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梅、玉荣落泪了。民
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
把她们带回到55年前的那
个暴风雪之夜。

观众流泪了，这部舞
剧勾起了一代代人共同的
记忆。

查和日玛和查苏娜哭
了，在舞台上塑造龙梅、玉
荣的三年里，“草原英雄小
姐妹”已经印刻在她们的
心里，她们学习英雄、演绎
英雄，现在终于懂得了英
雄的真正含义……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之际，内蒙古艺术家们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
右旗乌兰牧骑队员回信精
神，给党和人民交上了一
份满意的答卷。民族舞剧
《草原英雄小姐妹》为内蒙
古文艺带来了高光时刻，
并带领观众穿越时空，回
归初心。

力 量 的 源 泉 在 哪

里———不变的信仰是不断

前行的动力

在内蒙古艺术学院，
参演民族舞剧《草原英雄
小姐妹》的演员们已经回
归了课堂，正在补因为比
赛落下的课程。“查和日玛
不再是以前的查和日玛
了！”舞剧中龙梅扮演者查
和日玛对这个说法心领神
会。从演“小草”到演龙梅，
她完成了一次化茧成蝶的
蜕变。

三年前，内蒙古艺术
学院乌兰牧骑舞蹈团的
108名成员开始了舞剧的
创排。演员们饱含着对事
业的那份热爱，将乌兰牧
骑精神贯穿整台剧目。

三年前，主创团队带
着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责
任使命，踏上了从“高原”
走向“高峰”的征程：38次
的创作修改和研讨，5个版
本的打造，42场演出，民族
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历
经艰苦而又美好的孕育过
程，终于填补了自治区在
文华大奖领域的空白，实
现了零的突破。

三年里，从草原到北

京，从“荷花奖”到文华大
奖，记者见证并记录了民
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
的不凡历程。众所周知，文
华奖是对我国近年文艺创
作最高规格的检阅，习近
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强调，文艺工作者要
勇攀“高峰”。

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
乌兰牧骑回信指示精神也
鼓舞着大家。作品的成功
得益于自治区党委、政府
的政策扶持，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等相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这份光荣属于奋进
中的全区文艺战线。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冯双白曾评价，《草原英雄
小姐妹》在舞剧创作的历
史上具有开拓意义，舞剧
选材既大胆又有意义，通
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歌颂
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爱
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精神
引领的英雄行为。

文华大奖是文化和旅
游部设立的国家专业舞台
艺术政府最高奖项，民族
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获
此殊荣，是内蒙古为打造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的精品力作而进行的
成功探索与实践。

登顶“高峰”靠什

么———精品之所以“精”，

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

6月6日，在呼和浩特
举行的创作交流会上，当
一个个主创团队代表上台
发言，大家都哽咽着久久
说不出一句话。想一想每
次演出后，演出服被汗水
浸透，必须用风扇才能吹
干；想一想台下三年多来
各个身兼数职、常年无休
的剧组成员；想一想身患
胃癌，在创排期间做了胃
部全切手术的导演……

“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精
神，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
乌兰牧骑舞蹈团的每个
人。三年多来，剧组全体成
员打下了“献礼自治区70
周年”、勇夺“荷花奖”、摘
得文华大奖桂冠三大攻坚
战。

55年前，龙梅和玉荣
跟暴风雪搏斗了24个小
时。查苏娜接到扮演玉荣
的任务时，正在读大学二
年级，19岁的她面临最大
的挑战是把自己变成9岁
的玉荣，每场排练对她来
说都是一场“暴风雪”。

“大浪漫”是小姐妹出

场舞段，四分钟的表演排
了整整三个月，演员们不
停地在绝望和希望中摇
摆，感觉到史无前例的迷
茫和焦虑。创排刚刚开始，
已经有人质疑：照这样的
进度，在一年之内舞剧能
排出来吗？

还有一个月就要进行
“荷花奖”的评比，龙梅的
扮演者出国了，临危受命
的小演员当时就被吓哭
了。

备战“荷花奖”期间，
为了精益求精，导演赵明
决定重排一半的戏份。看
着舞台上羸弱的导演，演
员们忍不住在台上掉泪，
导演爱人在台下默默流
泪。不眠不休的工作，赵明
突发肠梗阻住进了医院，
对于一个胃部全切的患者
来说，肠梗阻意味着更多
凶险。当编剧赵林平看到
病弱的导演浑身插满管子
躺在病榻之上，作为舞剧
的发起人，她终于崩不住
了，任泪水夺眶而出。一路
冲过千难万难的她，第一
次感到后悔。

