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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底，我在内蒙古人民会堂观看了
民族歌舞剧《我的乌兰牧骑》，和全场观众一样
受到了强大的感染和震撼，勾起了许多记忆。
几个月来，此种情愫浓浓地潜藏在心底，无法
释怀。几次提笔写心中的感受，却写得断断续
续，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一再修改搁置。最
近通过进一步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
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文艺工作的指
示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的讲话和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
幕式上的讲话精神，特别是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 11 月 21 日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
的回信中的重要指示精神后，这种感受和情怀
便喷涌而出。

民族歌舞剧《我的乌兰牧骑》是锡林郭勒
盟民族歌舞团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
年、乌兰牧骑成立 60 周年倾情编排的民族歌
舞剧。全剧设置了序、四幕、尾声共 6 个章节，
通过歌唱、舞蹈、对白、情景、道具、故事情节等
表现形式，以一支乌兰牧骑的成长故事，刻画
了一代乌兰牧骑人的群体形象。该剧讲述了
乌兰牧骑从草原诞生以来，以轻装简从、灵活
机动的小分队形式，在广袤的大草原上、在艰
苦的条件下，承担和完成了文艺演出、宣传辅
导、生产帮助、生活服务等多项任务和功能，展
现了一代乌兰牧骑人，坚持文艺为人民群众、
服务于基层牧民生活的宝贵精神及大爱情
怀。在观看《我的乌兰牧骑》演出时，与周边素
不相识的观众短暂的交流中，或有不同的赏析
角度，却更有共同的感受：这是一场以历史现
实为背景的真情再现、一首来自心底的赞歌、
一种需要呼唤和推崇的时代精神风貌，简约、
质朴、真挚中传递与人的是强大的正能量。有
媒体评价：“这部剧彰显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弘
扬了建设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所倡导的民
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一部传播正能量、接地
气的草原赞歌。”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
员们的回信中，肯定的也正是这种精神——“乌
兰牧骑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
也需要人民。”

民族歌舞剧《我的乌兰牧骑》是以一辆在漫
天风雪中艰难行进在草原上的勒勒车开场的。
勒勒车上载着八九个乌兰牧骑队员，风雪狂作之
时，勒勒车倾翻了，乌兰牧骑队员们连同怀抱的
乐器散落了一地。生活在内蒙古的人们，都经历
和耳闻过西部戈壁的风沙、东部草原的白毛雪，
这样的表现手法并不夸张，且充满寓意，是当时
乌兰牧骑队员生活的真实写照。

1957 年，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支乌兰牧骑
就诞生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大草原。这是一
支“短小精干”的队伍，仅有约 10 个队员，却个
个“一专多能”，吹、拉、弹、唱、舞样样精通；节

目“小型多样”、易于演出；乐器“简单轻便”，少
时只有四五件；全队只要一辆马车便能拉走，
因而被誉为“一辆马车上的文化工作队”。从
此，他们活跃在草原上、深入到偏远牧民家中，
在内蒙古草原“遍地开花”。1964 年，乌兰牧
骑进京演出获得极大成功，得到毛主席和周总
理的充分肯定，并在全国进行巡回演出。“60
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
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
为舞台。”乌兰牧骑的足迹踏遍了内蒙古的山
山水水，从茫茫林海到大漠戈壁，从城市乡村
到边防哨所，处处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乌兰牧
骑唱响了全国，闻名于世界，成为内蒙古独具
特色的文化名片和骄傲，成为“全国文艺战线
的一面旗帜”。

乌兰牧骑诞生和发展的背景，首先是在我
们党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满足
人民群众对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这一方针下
产生的。早在 1942 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中，即重点解决了文艺工作者
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阐明了
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

对于乌兰牧骑这种形式和所坚持的先进
文化的方向，党的几代领导人都给予了充分肯
定和高度评价，并亲切接见了他们。周总理多
次叮嘱乌兰牧骑队员：“不要进了城市，忘了乡
村，要不忘过去，不忘农村，不忘你们的牧场”；

“望你们保持不锈的乌兰牧骑称号”。邓小平

同志题词：“发扬乌兰牧骑精神，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对此，民族歌舞剧《我的乌兰牧骑》中
通过听广播、看展览图片等形式，予以了情景
再现，表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乌兰牧骑的关
心和关怀这一历史主题。

