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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浓墨重彩地记录英雄、讴歌楷模，让英雄在文
艺作品中得到颂扬，是影像时代电视文艺工作者
的光荣使命。近期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策
划、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承制的大型寻访纪实节目
《寻找英雄》第一季开播。《寻找英雄》把镜头聚焦
于内蒙古新时代的奋斗者，讴歌他们在平凡岗位
上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精神。《寻找英雄》以影
像方式引领社会大众，特别是尚在校园的莘莘学
子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寻找英雄》的录制彰显了创作者们高度的艺术
自觉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的
文化自觉。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就在于每个时代都有英
雄精神的引领，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更离
不开新时代奋斗者的开拓引领。《寻找英雄》以纪
实风格真实地再现了为国家舍小家的全国公安楷
模赵永前、全国脱贫攻坚模范武汉鼎、永远不输第
五局的中学女排教练郝振生、因村民57个红手印
而留下继续扶贫的第一书记解良、在革命年代屡
立奇功又在和平年代默默奉献的老兵任明德、向
火而行的消防员程磊、北疆楷模于海俊、时代楷模
苏和、用心灵呵护生命的护士娄世新，以及在生命
禁区挥洒青春热血的算井子边防派出所干警这些
新时代的奋斗者。其中，武汉鼎、于海俊、解良、郝
振生等入选“最美奋斗者”候选人。

在《寻找英雄——赵永前》中，赵永前 30年戍
守北疆、恪尽职守。其女从小热爱舞蹈却忽然身
患绝症，时日无多。赵永前为了维护边疆安全稳
定，忍受着巨大悲痛，离开女儿奔赴边疆。这些年
来，赵永前先后带队完成重大安保任务 80多次，
指挥破获跨境走私贩卖枪支案等重大涉边案件
120 余起，挽回人民群众经济损失 1200 余万元。
节目中运用了逆光剪影般的写意舞蹈，那仿佛是
女儿离世前对父亲赵永前的依依不舍与深深遗
憾。在《寻找英雄——于海俊》中，曾带领科研团
队累计完成重大林业工程项目 100余项、参与编
制国家森林工程标准 4项、完成林业科研课题 10
余项、撰写学术论文数十篇的优秀共产党员于海
俊，在2019年夏天扑救森林雷电火灾中不幸因公
殉职。于海俊致力于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推动林业改革、促进林区
发展、保护边疆生态的实际行动，这也是他的毕生
追求。节目中伴随着肃穆深情的歌声，在柔和的
日光中，森林郁郁葱葱，宛若一排排挺拔的士兵，
坚守着祖国北疆的生态屏障，见证着英雄人生的
光荣梦想。

《寻找英雄》通过树立典型英雄形象，为当代
青年人树立了榜样。节目在呈现形式上突破了传
统记者采访的成规，由记者化身为“寻访人”，并且
每期加入一名“观察者”，这些观察者主要是来自
高校的青年人。在《寻找英雄——武汉鼎》这一
期，来自内蒙古高校的学子积极参加了清水河县
暖水湾村的寻访历程，与寻访人一同回顾了武汉
鼎这位八旬老人带领 26户村民努力脱贫的感人
历程。武汉鼎通过群策群力，饲养山羊、种植玉
米、改良品种，增加了村民的物质财富，同时又兴
办教育，以文育人，为暖水湾村带去弥足珍贵的精
神财富。

《寻找英雄》不仅力图为青年学子树立榜样，
也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传递了以唯物史

观为基石的人民英雄观。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
的，历史伟业的开创也要依靠人民群众。与西方
文艺作品强调个人英雄主义不同，中国的优秀文
艺作品对英雄的讴歌一贯突出英雄的“人民性”，
即英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与典范。在
《寻找英雄——解良》中，乌兰察布市阿令朝村第
一书记解良作为精准扶贫优秀干部典型，在其离
任之际，村民们以按有57个红手印的联名信挽留
他。在继续留任的日子里，解良带领村民们建设
集体经济，通过引进滴灌技术、开发肉驴产业、打
造绿色品牌、改善卫生条件等途径提升村民经济
收入与生活水准。解良的扶贫事迹曾被搬上话剧
舞台，这部命名为《红手印》的话剧将优秀党员干
部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表达得酣畅淋漓。“任明
德”式与“解良”式的新时代奋斗者用真情与行动
诠释了何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真谛。