困难就像暴风雪一样
接踵而至，主创团队团结
一致走过一个个至暗时
刻：“大浪漫”舞段成为最
美的出场，舞剧相继摘得

“荷花奖”和文华大奖。英
雄是时代的辉煌、历史的
记忆，是一个民族最闪亮

的坐标。“草原英雄小姐
妹”的精神最终成就了这
部从“高原”走向“高峰”的
扛鼎之作。

积跬步，至千里。近两
年，自治区加强顶层设计，
出台规范性文件，每年投
入4000万元作为精品剧目
创作扶持资金，国家艺术

资金资助内蒙古项目共计
85个。

“草原英雄小姐妹”的

精神要怎么传承———坚守

艺术理想 用精品力作为

时代培根铸魂

在上海保利大剧院，
物业工人已经记住了乌兰
牧骑舞蹈团，因为没有哪
个文艺团体入场那么早，
排练次数那么多。无论多
累多苦，演员们看到化妆
间里的龙梅和玉荣，都不
敢叫苦叫累。因为一个半
小时的舞蹈，困难再大、流
汗再多，也不可能超越龙
梅和玉荣与暴风雪搏斗的
24个小时。

民族舞剧《草原英雄
小姐妹》的主题是讲述55
年前的故事，但时代感体
现得却非常强烈，社会责
任感贯穿始终。传承什么
和如何传承，这部舞剧以
艺术的手法给予了明确的
回答。

乌兰牧骑舞蹈团进行
了一场又一场的演出，精
湛的表演拨动了观众的心
弦。“老”故事在保持丰厚

历史底蕴的同时焕发出新
光彩，走进了当代青少年
的内心。

三年多的时间，表演团
队成员都被“草原英雄小姐
妹”的精神感染着，演绎英
雄的人，都有了英雄的情
怀。导演赵明卧床修养时曾
深有感触地说：“55年前，还
是个孩子的龙梅和玉荣，为
保住集体羊群，以顽强的毅
力、不屈的精神与肆虐的暴
风雪抗争并最终战胜暴风
雪，我为导好这部红色经
典为什么不能和病魔斗争
并战胜病魔呢？”舞剧弘扬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
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到创作和演出的每一
个环节，也体现了新时代
文艺工作者应有的责任使
命和担当。

三年多来，萨楚日娜
在舞剧中扮演小羊，“草原
英雄小姐妹”的精神已经
融入到她的血液里。如今，
萨楚日娜马上就要毕业
了，她最大的理想是成为
一名教师，并通过言传身
教把这种精神一代一代传
递下去。

创作交流会上，对民
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
给予大力支持的自治区文
化和旅游厅、自治区党委
高校工委、自治区教育厅
的代表们为主创团队献上
了鲜花。乌兰牧骑舞蹈团
的演员们紧紧地拥抱在一
起。这三年来，他们发扬乌
兰牧骑精神，刷新了内蒙
古舞台艺术新高度，以艺
术的形式为“草原英雄小
姐妹”树立起一座丰碑。如
今，站在文华大奖的领奖
台上，他们成了新时代的

“草原英雄小姐妹”。
55年前，龙梅、玉荣的

名字闪耀在共和国的英雄
谱上；55年后，民族舞剧
《草原英雄小姐妹》成为自
治区舞台文艺奋进新时代
的最强音。文华大奖不是
终点，而是另一个起点。内

蒙古文艺工作者将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重整行囊再
出发！

【短评】

真正的艺术精品就像

阳光，照射到每个人的心

灵深处，能够起到激发感

悟、提振精神、启迪智慧的

作用。我区原创民族舞剧

《草原英雄小姐妹》就是这

样的一部精品力作。

舞台上草原小姐妹舍

身救护集体羊群的故事催

人泪下、震撼心灵，而舞台

背后全体演职人员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拼搏精神，

同样感人至深。《草原英雄

小姐妹》带我们重温经典，

更让我们看到：这不忘初

心、勇于担当的精神永远

不会过时，这激扬的英雄

赞歌永远在草原上传唱。

《草原英雄小姐妹》中

的100多位演员全都是内

蒙古艺术学院乌兰牧骑舞

蹈团的成员。正是不断继

承发扬乌兰牧骑精神，深

入实践、深入生活、深入群

众，与人民的喜怒哀乐、社

会的发展进步同频共振，

才创造出《草原英雄小姐

妹》这样的精品。新时代，

大力弘扬践行乌兰牧骑精

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才能推动自治区文艺

更快地从“高原”迈入“高

峰”，让生动的文艺之美闪

耀草原大地。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

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

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

气。站在新的起点上，让我

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努力

创造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

优秀作品，用我区文艺繁荣

发展的优异成绩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安华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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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初心绽芳华
———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获得文华大奖纪实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赵 丹 包萨茹拉

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精彩瞬间

摄影/《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