乌兰牧骑不仅是一支传播文化的队伍，也
是一支践行全心全意为农牧民服务的工作队，
承担着“演出、宣传、辅导、服务”等职能。他们
能在台上演出，台下还能做饭洗衣，为农牧民
修理家用电器，传达政策、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参与帮助生产、送医送药、救治病人等工作，就
此，《我的乌兰牧骑》中都做了展现。乌兰牧骑
被农牧民亲切地称为“玛奈（我们的）乌兰牧
骑”，乌兰牧骑队员则被唤作“玛奈呼和德（我
们的孩子）”。可见，在当时的背景下，乌兰牧
骑不仅是文化工作队，还是救助队、医疗队、宣
传队、政治工作队等，带去了党和政府对基层
各族群众的关怀，密切了党同农牧民的血肉联
系，丰富了农牧区的群众文化生活，对内蒙古
农牧区的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经济文化发展
发挥了独特而深远的作用，其所承担的历史责
任和现实价值都是巨大的。习近平总书记在
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中特别
肯定了这一点，称乌兰牧骑队员“为广大农牧
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
怀。”

乌兰牧骑是草原上文艺的花朵，开到哪里
哪里就有了鲜艳和快乐；乌兰牧骑是草原上的

星光和灯盏，照到哪里哪里就有了文化的光
亮；乌兰牧骑也是一个个摇篮，为内蒙古培育
了无数的艺术人才，创作演出了许许多多优秀
的艺术作品。《我的乌兰牧骑》中主人公那日苏
在那达慕大会上演唱长调一鸣惊人后，被北京
文工团看中，但那日苏无法割舍与草原和牧民
的深厚情谊，最终选择留下。剧中队长钢普力
布与那日苏用唱词和对白表现了这一复杂的
心理过程。那日苏对草原的情感和选择，是无
数乌兰牧骑队员无私奉献、坚守基层、服务群
众的真实写照。剧中那日苏的恋人女队员萨
仁高娃，最后又面临着无法言喻的割舍，最终
服从组织要求，调到了北京。他们中有的虽然
离开了草原、离开了乌兰牧骑，走到更高的舞
台和岗位上，但却始终心系着草原和乌兰牧
骑 ，永 远 是 牧 民 的“ 玛 奈 呼 和 德（我 们 的 孩
子）”。

《我的乌兰牧骑》对舞台、道具、服装都做了
符合客观历史的精心设计，简单、质朴，还应用
了一些老物件，符合那个时代的特点。许多道
具巧妙重复使用，一点都不浪费。演员和牧民
的服装简朴、干净，既是那个时代真实的写照，
也不乏艺术气息和韵味，令人感到熟悉和亲
切。在临近终场和谢幕的时候，年轻的演员们
穿着多彩、亮丽的民族盛装，从舞台四面、观众
席中拥向舞台，这也印证了社会的变迁、时代的
进步、艺术的发展繁荣。

《我的乌兰牧骑》着重展现了乌兰牧骑的

诞生及其辉煌时期，用有详有略、有跨越的艺
术形式、客观地将乌兰牧骑 60 年的发展历程
呈现在舞台上，包括改革开放后年轻人对其他
文艺方式的追崇，乌兰牧骑由独树一帜到多种
文艺形式交织并存的创新过程。然而当新一
代乌兰牧骑队员拥立着老一代乌兰牧骑队员
共同走向舞台、回忆过去、展望未来时，我们可
以感受到这种真挚、深刻、永久的乌兰牧骑情
结，其留下的记忆和财富，是弥足珍贵的。周总
理曾经建议：“应该写个《乌兰牧骑赞》。”乌兰夫
同志也强调：“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历史上，应当
写上乌兰牧骑的一页！”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苏尼
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开头即写到“从
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骑的成长与
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
人民的那份深情。”相信乌兰牧骑必将在新中国
的文艺史上、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历史上留下光
彩夺目的一页。

