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倩

在内蒙古民族电影70多年的发展历程
中，至2000年以前，影片所塑造的蒙古族人
的形象几乎都绑在了马背上。

然而，马在影片中所担任的“角色”是逐
渐发展变化的，蒙古马由“道具”、到“配角”再
到“主角”，这一过程记录着内蒙古电影人不
断探索的脚步。

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少数民族题
材影片《内蒙人民的胜利》，影片开场交待完
故事背景后，切换出第一个草原镜头，就是主
人公顿德布套马的场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
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草原晨曲》，电影一开
场，就是主人公呼和等几个蒙古族青年骑着
马举着枪打猎的戏。

蒙古族是马背民族，蒙古族人与马相伴一
生。在电影中，最能体现主人公的民族特色、
展现主人公蒙古族身份的道具，莫过于马。

“最初在内蒙古民族电影中，马更多的是
以道具的身份出现的，但这个道具比较特殊，
它充满了灵动之美。”影视学博士旭光说。

生活中，蒙古族男人含蓄、内敛、忧郁、惆
怅，一旦上了马，就像变了个人，变得潇洒、飘
逸。安静的草原上，一旦有了奔马、有了马群，
草原就活了，变得充满活力，变得更加辽阔。

“马在影片中主要作为主人公的交通工
具，影片中通过拍摄骑马的镜头，草原变得更
宽广，将讲故事的空间延伸扩大。”旭光说。

《东归英雄传》中奔驰前行的坐骑，《悲
情布鲁克》中庆祝胜利的“醉骑”，《骑士风云》
中用来逃跑的马车，《婚礼上的刺客》中的迎
亲马队，都使镜头流畅地完成空间的转换与
延伸。

马不仅是蒙古族人的交通工具，同时也
是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片中的
马，自然也成为表现民族文化的媒介，成为表
现主人公处境、性格的有力补充。

内蒙古民族电影中，大量的影片里都有
赛马、追逐的场面，如《牧人之子》里马追汽
车，《天上草原》里马追狼……影片都借助马
的速度、马的奔跑来表现出蒙古族人向往自
由、渴望自由、践行自由的性格。

“骑马、赛马、套马、驯马、打猎等等都是
勇敢者的游戏，影片通过这些镜头的展现，来
表现蒙古族英勇无畏、粗犷豪放、勇猛剽悍的
性格。”旭光说。

影片中情感的表达也需要借助马。例如
《婚礼上的刺客》里女主人公塔娜与王爷赛马
追逐的唯美画面，《嘎达梅林》中牡丹骑马奔
跑时飘扬的红丝带，《悲情布鲁克》中的“醉
骑”的经典镜头……影片也通过马来完成独
特的、带有蒙古族性格特点的爱情、友情、亲
情等甚至家国情怀的情感表达，来塑造人物
形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当马不再是蒙古
族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影片中的马渐渐

演变成蒙古族传统生
活、蒙古族传统文化
的“代言人”。

“马的生存空间、马的处境、
马遇到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主人
公的生存空间、主人公的处境、主
人公遇到的问题。”旭光说，“《季
风中的马》，就通过那匹白马的遭
遇，来说主人公，进而折射蒙古族
传统文化遭遇工业文明和商业
文明的冲击。”

《蓝色骑士》同样表达了对蒙古族传统文
化和生活的忧虑。

马作为载体，还是民族精神的表达者。
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学习蒙古马吃苦耐劳、一
往无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这是蒙
古马的精神，更是蒙古族的民族精神。纵观
内蒙古民族电影的发展历程，大量影片中所
塑造的马都表达了这一民族精神。”旭光说。

蒙古族崇拜英雄，英雄是内蒙古民族电
影长盛不衰的主题，英雄的塑造也一般都是
在马背上完成。如《内蒙人民的胜利》《草原
晨曲》《骑士风云》《悲情布鲁克》《东归英雄传》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等。“这些英雄的胯下始
终有匹支撑他的吃苦耐劳、默默奉献的蒙古
马，它跟他的主人一样，都对历史、对战争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旭光说，“它们一往无前，
敢于牺牲，一定要驮着主人去往他要去的地
方，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它们还替主人牺牲。
它们将民族精神形象、感人地展现了出来。”

旭光说：“回顾内蒙古民族电影，马在影
片中主要有三个层次的表现，一是作为生产
生活的元素，二是作为民族文化的符号，三是
作为民族精神的代言。”

