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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蒋希武

达斡尔民间舞蹈“鲁日格勒”，是跳跃在达斡尔人生
命中的音符，是流淌在达斡尔人血液里的旋律。

2006 年“鲁日格勒”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鲁日格勒”舞蹈多取材于达斡尔族的
生产劳动与现实生活。有模仿布谷鸟体态的“布谷鸟
舞”，有模仿熊和野猪动作的“野兽搏斗舞”，有表现在山
林间采集野菜野果的“采集舞”，有表现妇女照镜子、梳
头的“梳妆舞”，有表现妇女劳动生活的“提水舞”“摘豆
角舞”，还有表现青年男女交往的舞蹈等等。“鲁日格勒”
因地而异，有“阿罕伯”“郎突达贝”“哈库麦”“哈根麦勒
格”等几种不同称谓。

“鲁日格勒”以呼号和歌唱来统一和协调众人舞蹈
的步伐、节奏，是歌与舞的一体化。跳“鲁日格勒”时一
般两人为一组，众人形成圆圈舞蹈。“鲁日格勒”舞蹈的
程序，一般认为有三个阶段：开始的时候以唱歌为主，曲
调悠扬缓慢、委婉动听，随着歌曲的节奏滑步慢舞；继而
以舞为主，歌曲转为欢快，舞步随之加快；最后进入高潮
时，歌唱变为“哲嘿哲”“德乎达”等简短有力、风趣动听
的呼号。对舞者一手叉腰，一只手臂一收一伸地向上挥
动，形成对打、对挡的架势。这时另外一人及时上场，以
同样的舞姿插入其中，为对舞中处于弱势者解围，直到
人们尽兴。

在内蒙古和黑龙江嫩江流域的达斡尔族聚居区，
“鲁日格勒”是对其民间舞的统称，多为妇女们的自娱性
表演。据考证，“鲁日格勒”的汉语意思为“燃烧”或“兴
旺”，达斡尔语“鲁日格勒贝”可以引申为“跳起来吧”。
因为表演时边舞边喊“罕伯、罕伯”，所以“鲁日格勒”又
有“罕伯舞”之称。

“鲁日格勒”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古代达斡尔民
族在春意微透的夜里，聚集在村头的草坪上，围绕熊熊
燃烧的篝火手舞足蹈，你呼我唤，于劳动之余以舞蹈形
式抒发心声，调整精神，消除疲劳。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加强对“鲁日格勒”的保
护与传承，各乡镇文化站均培养了大批“鲁日格勒”人
才，腾克、阿尔拉、哈达阳等民族乡镇还组建了“鲁日格
勒”表演队。乡镇群众在茶余饭后都会走出家门，跳起
欢快的“鲁日格勒”，她们优美的舞姿并不比专业演员逊
色。

近年来，达斡尔族舞蹈“鲁日格勒”在北京保利剧
院、宝岛台湾、欧洲文化名城布拉格等地的舞台上精彩
上演。莫旗乌兰牧骑一直把“鲁日格勒”作为品牌节目，
其《嬉水姑娘》《鲁日格勒》《欢腾的山村》《采集》等“鲁日
格勒”舞蹈节目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多次在全国及自
治区的文艺舞台上奖项。

“鲁日格勒”：
跳跃在达斡尔人
生命中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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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内蒙古日报社、阿拉善盟委
宣传部、内蒙古蒙文报网联盟主办，中国
蒙古语新闻网、阿拉善日报社承办的“阿
拉善·2017 蒙古语网络春晚”在阿拉善广
播电视台演播大厅精彩上演。晚会邀请
到国家一级歌唱家阿拉坦琪琪格，巴图德
力格尔、孟根等演艺名星助阵，具有浓郁
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精彩节目让观众
大饱眼福。

记者在录播现场看到，随着悠扬的器
乐伴奏，四重唱《蓝色戈壁》拉开春晚帷
幕。整场晚会分为“额济纳河”“沙漠戈
壁”“大漠骆驼”“金色胡杨”4 个篇章，共
上演陶布秀尔弹唱《祖先的记忆》、独唱

