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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之时，我区精准扶贫工作正处于攻坚决胜的关键时期，广大党员干部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在北疆大地上谱写着
一曲曲动人的壮歌。与之相呼应，内蒙古文艺界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决胜脱贫攻坚呐喊助威，涌现出一批以脱贫攻坚为主
题的优秀文艺作品。二人台现代戏《山那边》和话剧《红手印》就是其中的精品力作。

编者按

□本报记者 院秀琴

经典的历史题材，成就了经典的影视作品；经典的影视作
品，使经典的历史足迹更加深入人心。反映新中国成立的影片

《开国大典》，就是这样的经典。
三大战役尘埃落定，南京政府节节败退，新中国宣告成立

⋯⋯在那个不寻常的历史时期里，几乎每一瞬间都在发生着足
以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近代以来的中华大地，经历
了多少创痛，终于迎来了宝贵的和平，掀开了崭新的历史篇
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多少中华儿女付出鲜血和生
命，历尽千难万险换来的。如此厚重的历史题材，要通过一部
电影呈现，创作者不仅需要“高密度”浓缩历史、生动刻画人物
形象，同时还要讲好几乎人人熟知的历史故事，其难度可想而
知。

而从中国观众的反响和重大奖项的评选结果来看，影片
《开国大典》显然是成功的。在 1990 年的第 10 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评选中，《开国大典》获得了 5 项“最佳”：最佳故事片、最佳
导演、最佳剪辑、最佳编剧、最佳男配角。同年的第 13 届《大众
电影》百花奖评选中，这一经典之作又包揽了最佳故事片、最佳
男主角、最佳男配角 3 项“最佳”。如此佳绩，堪称当年的“金鸡
之冠”和“百花之王”。而片中饰演重要历史人物的老艺术家
们，在电影上映后多少年里，仍然在人们心目中有着难以替代
的重要位置。

这部为新中国 40 周年献礼的作品，在重大历史事件和大
的时代背景之下徐徐展开，超长影片分为紧密相连的上下两
集，甫一开篇，就以宏大的军事斗争场面和豪迈有力的话外音，
瞬间将观者载入历史长河的滚滚波涛。纪录片手法的运用，更
加强化了影片的历史感和真实感。细节的呈现，对于情节的推
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西柏坡山头的牛羊，篝火边孩子的笑
脸，傅作义窗前的鸟雀⋯⋯凡此种种，无不烘托出与场景相应、
与人物内心相印的情境和氛围。

在内容详略的铺排上，影片《开国大典》是在动静变幻中，
将诸多重大情节以中国画大写意的呈现手法加以简略表达，同
时对父子谈话、军事会议、私访外出、乡亲探访等情节进行了合
理的艺术加工，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更加真实，也使影片的观
赏性大大提升。在不少表现重大历史时刻的画面中，影片基本
实现了对历史场景的高度“复原”。政协会议上，毛主席的庄严
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分
量最重的举行开国大典的画面，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走上天安
门城楼的镜头更如同昔日重现，令人永远难以忘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人民
万岁！”湘音回荡之间，崭新的历史篇章就此掀开新页。70 载
春秋变幻，当年呱呱坠地的婴儿，如今已经变成了古稀老人，祖
国山河也早已变了模样。片中人物所讲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历
史责任”，被一代又一代拼搏奋斗的中华儿女扛在肩上，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实现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飞跃——这，就是我们对历史、对时代最好的回
答。

□高银

为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喜迎建国 70 周年，建党
98 周年，6 月 24 日，五原县老年大学举办 2019 年新时代文明
实践庆“七一”暨教学成果展演活动。

演出在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序幕。紧
接着，老年大学 5 个器乐班共同演奏《敖包相会》《嘎达梅林》，
学员们用器乐合奏的方式来演绎美丽传说。“我家客人多，客来
心肠热，不分你我一壶茶，芳香醉中国”，演员们用一支《茶香中
国》的舞蹈，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无限热爱。随后，中阮演奏

《春花月夜》和《凤阳花鼓》，音色甜静、富有诗情画意。而模特
表演《盛世霓裳》，让人们品味到健康、时尚、自然的生活理念。
最后，大合唱《祝福祖国》《盛世中国》用热情的歌声唱出爱国之
情和对党的赞美。

广场上，歌声、掌声此起彼伏，高潮迭起。演员们用丰富多
彩的艺术形式，独具特色的文艺节目表达了老年大学全体学员
对新时代、新生活的无限热爱和由衷赞美，展现了老年朋友乐
观进取、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

□文/本报记者 院秀琴
图/本报记者 王磊

“家巴子房后圪溜圪溜转，疥蛤蟆眊
见井口大的天，圪劳劳度光景一年又一年
⋯⋯只见一条展悠活水的柏油路，弯弯曲
曲，曲曲弯弯，通到山那边。”伴随着悠扬
的曲调，二人台现代戏《山那边》在内蒙古
民族艺术剧院精彩上演，这部戏在继承中
创新，将传统二人台与其他剧种的唱腔相
融合，以浓郁的西北风格、生动感人的故
事情节、朴实细腻的表演、特色浓郁的唱
腔，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笑泪故事中反映精准扶贫的面貌