尽管如此，马在影片中始终是作为道具、
配角的存在。

“严格意义上来讲，目前为止，内蒙古还
没有一部以马为主人公、以马的视角来拍的
马主题电影。”内蒙古电影集团电影制片厂长
虹说。

据长虹介绍，内蒙古第一部马主题电影
《蒙古马》（暂名）正在做最后的精剪，预计在
年内能够上映。另一部马主题影片《万马》
（暂名）剧本也在创作中。

“对马的表现，内蒙古电影人一直在探
索。内蒙古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关于马的
动人故事、素材资源也非常丰富，我们有责任
也有信心去讲好蒙古马的故事，让蒙古马成
为电影的主角！”长虹说。

□本报记者 李倩

电影《悲情布鲁克》中有一段“醉骑”镜头，热闹
的马背递酒、洒脱的雄鹰展翅、惊险的蹬里藏身、刺
激的马背拾物……这段戏是中国电影百年经典段落
之一，是将人马合一体现得最淋漓尽致的电影片段，
被观众和业内人士称为“马上芭蕾”。

“这个镜头我们当时只拍了三条，算是一气呵
成，但前期做了很多准备。”内蒙古电影家协会主席
伊·呼和乌拉说。

据伊·呼和乌拉介绍，《悲情布鲁克》拍摄于新疆
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剧组聘请了10名内蒙古马术队
的队员，让他们提前一两个月到达拍摄地挑马、驯
马，做好马匹准备。“拍摄的时候，这10名队员也需要

出镜当演员，完成一些高难度动

作。我们还请了于承惠老师和山东齐鲁特技队的
一批特技队员给设计动作。”伊·呼和乌拉说，“骑马
是演员的基本技能。剧中演员本身都是骑马高手，
而且能吃苦。拍这段戏时，我们把马蹬用皮条绑在
马肚子上，确保演员能在马背上自如地做动作。”

“动物戏不好拍，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怎
样让马跟演员配合？怎样既要漂亮又达到动作效
果？电影人们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单就片头
追兵追公主马车的那段戏，我们整整拍了10天、
100多个镜头，这场戏让我们的团队的默契度得到
极大的锻炼，也奠定了后面更多精彩镜头的基
础。”伊·呼和乌拉说。马上动作戏的探索是从
1990年的《骑士风云》开始的。

“内蒙古有个大背景，那就是草原和草原文
化。以前我们一直在寻找路子，就是能不能把马背
文化和草原故事结合起来。”伊·呼和乌拉说，“《骑
士风云》后，我们相继拍摄了《东归英雄传》《悲情布
鲁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逐渐走出了一条以拍
马上动作戏见长、以呈现草原民族的文化特质为宗
旨的少数民族电影题材之路。”

伊·呼和乌拉表示，马背故事、马背文化未来会
继续在影片中表现下去，希望拍出更多表现现代草
原、展示马背文化的影片。

10部影片
带你看人马情缘
□本报记者 李倩

本次展映月将持续到8月31日，预计可公益展映
近2000场。展映月由内蒙古自治区电影局主办，内
蒙古电影集团旗下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民族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星河农村
牧区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展映片单：
《乌珠穆沁的孩子》
故事梗概：牧人的孩子拖拉收养了一匹孤单的小

马驹，马驹在拖拉的精心呵护下茁壮成长。两年后，马
驹长成了一匹高大的黑骏马，并在赛马会上获得了冠
军。黑骏马和拖拉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一场意
外，黑骏马走失，拖拉和他的小伙伴们迷失在漫无边际
的草原中。几家大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衣衫
褴褛的孩子们。正当拖拉为失去黑骏马伤心之际，黑
骏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了。

《驯马手》
故事梗概：1937年夏天，乌珠穆沁草原天高云淡

马壮羊肥，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牧民和往年一样，期
盼着今年的马匹和羊群能卖一个更好的价钱，好再建
一个蒙古包，给女大当嫁的孩子结婚成家。年轻的牧
民道尔基正是带着即将迎娶宝日玛姑娘的喜悦，和巴
布一起去浩特卖马。在宝日玛的心里，巴布才是她暗
暗喜欢的英雄，只是碍于巴布是额吉（蒙古语：母亲的
意思）收养的儿子，父亲才将宝日玛许配给道尔基。

《黑骏马》
故事梗概：在草原上流传了多年的《黑骏马》的旋

律中，离家十二年的白音宝力格（腾格尔 饰）重返草
原，他要找到当年抚养自己的奶奶和青梅竹马的索米
娅（娜仁花 饰）……幼年丧母的白音宝力格被父亲送
给善心的奶奶收养，他和一般年纪的奶奶亲孙女索米
娅自此开始了四季迁徙的牧民生活。在白音宝力格
成长为少年时，一匹小马驹偶然跑到了他们的蒙古包
外，这匹被名为钢嗄哈啦——黑骏马的小马陪伴着白
音宝力格成长为少年。