如今，人民英雄的担当与使命需要新时代青
年来传承和坚守，《寻找英雄》正是对文艺“培根铸
魂”职责的践行，也为当代青年的人生航向确立了

“航标”。
（作者仲呈祥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苏

米尔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理论博士后）

大型寻访纪实节目《寻找英雄》：

礼赞楷模 培根铸魂
◎仲呈祥 苏米尔

二人台作为一种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地
区、山西北部地区、河北西北部地区、陕西东
北部地区等地的戏曲艺术，涉及范围较广，地
域性强，深受当地大众喜爱。晋剧堪称二人
台最亲密的姐妹艺术，大凡二人台流行的地
域，几乎同样流行晋剧。而流行于内蒙古的
二人台又与当地的蒙古族民歌关系紧密，历
史上曾有人将她跟“蒙古曲儿”相提并论，可
见二者有血肉联系。细品四省区二人台的曲
调风格，山西二人台有晋剧风味儿，陕西二人
台有陕北民歌风味儿，内蒙古二人台则塞外
民歌风味儿浓郁，而塞外民歌本身为汉族民
歌及蒙古族民歌的融合体。

少用方言俚语 向普通话学习

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几乎聚集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移民，是走西口汉族百姓的落脚处。
这里以呼和浩特与包头为中心，早已形成特
定的方言体系，且有别于晋陕方言。虽方言、
俚语、串话地方色彩颇浓，但让全国其它方言
区的人难以听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戏剧艺术有了很大发展，但二人台因方言
的限制走向全国的步伐非常缓慢。

二人台文化底蕴深厚，传统代表剧目《走
西口》一出区区小戏便道出了走西口移民文
化的真谛。然而，与东北二人转比较，却因难
以被全国各地观众接受而走向全国非常困
难。究其原因，语言壁垒最为主要，语言樊篱
难以突破。当地的基础方言，以晋北方言为
底色，主要参杂陕北、冀西北方言，甚至对当
地曾经的蒙古语方言有所借用，发音方面也
有蒙古语的特点。而东北二人转所用的东北
方言，虽基础方言以鲁、冀方言为主，却与以
北京语言为标准的普通话非常相近，使全国
观众易于接受。当地常见的方言性词语，虽
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却让方言区之外的人难
以听懂。如以“圪”为第一个音的方言，“圪弯
弯”“圪梁梁”“圪蛋蛋”“圪垯”“圪抽”等，即便
从当地方言角度理解，以上词语表达的意思
似有规律可循，规律性却很不严格。而有的
词语地方特色过分浓郁，甚至很有可能被其
它方言区的人误解。内蒙古二人台在俚语、
串话方面，又与当地人的生产、生活、风俗密
切相关，除非深入当地生活多年，外地人更似
如听天书。如“长牛短马圆骡子，毛片灰了也
不顶事”“三十里莜面二十里糕，十里的荞面
饿断腰”“歘丧棒当成讨吃棍，斜材当不成正
材用”等。此类语言虽当地人听起来幽默风
趣，而外地人听起来颇显困难，不但全国绝大
部分方言区的人无法听懂，即便二人台流行
地域其它小的方言区的人也未必全部能听
懂。

可见，在适当保留当地语言特色的基础
上，认真学习普通话，创造性地运用普通话同
化方言，是内蒙古二人台拓展观众地域的基
本保证，是其改革发展的最重要环节。

借鉴蒙古民歌 区别姐妹艺术

内蒙古二人台地域性比较明显，仅曲调
方面便有东路、西路之分，如果更细的分类，
可区分为中路、东路、西路，各路二人台的中
心基本可定为：呼和浩特、集宁、包头。东、
中、西三路二人台各具风格，分别有冀西北、
晋北、陕北民歌的韵味儿，但都吸收了蒙古族
民歌的营养。

东路二人台发音较低沉，在民间盛行，民
间俗称的“讨吃调”可谓其代表。西路二人台
发音高亢，以陕北民歌韵味儿浓郁的伊盟小
调、巴盟小调为基础，包头成立的蛮瀚调剧团
已经对其改革与发展进行了探索实践。中路
二人台流行于呼和浩特周边地区，该地区一
直是二人台艺术的核心试验区，堪称二人台
改革发展的风向标。由于二人台与晋剧是最
为亲密的姐妹艺术，且有急于走大戏化道路
的倾向，当地二人台大有晋剧化的发展趋
势。其实，颇具戏曲素养的晋北民间早已流
传着这样的说法，“内蒙古的晋剧二人台味儿
浓，山西的二人台晋剧味儿浓”。如果内蒙古
二人台因盲目走大戏化的道路而刻意向晋剧
学习，便因失去地方特色而逐渐被晋剧同化，
沦为晋剧艺术的一门“小儿科”。以流行于中
原著名的戏剧之乡山东菏泽和济宁地区的枣
梆为例，老艺术家们为了保持剧种不被豫剧、
大平调、四平调等中原大中剧种同化而失去
自己剧种的风格，可谓不惜代价，死守阵地。
流行于晋东南的上党梆子，历史悠久，独具风
韵，堪称优秀剧种。其清朝初年以来向东传
播，在河北邯郸产生了子体永年西调，继续向
东传播，又在山东菏泽产生了子体枣梆。而
菏泽的枣梆老艺术家为了保持剧种的风格与
优势，不远数千里西归寻根，向母体上党梆
子、上党落儿子，甚至是姐妹体永年西调学
习，以求更鲜明的艺术特色，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

