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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险刺激的马术动作震撼人心，跌宕起伏的剧情引人入胜，呼
麦深沉，马头琴悠扬，在绚烂逼真的舞美映衬下，一部发生在辽阔
草原上的马背传奇徐徐展开……

由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倾力打造的2019版《千古马颂》，从5
月1日到国庆假期结束，共演出114场。2019版《千古马颂》上演
后，好评不断，在前期更出现了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中心
1368个座位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的景象。

作为首届内蒙古国际马文化博览会的马主题舞台文化表演剧
目之一，全景式大型马舞剧 《千古马颂》自2014年首演后，经历
一年年的打磨和雕琢，不断惊艳升级，续写人马情缘。6年来，精益
求精的演绎不仅让《千古马颂》成为到内蒙古旅游不容错过的经典
项目，成为让全国乃至世界了解草原文化的亮丽名片之一，更是对
马文化的诗意解读，是对蒙古马精神的传承。

2019版《千古马颂》亮点纷呈

“这是一段人与马相伴一生的生命历程，这是一份马与人生死
与共的不解情缘，这是一部马背民族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情感诉
说。”对于2019版《千古马颂》，总导演穆青如是概括。

2019版《千古马颂》以蒙古马精神为立意，由“天降神驹”、“人
马情缘”、“马背家园”、“马背传奇”、“自由天驹”五章5个故事构成，
通过讲述“我”——一个牧人之子的成长，演绎了蒙古民族与马相
遇、相识、相伴、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情感历程，折射出蒙古民族
守望相助、砥砺奋进、追求文明进步的伟大历程，歌颂了马背民族
开放包容、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展示了人与马、人与草原和谐共
处、诗意栖息的大美境界。

穆青说：“为使整场演出恢弘震撼，充满视觉冲击力，我们更新
了精良的舞台机械，综合运用现代交响乐、微缩草原景观、超清
LED、环形投影幕、激光效果结合雨雪烟沙等特效，营造出了多维
立体演出效果，让观众达到了裸眼3D感官体验。使短短一个小时
里，既有金戈铁马的雄奇，又有一人一马的温情；既有忠肝义胆的
赤诚，也有盛装舞步的风雅。”

2019版《千古马颂》加入了新成员——12匹草原狼，其中成年
狼7匹、狼崽5匹，这些狼都来自电影《狼图腾》剧组，这是今年剧情
升级的最大亮点。

加入草原狼元素之后，每当狼出场时都会掀起整场演出的高
潮，有的观众紧张地屏住呼吸，有的观众看完直呼看得过瘾，驯狼
师查干说：“《千古马颂》中的真狼出现在序幕《迁徙》中，表演狼与马
对峙时的凶险和紧张。刚接到这个任务时认为这只是一个很平常
的幕后工作，但后来认识到舞台剧不像电影可以重来，观众只给我
们一次机会。”每天早上8点，驯狼师们就已经投入到了驯狼工作
中，让狼熟悉舞台，思考怎样让狼把马当做朋友，每一个呈现给观
众的舞台瞬间背后都有狼与驯狼师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磨合与陪
伴。“其实狼也是最智慧、最团结的动物之一，它们总是以团队的形
式去完成各项任务，不仅团结协作还具有极高的意志力和凝聚力，
《千古马颂》把狼元素加入其中也能让观众对蒙古族马文化和狼文
化有更具象的认知，更丰富了内蒙古的旅游文化。”穆青说。

此外，参演的马匹数量和品种也有增多，从2014年的129匹
增加到了七大类140多匹——世界四大古老马种之一的蒙古马体
质强壮，抗病耐劳，不畏寒冷，生命力极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纯
种马血统的弗里斯兰马，行进时自然高抬腿，有如跳舞一般；古老
的葡萄牙马种卢西塔诺马有着鹰一般面部线条，温驯的脾气，极易
驾驭；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马能掌握高等花式骑术的要领，曾一度
被称为“舞马”；我国广西德保县的矮马体型秀美、性情温驯，既可