《山那边》是文化和旅游部 2018 年度
“剧本扶持工程”入选剧目，也是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第七批舞台剧扶持剧目。剧目
以国家精准扶贫和振兴乡村战略为背景，
用艺术的手法抒写了大井洼村村民在脱
贫致富道路上历经坎坷、艰难跋涉，最终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高珊、王长水为
代表的基层党员干部的带领下，扶贫先扶
志，打赢了一场实实在在的脱贫攻坚战，
最终修通了通往外界的公路，使老百姓看
到了山那边的美丽风景和对未来的希望。

该剧总导演、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二
人台艺术团团长武利平介绍，二人台是内
蒙古的农牧民，尤其是农村的老百姓最喜
欢、最割舍不下的一门艺术，用二人台这种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用老百姓最熟悉的
表达方式、音乐和语言，来呈现当今热火朝
天的扶贫工作，是最恰如其分的，这也是我
区首部讲述精准扶贫的二人台作品。

大井洼村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却被
一座大山限制了与外界的连通，最凶险的
鹰嘴崖甚至夺走了不少人的性命，村民坐
井观天、赌博度日、越过越穷，他们不知道
山那边的世界早已经天翻地覆。

精准扶贫的政策惠及小山村，不仅下
拨了专项资金，还下派了驻村书记，大井
洼村的脱贫致富有了希望。然而，一涉及
到个人利益时，村民们不配合、甚至处处
设置障碍，逼得村支书王长水想辞职一走
了之。

对王长水暗恋已久的金鱼百般挽留
并表露心迹，金鱼的公公、因丧子之痛一
直对王长水恨之入骨的田大爷主动站出
来牵红线，后知后觉的村民们也纷纷赶来
挽留王长水，就连泼皮无赖李二楞也主动
承认错误，与王长水冰释前嫌⋯⋯

严肃的现实话题，通过二人台这种接
地气的通俗艺术展现出来，触动人心。整
部戏没有大而空的口号，在简朴的笑泪故
事里，展现精准扶贫在曲折中前进的面
貌，述说精准扶贫这个与农民、农村发展
息息相关的时代课题、生活愿景，充满了
人文关怀。

矛盾冲突中凸显群众思想的转变

村里要修路，占地补偿款怎么定？上
级下拨残疾人困难补助，只有 1 个名额，
该给谁？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村民、村支

书王长水、驻村干部高珊之间发生了冲
突。

修 路 需 要 占 李 二 楞 的 撂 荒 地 和 麻
将馆，李二楞却狮子大开口索要天价补
偿款，王长水与之理论不奏效，赌气让
工程绕到自家祖坟走，宁可平了祖坟也
要把路修通⋯⋯

村里有两名残疾人，金鱼的公公田
大 爷 和 跛 脚 的 李 二 楞 。 田 大 爷 的 儿 子
和金鱼结婚当天，王长水醉酒，王长水
媳妇临盆，田大爷的儿子送她去医院，
却双双命丧鹰嘴崖，王长水认为自己欠
田大爷和金鱼一条命，决意把专项扶贫
指 标 给 田 大 爷 ；而 李 二 楞 是 个 泼 皮 无
赖，闹腾得厉害，也要争补助。高珊执
意投票决定指标归属⋯⋯

“这个剧本 3 年前初稿就已经出来
了，但是一直没下手排，就是因为我们对
精准扶贫一直拿不准，如何用艺术的手法
去解释和呈现精准这两个字，这是我心中
最想解的一个扣。”在武利平看来，做一部
反映精准扶贫的戏并不是简单地编造一
个矛盾故事，而是要让老百姓看懂，明白
精准扶贫的深刻内涵，知道哪些人才是精
准扶贫的对象，更应该让老百姓悟出“扶
贫先扶志”的道理。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所以对农村的
生活、农民的思想特别了解，农民的个性
一般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不关乎
他们利益的时候，他们特别憨实；一旦涉
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又会变得特别现
实；最后一个阶段，把他们的思想扭转过
来之后，他们就变得特别忠实了。”该剧编
剧梁斌介绍，“修路只是个背景，其实这部
戏的主线就是群众思想转变的过程，到了
结尾才说扶贫先扶志。”

剧目开场，是一座黑黑的大山，剧目
结尾，这座黑黑的大山在缓缓降低。“这就
象征着人们的思想在升华。山那边，本身
就是一个梦，老百姓就希望我们能守住大
山，但是又能达到大山外边的人的那种生

活和情操。”武利平说。

继承和创新中展现二人台艺术
的独特魅力

“大老鹰云彩上头打旋旋，柞檬檬开
花染红一片片，山沟沟度光景一年又一
年，亮堂堂的日子终于有了个盼⋯⋯只见
家乡日新月异变了样儿，年年岁岁，岁岁
年年，合家乐安 然 。”剧 目 结 尾 ，一 曲 欢
快、祥和的爬山调充满了对未来无尽的
希望，象征着大井洼人向着山那边的幸
福生活一步步攀登、跨越。