《我的乌兰牧骑》用多种方式对蒙古族特有
的舞蹈、长调以及乌兰牧骑结合时代特点自创
的文艺节目等进行了充分展示。打草、剪羊毛、
扑救草原火、在牛羊栏上压腿、在河里洗衣服、
架着勒勒车演出⋯⋯生活虽苦，但乌兰牧骑队
员们却个个情绪高涨。勒勒车走到哪里，哪里
就撒下串串歌声、片片笑语。充满了生机、活力
和那个时代饱满的精神气息，是该剧给人的整
体感受，也是最感染人和给人以力量的地方。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为什么在当时
艰苦的条件下，少数几人的组成的文艺团队，仅
有简单的设备，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不
可估量的文化价值、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

《我的乌兰牧骑》的主题歌《我的勒勒车》
中反复这样唱到：“穿过大风雪/走过大草原/
我的勒勒车来到你面前/坐上我的勒勒车/带
你去从前/找到那条熟悉的路/去看当年的草
原/从此你会明白/我们的那首歌为什么永远
也唱不完。”

“我们的那首歌为什么永远也唱不完”这
句歌词深刻地揭示了舞剧的主题，因为这首歌
是心中有人民、植根于人民、唱给人民的。“人
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已发展壮大
到 75 支、3000 多人。同时时代也在发生着变
化，乌兰牧骑同样面临着如何保持生命力的问
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
一个时代的精神。”但有一个规律不会变化，那
就是“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
的文艺创造”、“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
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苏尼特右旗乌兰
牧骑队员们的回信中的最后寄语：“在新时代，
希望你们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
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
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
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

‘红色文艺轻骑兵’”。

近日，欣闻邢宗仁先生的摄影组
照《幸 福 地 活 着 ，顽 强 地 活 着》荣 获
2017 年“阿尔弗雷德·弗里德摄影大
奖 ”，喜 出 望 外 。 奥 地 利 人 阿 尔 弗 雷
德·赫尔曼·弗里德在 1911 年获得诺
贝尔和平奖，以其名字设立的摄影奖，
目的是呈现人类为了追求和平所做的
共 同 努 力 ，发 现 我 们 生 命 中 的 善 与
美。该奖设立宗旨是授予最能表达人
类和平未来的作品。这一“摄影界的
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是社会对于一
位多年执著艺术追求者的馈赠，也是
对摄影家精彩记录生活的褒扬。

宗仁先生年逾古稀之境，多年来
他孜孜以求，在科尔沁这片灵动的土
地上，把蕴于心底的大爱之情摄取于
镜 头 之 中 ，把 那 草 原 上 的 幽 山 静 水、
大漠深林视为精神家园，寄托那种挥
之不去的向往。对摄影的酷爱源于他
对生活的酷爱。对故乡的热爱是他镜
头的焦点；对生活的发掘是他艺术的
核 心 ；对 人 物 的 刻 画 是 他 作 品 的 特
色。当这组记录平凡人生的照片展示

给人们的时候，人们震撼于摄影家对
社会、生活精准的提炼与表达。正如
颁 奖 者 所 说 ，和 平 是 个 大 主 题 ，但 不
一定要通过宏大震撼的画面或人物去
表现，小场景、小人物也能击中人心。

宗仁先生的获奖组照讲述的是一
对残障夫妻的家庭生活。妻子李美文
出生于中越边境广西凭祥市一个小山
村 ，年 幼 时 不 幸 踩 到 地 雷 失 去 两 腿 。
在广西凭祥边防民警的帮助下，李美
文安装了假肢。远在内蒙古通辽市的
刘海从媒体上得知她的故事后非常感
慨，刘海在工厂车间操作时，不慎失去
双手。刘海设法联系李美文，两人不
远千里相会，并结为连理。这对生活
在科尔沁草原上的残障夫妻，在自强
自立中让日子过得幸福，生活不乏快
乐。他们的微笑折射着社会的温暖，
他们的拼搏表达出对希望的追求，这
件 2014 年摄于库伦山区的家庭组照
诠 释 出 中 国 社 会“ 执 子 之 手 ，与 子 偕
老”的大爱情怀。

“摄影捕捉瞬间的感悟，照片反映

真实的世界。”摄影的重要使命在于记
录，照片的最大魅力源于真实。品读
这组照片，令人心悦诚服的不仅仅是
作品中的内容，更有古朴自然的文化
底蕴，那种对人间亲情的展示，对生活
视角的探寻，对人生理想的铺陈，无不
弘扬着生命的神圣与伟大，给人们心
灵的净土中播下美好的种子，启迪生
存的豁达与健康。