当坐骑，又能拉车和负重……这些“马演员”们在剧中各司其职，在
与杂技演员们在剧中完成了一次次完美地配合。

2019版的《千古马颂》提升了演员马背技术技巧、增加了杂技
的技巧和难度，更险、更奇、视觉体验更佳。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
杂技团团长、《千古马颂》马背杂技总指导塔纳说：“我们把曾获国
际杂技艺术节金奖的《高车踢碗》进行改编，将高车变为骏马，为观
众呈现《马背踢碗》，增加了表演难度的同时观赏性得到进一步提
升。”演出中，帅气潇洒的套马群舞，独具蒙古族特色的盛装舞步，
单人单马、多人多马、马上直立、马上倒立、金字塔造型等高难度技
巧的展示，与剧情无缝衔接的精彩杂技充满美感和艺术享受，观众
席上阵阵惊呼和赞叹之声不绝于耳。

不忘初心 成就舞台精品

《千古马颂》文化产业项目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
重要讲话精神，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打造特色龙头文化产业
项目，探索演艺资源优势有效转化利用的重要举措，也是在国家

“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出的体现草原文化、独具北疆特色的重要文
化产业项目。6年来，《千古马颂》常演常新，收获荣誉无数——

2014年，《千古马颂》在锡林郭勒盟“中国·马都”核心区1.2万
平方米的马文化演艺厅亮相，《千古马颂》百度搜索的相关结果创
下了6050万个，荣登国内马业十大新闻榜；

2015年，《千古马颂》被中国马业协会评为“中国马文化推广
奖”，并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2019年，《千古马颂》在第八届中国旅游投资艾蒂亚奖颁奖典
礼上夺得中国最佳旅游演艺项目奖的金杯……

《千古马颂》的制片人郑睿达说：“《千古马颂》从创意策划之初
就立足业界高端、站位市场前沿，瞄准国内首创、世界一流的目
标。它既具夺人眼球的观赏性，又有直指人心的文化内涵；既是一
项填补内蒙古马文化驻场演出空白的旅游产品，又是一部挖掘蒙
古民族与马深厚情感的艺术史诗，成为近年来提升内蒙古自治区
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一部优秀作品。”

《千古马颂》文化项目的诞生，填补了我区文化与旅游高品质
融合的空白，充分展示了内蒙古民族文化的优势，打造了内蒙古的
文化品牌，以其独特的方式，在弘扬内蒙古特有的少数民族传统文
化的同时，借以提升蒙元文化品牌价值，带动地区经济、旅游业的
发展。

在剧中演员张国强看来，《千古马颂》对我区马术发展也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千古马颂》给马术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对传统马
术艺术的弘扬和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新时期的马术发展，
不再仅仅局限在传统体育竞技项目上，还渐渐展示在旅游文化和
舞台节目中，实质上为马术传播营造了多种突进，为大众接触、了
解马术提供了机会。”

内蒙古大学教授李树榕说：“草原文化核心理念之一是‘崇尚
自然’，而‘自然’这个概念很宽泛。《千古马颂》所歌颂的人与马的和
谐关系告诉观众：马，就是大自然的象征。马怎样对待人，就是大
自然怎样对待人类；人怎样倚重马，就是人类怎样倚重大自然。因
而，歌颂马的坚韧、担当、勇敢、忠诚、仁守等美德，就是在歌颂具有
美德的人。”

从无到有，精益求精。经过不断的改进与细化，《千古马颂》不
断走向成熟，向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展示着这块土地上独特风情
和无限魅力。“到青城草原，看《千古马颂》”不仅仅是一句广告语，更
成为到人们内蒙古游玩的不二选择。

据了解，2014年至2018年，《千古马颂》共累计演出248场，
接待中、俄、蒙、美、德、港澳台、韩国、新加坡、印度等20多个国家及
地区游客，观众近28万人次，与演出地形成良好的互适性，有效带
动了马产业、娱乐、运输、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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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马颂》
演绎人与马的千古情怀 传颂蒙古马精神

人马情缘

我和恋人敖包相会

马
术
表
演
。

马上技巧表演

套马杆

驰骋

《
千
古
马
颂
》
吸
引
了
众
多
观
众
观
看

马儿放归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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