剧 中 像 这 样 直 接 取 材 于 民 间 的 一
些场面和曲调还有很多，它们恰如其分
地融入剧情当中，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
色 和 乡 土 风 味 。 有 些 唱 词 甚 至 直 接 套
用当地的演唱调式，或者把一些流传甚
广 的 唱 词 也 嫁 接 进 来 ，与 新 的 内 容 融
合，构成一种新旧交织的表演形态，非
常生动。

武 利 平 介 绍 ，不 同 于 京 剧、梆 子 剧
等板腔体戏曲，传统二人台剧种是四六
句唱法，属于曲牌体，专曲专调，随着时
代发展，传统唱法逐渐受到限制，特别
是满足不了舞台剧的演出需求。

“这就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完成继承
和创新的衔接，我们这次坚持的就是在
传 统 的 基 础 上 创 新 。 比 如 一 段 大 的 唱
腔，过去 4 句就完成了，这是一个传统，
而今天，简单的 4 句无法完成人物情绪
的贯穿和转换，在这方面，我们增加了
一些元素，把二人台和京剧等剧种的唱
法相结合。”武利平说着便唱起了《偷红
鞋》，“过去是缓缓的曲调，今天两个人
打起来了，重新编曲之后，加快了节奏，
我们觉得用起来非常合适，就把它用起
来了，这些传统的曲目怎么用到今天的
新的故事当中，这是需要我们探索的，
我们一直在尝试。”

□徐帅

“跨越千山万水，传递党和政府的关
怀；走遍蒙东蒙西，终于走进深情的安
代”。6 月 11 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
治区文旅厅和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共同
打造的实景话剧《红手印》走进了库伦旗
库伦镇哈图塔拉嘎查，走到了老百姓身
边，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视觉盛宴和文化
大餐。

库伦旗是中国安代艺术之乡，蒙古族
舞蹈独树一帜，话剧《红手印》开始之前，
库伦旗乌兰牧骑为大家表演了精彩的歌
舞《天地安代》，红绸舞动，激情飞扬，乌兰
牧骑队员们用最震撼的舞蹈和最美好的
祝福欢迎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乌力格尔
蒙古剧团《红手印》演出团队的到来。

话剧《红手印》作为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组织实施的“青年文艺拔尖人才培养计
划”扶持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在呼和浩
特首演，今年又先后赴呼和浩特市、乌兰
察布市、巴彦淖尔市、赤峰市、通辽市等
11 个旗县及基层嘎查演出地进行巡回演
出 20 场 ，获 得 各 界 干 部 群 众 的 广 泛 好
评。此剧以自治区派驻乌兰察布市察右
中旗扶贫干部、阿令召村第一书记、“北疆
楷模”解良同志为原型，刻画了扶贫干部
面对群众质疑、家人误解和种种难题，毅
然克服艰难险阻，一心为民、因地制宜、科

学规划，最终带领村民走上产业脱贫道路
的感人故事。现场观众深受触动，掌声不
断响起，更有观众在话剧高潮部分热泪盈
眶。

近年来，在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
策的大力支持下，库伦旗各族人民的生活
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默默无闻，甘于
奉献，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像“解良”一样的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

《红手印》强烈表达了全区广大扶贫干部和

农牧民群众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和信心，再现了内
蒙古各级党员干部在精准扶贫过程中
与基层群众心连心的暖人故事，讴歌了
扶贫干部舍小家为大家，勇于担当、任
劳任怨、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2019
年，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库伦旗
将要整体摆脱贫困，彻底甩掉国家级贫
困旗的帽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添砖
加瓦。

舞起深情的安代，我们从塔敏查干

沙漠走来；倾听遥远的驼铃，我们向醉人的
胡杨林走来。展望未来前景灿烂，我们豪
情满怀。本次活动，不仅发挥了文艺作品
在脱贫攻坚中智志双扶的独特作用，激发
了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更是一次文
化的交流与碰撞，古老深情的安代舞与震
撼人心的现代剧相互交融，唱响时代主旋
律，真正体现了“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
人民”的关键所在，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
文化、艺术方面的需求，让群众真正享受到
了“文化民生”带来的美好生活。

纵情歌唱

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反映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优秀
影视作品次第涌现，记录历史、弘扬传统、凝聚人心、鼓舞
斗志，影响和感召着一代代优秀的中华儿女，成为不可磨
灭的共和国记忆。即日起，本版开设《70年·时光影院》栏
目，和您一起重温经典，回味感动，缅怀过往，启迪未来。

70年时光影院

《红手印

》剧照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话剧《红手印》走进安代艺术之乡

山那边传来凯歌声山那边传来凯歌声中国人民
从此站起来了！

【开栏的话

】

《开国大典

》海报

文艺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