创 作 来 自 激 情 ，发 现 源 于 思 考 。
在作者的眼中，身边的生活并不如云
中霞光那般如彩虹、似锦缎，即使苦辣
酸甜，依然丰富多彩。这组照片的可
贵之处，在于以概括的摄影语言向读
者展示真实而生动的人生画面，以一
位摄影师的视角体察着社会的温度。

宗仁先生是草原深情的歌者，是
家乡痴情的爱者，说不清有多少作品
摄自草原，数不尽有多少日子奔波在
牧区，他以手中的照相机展现身边的
盛景，表达着他的憧憬、希望。他的作
品天然恬淡，以记录历史见长，许多作
品，表现旷远而愈显洗炼。其中，以城

市 发 展 为 背 景 ，《迎 着 朝 阳》《高 空 作
业》讴歌蓬勃向上的事业，犹如一曲青
春与生命的赞歌；以家乡记忆为主题
的《乌兰牧骑走四方》等佳作让瞬间的
艺术在人们的心目中变为永恒。

历史进入 21 世纪，商海大潮汹涌，
当许多人以相机为工具，赶场般奔波
于景区景点之间、游弋在节庆展览之
门，在各种商务活动中创收捞金时，宗
仁先生却执着地把镜头瞄准灯红酒绿
之外的生活底层。他以敏锐的目光和
选景的镜头，不断开掘于社会的深处，
关注身边，不拒平庸。镜头记录那些
繁 忙 的 车 夫、卑 微 的 乞 丐、孤 居 的 老
人、失学的儿童，表现他们的生活，把
悲悯之情呈现在创作里，让人文之爱
闪现在作品中，使每一幅照片情趣盎
然，镜头凝结的诗情，润物细无声，点
染着真善美的生活，让人在不知不觉
中怦然心动。宗仁先生摄影作品的功
力造就了其艺术的成功，而对于社会
的不失本真的观察又为他成就了整个
摄影艺术的积淀。

从宗仁先生的作品中，不难洞察
到对生命、自然、情感、生活拥有的至
高的理解和尊崇。他历经坎坷，然而
无碍于追求生活大美至善的本色。所
以，他的镜头那样凝重、质朴，充满着
生命的原始的热恋。

放下又拿起来的，是这些直击人

心的照片；拿起来放不下的，是对这些
照片背后的思考。

品读这样的作品让我坚信，照片
不是无声的，它流淌激荡着摄影家灵
魂的声音。从作品里，感受到的是一
个酷爱生活的人在时光大河里闪烁的
高大背影。

以摄影师的视角体察社会温度
——品读邢宗仁获奖作品《幸福地活着，顽强地活着》

◎陆文学

图为幸福开心的刘海、李美文一家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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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牧骑是草原上文艺的花朵，开到哪里哪里就有了鲜艳
和快乐；乌兰牧骑是草原上的星光和灯盏，照到哪里哪里就有了
文化的光亮。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
骑队员们的回信，极大地鼓舞了我区乌兰牧骑队员和全区广大
干部职工群众，全区迅速掀起了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精神的热潮。

“60 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
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
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骑的足迹踏
遍了内蒙古的山山水水，从茫茫林海到大漠戈壁，从城市乡村到
边防哨所，处处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乌兰牧骑已成为内蒙古独
具特色的文化名片，成为“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

乌兰牧骑不仅仅是内蒙古文化艺术界的瑰宝，也是孕育艺

术人才和打造艺术精品的摇篮。多年来，一支支乌兰牧骑为内
蒙古培育了无数艺术人才，创作演出了许许多多独树一帜的乌
兰牧骑文艺精品剧目。今日就让我们一起走近我们身边的乌
兰牧骑，感受草原上这红色的音符、鲜活的律动，请欣赏我区评
论界人士阮持领为民族歌舞剧《我的乌兰牧骑》撰写的评论文
章——《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编者

民族歌舞剧

《我的乌兰牧骑

》剧照

。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民族歌舞剧《我的乌兰牧骑》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