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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赛男

隆冬时节，乌兰牧骑开拓创新的步伐，又传来
了一段喜讯。12月9、10两天，由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主办，由赤峰市委宣传部牵头策划，赤峰市民族
歌舞剧院、赤峰市直属乌兰牧骑创作的话剧《乌兰
牧骑恋歌》在首府进行了两场演出。首府呼和浩特
的观众再一次领略了乌兰牧骑队员们的时代风采，
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形象化教育，反响热烈，赞叹声
声。

汗水浇灌精品力作

在人们寻常的印象里，乌兰牧骑以歌舞表演为
长，要打造一部大型话剧，肯定要接受诸多方面的
严峻挑战。是的，以蒙古族歌舞和地方剧种为主打
的文艺团体，向话剧进军，确实经历了许多艰难曲
折。

大型话剧《乌兰牧骑恋歌》动议策划于2016年
底，2018年 9月完成创作，与赤峰市观众见面。由
擅长歌舞转型话剧表演，是艺术上的创新之举。为
了更好地呈现这一艺术形式，赤峰市委、市政府给
予高度重视，除了聚集本市最强的演出阵容外，邀
请国内知名的艺术家参与，组建了阵容强大的创作
演出队伍。该剧由国家一级编剧陈国峰担任编剧，
由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大奖
(三度梅) 获得者宋国锋担任导演并倾情出演，特邀
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孙维民扮演剧中周
恩来总理。赤峰市两家演出团体精选优秀演员参
与，60多名演职人员倾情投入，保证了一部话剧适
时成功推出。

排演过程是艰苦的。记者有幸实地观看了排
练现场的动人情景，一到排练大厅，映入眼帘的是
演职人员正在紧张的情景。舞台上，演员们对台词
摆道具，一板一眼；舞台下，导演则忙着调整细节，
力求展现出更好的舞台效果。大型话剧《乌兰牧骑
恋歌》是根据很多感人至深的真实故事创作而成，
讲述了乌兰牧骑成立60年来，几代乌兰牧骑人对
这支“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的深深爱恋。为了更
贴切的展示出曲折丰富的故事情节，剧组专门打造
了大量的道具，目的是最大限度还原这支活跃在草
原深处的乌兰牧骑队伍的奋斗历程。从7月份开
始，剧组60多名演职人员牺牲了全部节假日休息时
间，投入到紧张的创作排练当中。在筹备过程中，
编剧和主创人员都多次深入到基层乌兰牧骑体验

生活，走访乌兰牧骑老领导老队员，使演员们了
解历史、汲取素材，更好的重现历史情节。所有
这些努力，保证了艺术表现的成功。整部话剧艺
术地再现了草原乌兰牧骑人长期扎根生活，服务
各族群众的精神风采。《乌兰牧骑恋歌》于9月13
日和9月14日晚间在赤峰国际会展中心大剧院
举行首演。

传递精神力量

一部优秀的艺术精品，必须是主题思想的鲜
明生动，附之以艺术手法的精湛，才能弘扬主旋
律，传递正能量，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鼓励。
《乌兰牧骑恋歌》就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
结合的力作。

该剧主题鲜明，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悬念迭
起，引人入胜，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乌兰牧骑人的
精神与生活。夜场演出座无虚席。

这部正剧是根据众多感人至深的真实故事
创作而成，讲述了乌兰牧骑成立60年来，几代乌
兰牧骑人对“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
骑深深的爱恋，故事情节曲折丰富，舞台呈现真
实生动。再现“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迎风
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乌兰
牧骑人播散文艺种子的艰苦奋斗精神。

话剧在爷孙两人对“艺术”追求的分歧中开
篇，故事情节曲折，内容真实动人，生动的为我们
演绎了乌兰牧骑人将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奉献
给艺术的一生。

整场演出将亲情、友情、爱情融合，再现了老
一辈乌兰牧骑人对艺术追求的执着，艰苦卓绝的
风雨历程，刻画了鲜明的人物性格，渲染了乌兰
牧骑人的真挚爱情与友谊。现场观众的情绪也
被深深带入其中，随着剧情发展时而捧腹大笑时
而眼角湿润。

