原风》（30 首）等。

出版著作教材：

专著《蒙古族长调民歌概论》、专著

《歌曲伴奏写作技法》；主编论文集《蒙古

族器乐艺术论集》《蒙古族民歌的调查与

研究》《音乐系教师学术文集》；主编特色

教材《马头琴独奏曲选》《蒙古四胡教程》

等 10 册，参编教育部后期本科教材《歌

曲写作基础》等。

发表论文作品：

在全国学术期刊发表论文《长调民

歌中蕴含的现代作曲技法》《草原在他优

美的旋律中延伸》《论长调民歌的独特结

构形式 - 叠唱体》《蒙古族长调民歌旋律

的拖腔体特征探析》《蒙古族短调民歌的

基本艺术特征》《潮尔现象对蒙古族音乐

风格的影响》《科尔沁短调民歌的旋法特

征》《漫瀚调旋法个性管窥》《乌拉特 - 巴

彦淖尔短调民歌风格色彩探微》《色拉西

潮尔乐曲的旋律创作手法探析》《蒙古族

短调民歌中的“马步节奏”内涵》等 22

篇。歌曲《奶茶情》《在草原,听百灵》《草原

夜歌》《杨柳枝词》《跟着你》《草原迎来昭

君女》《草原夜色多美好》等 15 首，小提

琴与钢琴《大漠踏歌》、双簧管独奏《小牧

民》、钢琴独奏《圣宴》《蒙古嫁歌》等 8 首，

发表于《音乐创作》等国家核心期刊，并

在国内外各类舞台经常上演。

教学科研成果：

主持教学成果“基于民族音乐非遗

传承的音乐表演特色专业建设”获自治

区政府一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主

持负责“音乐表演（蒙古族音乐）”国家高

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主持完成国家

艺术学基金项目“蒙古族短调民歌（包古

尼哆）”，完成自治区高校科研项目“蒙古

族长调民歌音乐形态研究”“蒙古族传统

音乐中的作曲技法研究”等；完成内蒙古

自治区第一批品牌专业“音乐表演”建

设、精品课“作曲技能课”建设等 。

专著《蒙古族长调民歌概论》获内蒙

古政府“第一届哲学与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二等奖，专著《歌曲伴奏写作技法》获

内蒙古政府“第二届哲学与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三等奖；论文《蒙古族长调民歌

的基本特征探微》获自治区文联第二届

文艺评论二等奖，论文《蒙古族长调民歌

的基本特征探微》获“首届草原文化与艺

术论坛”一等奖，论文《论蒙古族长调民

歌的独特结构形式 - 叠唱体》获“国际蒙

古族长调论坛”三等奖等十余项不同等

级奖励。

作品获奖情况：

四胡协奏曲《乌力格尔叙事曲》曾获

内蒙古自治区首届交响乐比赛作曲一等

奖、“萨日纳奖”“八省区四胡电视大奖赛

- 最佳创作奖”及蒙古国“草原金秋 - 经

典作品奖”；钢琴组曲《少年那达慕掠影》、

交响音诗《壮美的牧歌》曾获内蒙古政府

“萨日纳奖”；弦乐四重奏《献给草原人》曾

获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室内乐比赛 - 作

曲二等奖”，歌曲《跟着你》《草原迎来昭君

女》《在草原，听百灵》《红花绿草地》等曾

获自治区党委“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

“群星奖”、中国音协“音乐创作年度奖”等

十余项。许多作品经常在国内外音乐厅

及专业比赛中上演，社会影响广泛。

作品音乐会等：

一、2014 年 7 月成功举办“琴声中的

草原 - 李世相器乐作品音乐会”。

二、2015 年 6 月成功举办“草原风 -

李世相草原风格艺术歌曲音乐会”。

三、2015 年 7 月成功举办“歌声中的

草原 - 李世相声乐作品音乐会”。

四、2016 年 6 月上演原创大型交响

作品 - 清唱剧《嘎达梅林》（作曲）。

五、2014 年 10 月出版发行“壮美的

牧歌”李世相器乐作品 CD 专辑。

六、2015 年 10 月出版发行“歌声中

的草原”李世相声乐作品 CD 专辑。

李世相教授被授予自治区
“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

新媒体艺术系师生获奖喜讯

黄海院长等领导与参加油画写生作品展的画家、嘉宾合影（作品详见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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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2018 年 1 月
编辑部电话：(0471)4971652

把
草
原
音
乐
推
广
传
唱
到
永
远

李世相教授

（夏宇航 / 图）

李延俊书记在我校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上强调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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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0 日 15 时，《草原丝绸之路的色与形———油画写生内蒙古》作品展在内蒙

古美术馆新馆三层 11 号展厅开幕。展期 9 天。

本次展览系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暨我院建校 60 周年献礼项目创作成果，项目主持

人为侯明教授，由内蒙古艺术学院孟显波、侯明、刘乐明、文胜、博·阿斯巴根五位教师

作品组成。五位教师和画家，在他们几十年的教学和写生创作中，充分接触和感悟了内

蒙古草原的风貌和内涵，风格各异的作品，集中展现了他们近年的写生创作成果和对

绘画生命的艺术体悟。

编者按

《草原丝绸之路的色与形———油画写生内蒙古》作品展选登（2—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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