蒙古族民歌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在世
界艺术殿堂中亦占有一席之地。内蒙古二人
台具有蒙古族民歌的艺术基因，何不大量汲
取蒙古族民族的艺术营养，更显明地区别于
晋、陕、冀的戏曲与民歌艺术，使自己的艺术

风格在二人台艺苑中更为独具一格呢？

发扬正剧风格 减少幽默滑稽

我们知道，二人台起初仅由二人表演，一
人称为抹粉的，一人称为滚边儿的。抹粉的
载歌载舞进行正剧表演占有主角地位，而滚
边儿的打诨插科以滑稽幽默居配角地位。可
是，前些年戏剧舞台上滑稽幽默盛行，甚至搞
笑小品侵占舞台。二人台也“不甘寂寞”紧随
其风，滚边儿的占了主角，抹粉的却被排斥为
配角，因而，失去了作为一门别具特色的戏曲
艺术的严肃性，文化底蕴日见浅肤。

传统戏曲艺术中，虽专司滑稽幽默的丑
角不可缺少，极少数剧目中甚至为主角，但从

“生旦净末丑”的行当排列来看毕竟处于末
位。与二人台近亲的东北二人转，历来滑稽
幽默占的比重较大，传统剧目中却也难以超
过载歌载舞的分量。已经风靡全国的二人
转，前些年有些剧目竟然出现“向搞笑一边
倒”的现象，更甚者在娱乐之余毫无社会教育
意义。受“大气候”影响，二人台也曾出现过
类似这样的问题。但是，浊流毕竟难以翻起
美丽的浪花，粗俗最终被高雅淘汰，近几年这
些无底线的滑稽幽默剧目被赶下舞台。

内蒙古二人台作为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
地方戏，应该摒弃哗众取宠的负能量，发扬传
统优势的正能量，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发挥
探索载歌载舞的固有风格，缩减滑稽幽默、插
科打诨的纯娱乐成分。

保持小戏传统 吸收蒙古歌舞

二人台自产生以来便保持小打小闹的风
格，其名称亦从“蒙古曲儿”到“打玩艺儿”最
终定名为二人台。特别是内蒙古二人台，因
塞外历史上多年内农牧业结合，进行半农半
牧的生产方式，人烟稀少，村落稀小，根本不
适应较大型的剧团演出。二人台班子人数
少，行头简单，易于流动表演。最终，内蒙古
二人台的剧目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人
物量少，短小精炼，简单明了。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因戏剧事业的繁荣
发展，内蒙古二人台曾出现了贪大求繁的现
象，有些人甚至觉得应与晋剧、豫剧等中原大
戏曲剧种比肩。殊不知传统戏曲自产生以来
便以人口密、村落大的农耕文化为基础，以

“生旦净末丑”的基本行当为要素，以板式曲
牌多类型、多变化为丰富的音乐结构等特长，
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华文化瑰宝。仅以上列举
的三个方面，二人台便与历史悠久的传统戏
曲相距甚远。常言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在戏曲百花园中，以小戏见长的剧种艳丽多
姿，为世界瞩目者并非空白，其中的黄梅戏便
是杰出代表。黄梅戏历史并不比二人台久
远，传统代表剧目《天仙配》《女驸马》等也并
非大戏，基础方言从楚方言到皖南方言并不
比二人台的基础方言距普通话亲近，其能够
为全国大众接受的推广经验值得学习。当地
有一句谚语“小毛驴咋打扮都变不成大骆
驼”，二人台学习大型剧种的盲目性，被这句
俗话道破。因此，小戏的传统即是二人台的
优势，也是二人台的特色，并且是历来二人台
从业者多少代人的智慧结晶。牡丹花雍容华
贵自然引人注目，而玫瑰花虽小却芳香逼人，
二人台应该被塑造成戏剧百花园中的玫瑰，
其独有的芬芳艳丽令人耳目一新。

二人台单纯地走大戏化的道路实在勉
强，仅音乐方面就欠缺天然因素。当然，二人
台并非不能尝试大型剧目，内蒙古二人台向
大型改革发展最好是学习蒙古族歌舞。因
为，内蒙古二人台固有一定的蒙古族歌舞基
因，而蒙古族歌舞历来并未以戏曲形式登上
过舞台。蒙古族民歌有丰富的韵调，若内蒙
古二人台吸收其营养，音乐与曲调上有继承
性的创新，便有创新性的发展。蒙古族舞蹈
有优美而变幻的舞姿，如果将其学习运用到
二人台的戏剧性情节当中，会使其载歌载舞
的风格更具独特魅力，戏曲艺术表现方式更
具地方特色。这一方面，内蒙古二人台的从
业者已进行过初浅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