《我和神马查干》
故事梗概：斯勒就要到旗里去上学了，然而他却

不愿意，因为一旦去了城里，他将不得不和自己心爱的
白马查干分开。白马查干是阿爸送给呼斯勒的，呼斯
勒非常喜欢它。除了呼斯勒，查干不许任何人骑上自
己的背脊，连阿爸也骑不了。

《战马》
故事梗概：1914年，在德文郡小镇，男孩艾尔伯特

目睹了幼驹乔伊的诞生。在集市上，它被频繁叫价，最
终被艾尔伯特的父亲泰德用30几尼的天价收入囊中，
跛脚的他也因此得罪了地主。艾尔伯特与乔伊尽情
嬉戏，与朋友分享。然而，好景不长，地主登门拜访，称
如果乔伊不能犁地将立刻将其带走，于是泰德赌上了
全部家当。艾尔伯特在逼迫之下，为乔伊套上鞍蹬，强
迫它犁地，甚至还使用了皮鞭，却不能让它屈服就范。

《奔腾年代》
故事梗概：大萧条时期，每个人都要守住一个梦

想，以此来度过最黑暗的时光，生活失意的汽车制造商
查尔斯·霍华德也不例外。他买了一匹小个子赛马，名
为“海饼干”，并笼络了一批同样有梦想的人，意图进入
赛马圈。第一个发现海饼干天赋的是训练师汤姆·史
密斯，他认为这匹马虽然个头矮小，腿脚也不太灵光，
天性中却藏着十足的执拗和倔强，这有可能使其成为
赛马圈的王者。

《骑士风云》
故事梗概：新疆解放前夕，土尔扈特蒙古族部落

的公主南斯勒玛奉父王之命，与三区革命政府制定了
联合起义，迎接解放军进疆的计划。返回途中，公主被
国民党顽固派劫持。王爷闻讯，立即召集部下商讨对
策。骑侠阿斯尔和其拜把兄弟玛斯尔、博斯尔、嘎斯尔
突然闯入王府营地抢夺马匹。王爷见此情景派人请
阿斯尔四兄帮忙抢回公主。王爷是阿斯尔杀父仇人，
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阿斯尔说服兄弟们答应了。

《白马飞飞》
故事梗概：抗日战争时期，一匹叫飞飞的白马在

战场上为了救负伤的主人骑兵军官戚念兵，毅然引开
搜捕的敌骑兵而不幸被俘。敌人至终都未能驯服飞
飞，最后飞飞绝食而亡。

《骏马少年》
故事梗概：影片《骏马少年》通过蒙古族少年毕力

格及其伙伴励志成长过程中的一段生动经历，反映了
坝上草原蒙汉人民和谐相处、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主
题。电影以几个蒙古族孩子的生活为背景，以孩子和
骏马、孩子和雄鹰的情感为载体，通过毕力格“熬鹰”这
一核心事件，反映了新时代蒙古族孩子对生活和理想
的态度，反思了在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的当下，人们应
该如何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和人与自然应该如何相处。

《梦想奔驰》
故事梗概：高超的技艺和天赋曾为骑师本·科恩

（科特·拉塞尔）赢来无数奖杯和荣耀，然而随着岁月流
逝，他慢慢地被层出不穷的新人抛在身后，成了等待被

“处理的垃圾”。与他命运相同的还
有老马桑娅，后者曾作为一匹前途
无量的种子选手为主人赢得过无数
场比赛，但因运动强度过大在某次
比赛中折断后腿后，它在主人眼中
也就成了“废物”。后来，桑娅被主
人当作遣散费送给了本·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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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芭蕾”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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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马始终是艺术创
作中长盛不衰的主题，艺术家们
热衷于通过各种艺术形式表现升
华马的形象、凝练歌颂马的精
神。同样，马亦存在于内蒙古民
族电影中。

“弘扬蒙古马精神”主题电影展映月是首届内
蒙古国际马文化博览会系列活动之一，于7月25日
便已拉开帷幕。本次展映月精心选取了《黑骏马》
《驯马手》等10部以讲述展示“人类与马的故事”为
主题，以传承弘扬“蒙古马精神”为主线的影片，以
固定放映（全区12个盟市24家城市影院）和流动放
映（60处边境沿线放映点和各盟市乡镇苏木、嘎查
村以及呼市25处社区影院、10处公园广场）相结合
的方式，面向全区城镇居民、农牧民群众，用电影这
一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深入挖掘和弘扬“蒙古
马精神”，引发观众对马和马文化的关注。

(

本
版
图
片
由
内
蒙
古
电
影
集
团
提
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