《乌兰牧骑恋歌》在首府演出时，一些曾在内
蒙古下乡的北京知青也怀着激动的心情，观看了
演出。他们向在场的人们谈了自己的感受，与大
家一起分享心得体会。

他说，全剧通过“乌兰牧骑人演乌兰牧骑
事”，讲述了一代代乌兰牧骑人始终与基层农牧
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思想境界，升华了无论时代
如何变迁，乌兰牧骑服务于基层群众的精神始终
不变，艺术化诠释“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
民”的社会文艺本质。

另一位有同样草原插队经历的北京知青，在

自己的微博中写到：我有幸与曾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
们一起观看了演出，并拍摄了部分剧照。但拍摄位置
有点过偏，曾想在一排中央混个位置拍照，但坐席的
主人来了，不好意思不挪回原座。在自己的座位上拍
照，一是位置过偏，拍不了正面的场面；二是舞台的大
音箱正好影响拍摄角度，站起来拍照又经常得到后面
人的抗议，所以有点遗憾，但不得已。 借此博文，代
表北京在内蒙古下乡知青对这场演出的深深谢意！
北京知青永远与内蒙古草原心连心！

一代人深深的记忆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部大剧的主题曲。几场演出
之后，主题曲让许多歌迷留恋不已，很快传播开来。
一位歌迷在客户端上深情表白：“你是草原文艺的使
者将艺术的种子播撒，你是一代人的深深记忆将文艺
传播的大旗传承，你是百姓心中的文艺灯塔，留下一
段段优美的舞姿一首首美妙的歌曲，将精彩的文艺节
目送到更深处——乌兰牧骑一代人一生挚爱的追求，
一代人深深的眷恋。爬过冰冷的雪山，走过茫茫草
原，穿越黄沙大漠，只要有人需要文艺无时不在，没有
人知道你们来自哪里？但大家都知道你们是乌兰牧
骑。”

大型话剧《乌兰牧骑恋歌》主题曲《你的根在哪
里》唱出了乌兰牧骑人的心声。这首主题曲由陈国峰
作词，由呼格吉夫、哈布尔作曲。他们都是国内知名
度很高的文学家、艺术家。陈国峰先生在理论研究、
戏剧文学，以及文学艺术创作、评论诸多方面造诣颇
深。

呼格吉夫是国家一级作曲，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数年来创作了以蒙古族风格声乐、器乐作品为主
的多种形式音乐作品数百件。哈布尔是时下著名的
音乐制作人，中国音乐家协会数字化音乐教育学会技
术委员会专家委员，出版发行了《电子乐器演奏法》
《电子合成器教程》等著作。其创作和制作的音乐包
括多部影视剧，个人专辑，大型晚会等等。

他们联袂创作的《乌兰牧骑恋歌》主题曲《你的根
在哪里》一经问世，就受到广泛的赞誉和喜爱，很短时
间内，便广为传唱。主题曲的传播，也为话剧《乌兰牧
骑恋歌》增光添彩，让这部精品力作的知名度迅速提
升，圈粉无数。

话剧本身的深厚与鲜活，艺术演绎的精彩与传
神，主题曲的悠扬旷达……所有这些，构成了这部精
品力作深入人心、撼人心魄的传播力量，也对人们对
乌兰牧骑精神的眷恋与传承，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动
力。

永远的眷恋
——话剧《乌兰牧骑恋歌》引发热议

□王珉

《宝贝儿》是一部刻画家庭亲情和生命意义的电
影。由台湾导演侯孝贤监制，涉及传统、人情和法
理，让人联想到其《悲情城市》，不带温情的直观人物
苦楚，戏仿纪录片式的人文关怀，带着静观默识的生
存观点。

《宝贝儿》有种冷静旁观的真实感，每个人的表
达都沉稳克制而不煽情。最大亮点莫过于杨幂的

“扮丑”形象，这是她的首部文艺片，也是又一部女性
题材“自毁形象”的电影。故事聚焦社会底层残障人
士，同时也刻画出许多社会问题——残疾人就业、老
人的赡养、残疾儿的治疗、社会舆论的谴责等。

两座孤岛的难言之隐

徐先生放弃对其先天无肛症女儿的治疗，在常
人看来难以理解。他并不缺钱治疗孩子。只是考虑
到孩子长大成人，将面临许多苦难，宁愿等死也不愿
孩子受苦。而被父母抛弃的另一个弃儿江萌（杨幂
饰），却拯救了这个缺陷儿，没有血缘关系的边缘人