以上从语言、音乐、表演、剧型四个方面
论述了内蒙古二人台的改革发展方向。当
然，从改革发展入手，振兴内蒙古二人台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继承前辈积累的丰
富经验，又要学习诸如黄梅戏之类的姐妹剧
种的发展成就，更重要的是创造性地体现自
己剧种的地域特色。在继承学习中寻求发
展，在改革发展中进行创新。这就需要编剧、
导演、作曲、编舞及所有演职人员精诚团结、
密切合作，使其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最终
实现引全国观众瞩目、走向世界的目标。

内蒙古二人台改革发展之我见
◎郜贵

发表于《作品》杂志2019年第九期的短篇小说
《西日嘎》，对于内蒙古通辽市的年轻作者赵文而
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是他的小说处女作，
与我们此前读到的他的散文作品一样，文中那浓郁
的内蒙古草原人文语境和文化传承交相辉映，这些
元素与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一起呈现，使作者对民族
风情、人文情怀的考量，有了令人着迷的魅力。

西日嘎是科尔沁草原科右中旗的一个小村落，
这里是与赵文血脉相依的故乡，在他过往的多篇散
文里，我读到过他对这里最真挚最亲和的描摹。这
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峦、一个普通庸常的习俗，都
像根系一样牢牢地扎在作者的情感脉络里，不时地
在他的文本中激荡起阵阵涟漪，而用小说这样的方
式来呈现，赵文还是第一次尝试。我对这篇小说特
别感怀的是，作者在抽离草原、打拼多年后，将逐渐
打开的视野与纯粹的原乡情结勾连起来，当他蓦然
回首时，便对家乡有了一种羊羔跪乳般的眷念。

《西日嘎》通过阿斯根教授与温都苏的追寻般
对话，表现出内蒙古草原特有的诗一样的沉醉迷人
风情，大自然的寒来暑往赋予了这里彪悍的本色。
温都苏就是土生土长的西日嘎人，他记忆深处是爷
爷的银胡子和他手中的套马杆，父亲巴根那则是一
个不折不扣的酒鬼。成吉思汗的黄骠驹在东征时
曾经从这里走过，世世代代的生息构成了这片草原
的神奇独特。时光走向当下，人们渐渐疏离草原，
昔日万马奔腾的胜景和最让人心动的套马比赛已
经不再，只有远处沉默的布日古德山，静静地目睹
着西日嘎的变异。小说的另外一条线用科尔沁风
俗和民歌作为串联，以渐渐升温的温都苏与萨日朗
的情感波澜作为回旋。于是在作品的述说中，套马
杆的设置，就如同一条温温漫漫的原乡情结曲线，
把读者的思绪搅扰得相当开阔。特别有意思的是，
温都苏和萨日朗在套马比赛现场的火热表达，把蒙

古族人直率朴实、大胆粗犷的性格特征给予了最为
本真的渲染。

《西日嘎》这样的小说不太好写，因为它几乎没
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支撑，作者尽心竭力所
展示的，更像是对某种传统文化的追忆与回溯。可
令人欣慰的是，作者得益于家乡元素和文化情怀的
熏陶，他能够恣意地把草原人与生俱来的特性和喜
乐哀愁的个性抒发，当作助推情节发展演绎的抓
手，这就让作品有了圆润的转圜。比如对爷爷和父
辈的精细刻画，对温都苏、萨日朗恋情的铺排，对布
日古德山、对科尔沁民歌，包括草原润物无声的沉
稳描述，都为读者解读《西日嘎》提供了四通八达的
路径。作者对草原上套马杆文化的传承，以及对套
马大赛的细腻描述，鲜活地直逼当下传统文化的焦
灼与重构，让小说的立意卓然上升，为文学思考增
加了更多的向度。

从作者对内蒙古风情的展露上，我们可以撩开
那块神奇土地的面纱，领略到令人心驰神往的民俗
文化，这是文学所带给我们的快慰。我注意到《西
日嘎》不仅仅是展露，而是有了一种重新建构的努
力。赵文笔下的物事，抛弃了浮光掠影的表象，直
接嵌入到文化核心去挖掘，返璞归真中蕴含着向
往，是这部作品成功的标志性突破。

我们期待，随着作者语言的进一步凝炼，对世
相的拿捏更为到位，他作品的表达将会更有张
力。

一草一木一山一峦构置的情感世界
——评赵文短篇小说《西日嘎》

◎周其伦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