《富饶辽阔的阿拉善》、小品《梦想》、诗歌
朗诵《母亲》等 19 个节目。

晚会围绕阿拉善神奇的自然风光、悠
久的人文历史、典型人物的杰出事迹及经
济社会欣欣向荣、人民幸福生活等内容，
采用融媒体网络艺术手法，集中展现了

“大美阿拉善”。第一篇章“额济纳河”，以
养育阿拉善儿女的额济纳河、月亮湖等江
河湖水为主线，展现了阿拉善神奇的自然
景观；第二篇章“沙漠戈壁”，展现了苍天
圣地阿拉善壮美神奇的大漠戈壁风光；第
三篇章“大漠骆驼”，以艺术手法描绘了阿
拉善独有的“骆驼文化”，歌颂了淳朴的阿
拉善人敬畏自然、崇尚自然的精神品格；
第四篇章“金色胡杨”，突出展现如诗如画
的阿拉善大漠胡杨，寓意胡杨不仅仅是美
的 象 征 ，更 是 人 们 的 精 神 向 往 。 胡 杨

“3000 年传说”是人类对“胡杨精神”的永
恒赞美。

本次晚会运用网络直播、VR、航拍、
微信打印等新技术，设 3 个分会场，用 6 台
手机进行直播和互动。整场晚会以网络
技术为基础，在创新上下功夫，以“节目与
创作”“竞技与展示”“产品与传播”的展示
形式，实现了演员与观众、场外与场内的
一体化联动，呈现出“新艺术、新形式、新
技术、新传播”的“四新”特征。

一位在现场观看演出的市民对记者
说：“这台晚会太美了，看完现场我还要到
网上找来再看一遍！晚会让观众欣赏到
了优秀的本土民族及历史文化，蒙古语网
络春晚是散发着浓陏民族气息的老百姓
的晚会！”

据介绍，本届晚会旨在推动网络文艺

繁荣发展，进一步打造“蒙古语网络春晚”
这一主旋律文艺品牌，为全区及至全国网
民提供优秀的网络文艺精品。为创新晚
会形式、丰富晚会内容，“蒙古语网络春
晚”组委会从去年 10 份就派出多组摄影
记者、文字记者和主持人，跋山涉水，深入
阿拉善盟各旗区，对当地的历史文化、自
然风光、人文精神和社会发展等外景进行
拍摄，为晚会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此同
时，组委会在筹备期间，以大众参与、网上
互动、微信投票、融媒推广的形式，举办了
民歌、陶布秀尔、萨吾尔登、摄影、骆驼选
美、胡杨神树、民间才艺等 7 项系列比赛
活动，引发阿拉善盟各地群众和网民的广
泛参与。自节目征集令发出后，组委会陆
续收到节目 400 余个，经过组委会初选，
最终挑选出 260 个作品，在内蒙古日报蒙
文微信公众平台、阿拉善日报蒙文微信公
众平台上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展播。
自展播以来，7 项活动总投票数接近 20 万
人次。除内蒙古各盟市网民广泛参与投
票外，还有北京、上海、台湾、香港、澳门等
地的网友参与投票。

内蒙古蒙文报网联盟从 2013 年起，
由内蒙古日报社牵头，以发展网络艺术、
传承民族文化为主旨，以平民化视角、娱
乐化演绎、多元化审美的角度入手，突出
草根、原创、互动的特色，打造了网络文艺
新民俗，已成功举办 4 届“蒙古语网络春
晚”，受到国内外网民的广泛好评。如今，

“蒙古语网络春晚”已成为我区影响力最
大的网络文艺产品。“阿拉善·2017 蒙古
语网络春晚”是继“朵日那 2013”“科尔沁
我的故乡 2014”“呼伦贝尔美 2015”“乌
珠穆沁 2016 蒙古语网络春晚”后，又一个
蒙古语网络文艺全新产品。

据了解，本届春晚分别制作了蒙汉文
网络版、电视版和移动新媒体版，并于今
年 1 月 27 日晚 8 时开始，在中央广播电台
蒙古语微信平台、央视网蒙古语频道及蒙
古圈，内蒙古新闻客户端、内蒙古新闻网、
正北方网、大草原客户端、中国蒙古语新
闻网、内蒙古日报蒙文报官方微信、索伦
嘎网、内蒙古生活周报官方微信、内蒙古
少年报官方微信、内蒙古蒙文报网络联盟
9 个盟市蒙文报官方微信等新媒体播出；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阿拉善广播电视台也
在春节期间黄金时段播出了本次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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