抱团取暖。这样的情感基调，和吴青峰片尾曲的温
柔嗓音交相呼应，配上钢琴弦乐弦满而发意犹未尽，
带来深沉悠远的艺术片效果。

江萌的执拗和倔强，那种无法舍弃对生的希望
让人动容。当她邂逅另一个将被放弃生命的婴孩而
言，仿佛看见当年的那个自己。她和孩子都是同类，
生来就被遗弃寄养在养母家中，更加懂得生命的珍
贵。“我能活下来，这孩子也一定可以！”绝望的眼神
看得人揪心。整部电影，就和江萌绝望的眼神一样，
令人心碎，正如她为这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代言发声：

“她有权利活着！”
江萌和徐先生，两个复杂而真实的人物，分属两

个极端，纵使境遇不一样，但内心的苦楚，都一样难
以下咽。前者为了让孩子活着，不惜一切代价；后者
认为亲生骨肉既然无法健康幸福地活着，不如放弃
治疗。二者都变成“孤岛”，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互
不了解。

贯穿始终的三条纽带

《宝贝儿》中，非血缘的两组家庭关系，看似松
散，却通过三条纽带紧密相连。第一条纽带是徐先
生和其先天无肛症女儿之间，名存实亡的父女关

系。第二条纽带是《宝贝儿》里若隐若现的暗线，即
没有血缘关系的江萌和缺陷儿的秘密，两只蝼蚁相
互取暖，各取所需。

第三条纽带，则是贯穿《宝贝儿》始终的明线，监
制侯孝贤在电影中一脉相承的家庭观。江萌和养
母，虽是形式上的“母女”关系，但 20年来，在江萌心
中意味着全部的精神力量。在家庭和母爱之间，她
们始终风雨共济。片末陈述了政府对缺陷儿寄养家
庭的相关法规，江萌因为成年必须离开养母，而养母
年老体弱、不适合独居，只能被送到养老院。江萌是
养母的“蝴蝶”，女性的处境，带着相关性。当江萌怒
怼相关工作人员控诉国家规定时，当江萌和养母道
别时流露含泪的眼神，那种凄凉无奈的氛围，营造了
现实主义美学的高峰。

电影在江萌的迷惘等待中戛然而止，江萌从开
篇不愿意接受残障人士的标签，到最后填写申请评
残，生活依旧坎坷。

同样的世界 不一样的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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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男

今天，本报专题刊登了赤峰市民族艺术剧院
和赤峰市直属乌兰牧骑联手打造的大型话剧《乌
兰牧骑恋歌》在首府演出的相关报道，记载了他
们打造这部精品力作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从
文化艺术传播的角度看，启示颇为深刻。

一是乌兰牧骑在开拓创新的路上一直在奋
力前行，不断推出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
作品。乌兰牧骑一向是以歌舞为主要演出形式，
此次搞了话剧创作，而且是多幕大型话剧，挑战
之严峻，是可想而知的。没有创造创新精神，没
有对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的深刻理解，是不会
在很短的时间内奉献给广大观众的。

二是艺术创新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乌兰牧
骑的传统作品成千上万，也曾经感染了几代观
众。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艺术精品的需
求，无论是内容和形式，还是演出水平，都在相应
提高。因此，艺术创作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推陈
出新。

《乌兰牧骑恋歌》以时空交错的结构形式，展
现了乌兰牧骑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和艰苦付出，热
情讴歌了几代乌兰牧骑人对草原、对广大农牧民
深深的爱恋，艺术再现了周恩来、乌兰夫等老一辈
革命家对乌兰牧骑成长给予的亲切关怀，弘扬了
乌兰牧骑扎根基层、无私奉献、服务人民的崇高情
怀。

这一创新之举，让乌兰牧骑的青春活力又一
次留在了各族人民心中。

三是艺术创新应该走开放引进之路，上下形
成合力，才能收得预期效果。《乌兰牧骑恋歌》从
动议策划到成功推出，不但引进了国内知名专家
的参与，而且组建了优秀的演职人员团队，从宣
传部门到各家演出团体，上下一心，形成合力，保
证了这一剧目的精益求精，震撼推出。

创新，才能发展，只有创新才会有源源不竭
的动力，才能不断出新出彩出精品，赤峰市文艺
战线的同志们，又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创新，
让乌兰牧骑
永葆青春活力

刻画家庭亲情和生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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