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宝昌

在美丽的草原明珠城市海拉尔，有
座老式剧场形式的建筑——呼伦贝尔盟

（现呼伦贝尔市）职工俱乐部。它坐落于
海拉尔区河东的主要街道上，区位优
越。它的西侧曾经是沼泽地，后来种了
小树林，建造了滑冰场。

因为建筑门前留有比较大的空间，
所以这个十字路口就显得比较宽阔，像
个广场。俱乐部两侧栽植了两排杨树，
大门前是一个用天蓝色的小木栅栏围起
来的大花坛。每当盛夏时节，绿树荫下
各种时令鲜花昂然怒放。

当时的盟广播电台和职工俱乐部淡
黄和浅粉色的墙体色调，再配上高大的
阔叶杨和野玫瑰、丁香等灌木及路旁门
前盛开的各色鲜花，这个十字路口顿时
变得奼紫胭红，充满生机，形成了海拉尔
的一道亮丽风景。

职工俱乐部建筑形式有明显的俄式风
格。可容纳千人左右，砖木结构，二层起
脊，正面是“洋门脸”，三座起拱大门，中间有
四根罗马柱，柱的顶端，有浮雕装饰。整个
建筑外墙刷成浅粉色，后来也曾刷成灰色。

里面是两层观众席，二楼的楼裙是
俄式起鼓的包厢装饰。木制连排坐椅。
后来换成了沙发式坐椅。正中是舞台，
可以演出戏剧舞蹈，挂上银幕又可以放
映电影，摆上主席台则可召开各种大型
会议。两侧有耳房，可供休息或展览等

多种用途。左侧的一个大间，曾是海拉
尔胜利街小学的少年俱乐部，可以开展
各种手工、无线电、文艺等少儿活动。我
就是在这里戴上红领巾的。

现在这座建筑在一轮接一轮的城市
改造中，已不太显眼。再加上众多新建豪
华剧场的出现，它也失去了往日的喧嚣和
光芒。但是，透过她那饱经风霜的面容，
我们仍可以找到呼伦贝尔半个多世纪的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痕迹，体会
呼伦贝尔厚重的文化积淀。呼伦贝尔的
历史上永远留有它光辉的一页。

当时的盟职工俱乐部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中叶，几乎和我同龄，我和盟职
工俱乐部相伴长大，目睹了它半个多世
纪的岁月沧桑。我们这一代人，和这个
建筑有着很深的历史情结。看见了它，
半个多世纪的往日时光就会在脑海中飘
荡。这里曾经启迪和丰富过我们儿时的
梦想，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圣洁殿堂。

职工俱乐部在当时是本地最大最好
的多功能聚会场所。上世纪 50年代，在
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掀
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这里都是召
开全盟大会的主要场所。各种动员大
会、表彰大会、祝捷大会络绎不绝。

60 年代，每年都要召开的三干会
（盟、旗、乡苏木）和四干会（盟、旗、乡苏
木、村嘎查），职工俱乐部几乎就是固定
开会场所。

每当开会之时，市面上就会明显地
感到人增加了许多。上班时，大街小巷

熙熙攘攘。农村牧区的妇女干部有些带
着吃奶的孩子参会，开会时由组织上安
排，寄放在职工干部家帮助照看，不论职
务高低共同承担义务。那时干群关系非
常融洽。虽然物质生活贫乏，但是精神
生活充实，而且积极向上。

进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依然
是召开各种会议的重要场所。1988 年
呼伦贝尔提出试验区建设，1992年国家
正式批准呼伦贝尔盟（现呼伦贝尔市）成
为国家少数民族改革开放试验区，这个
时期职工俱乐部也很活跃。

后来，职工俱乐部作为当地政治经
济大型会议中心的地位，随着大规模的
城市改造建设逐渐衰落。先是海拉尔河
西剧院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分享了职工
俱乐部大型会议和演出中心的份额。后
来新建的高档酒店——宾馆的会议中心
和多功能大厅更是后来居上。

职工俱乐部在上个世纪也是本地最
高等级的文化娱乐场所。改革开放前，
在海拉尔能放映三十五毫米电影的公共
场所只有职工俱乐部、河西电影院和铁
路工人文化宫。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比
较单调，看电影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享
受。生活在海拉尔河东的人们要想看电
影只能在职工俱乐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票很便宜。
小孩八分钱，学生一角五分钱，成人二角
五分钱。售票窗口就在今天职工俱乐部
大门右侧第一个窗户最下面一格，开了
一个只能伸进去一只手的小洞口。每当

上演新电影，人们就像过节日一样提前
吃饭，大人们梳洗打扮一番，孩子们也都
换上干净点的衣服，带上点零食。开演
前喧嚣嘈杂，开演时鼓掌欢呼，然后平静
下来，进入欣赏品味状态。

那时的人们也追星，男演员像赵丹、
孙道临、王新刚、张勇手等，这些人同时
也是女孩子们的男神；女演员像夏梦、白
杨、王晓棠、秦怡、王丹凤等都是男孩子
们的偶像。香港演员夏梦和高远主演的
电影《抢新郎》插曲“三杯酒”也曾风靡传
唱一时。那时除了国产片，还能看到波
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东
德、罗马尼亚、朝鲜、印度、墨西哥、英国、
法国、埃及、日本等国家的精彩影片。

作为呼伦贝尔市有着 60 多年历史
的老剧场，职工俱乐部留下了一些艺术
大师的印记。

出生于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的蒙
古族长调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尔曾在这里
进行过演出，她可是国宝级人物。我还
是在孩提时，就有幸在职工俱乐部，坐在
爸爸妈妈的腿上，现场聆听了这位艺术
大师的演唱。时间应该是上世纪 50 年
代后期。宝音德力格尔于 1955 年在波
兰华沙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
金奖，给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争得了荣
誉，人气正旺，同时也是她演唱艺术生涯
的巅峰时期。呼伦贝尔是她的家乡，所
以我记得那场回国巡演演出叫汇报演
出。为了这场演出，职工俱乐部新换了
深红色金丝绒的大幕。宝音德力格尔盛

装出场，橘黄色金丝绒的蒙古袍，衣袖、
裙边、领口都镶嵌有闪光的装饰。她头
戴巴尔虎蒙古帽，英姿勃发，一曲蒙古族
长调《辽阔的草原》震撼全场。

全国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在上世纪
60 年代来呼伦贝尔采风期间，曾在职工
俱乐部舞台上一展歌喉；还有人们非常
熟知的著名歌唱家胡松华曾多次在这个
舞台上放歌；全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
中国现代民族民间舞蹈奠基人、创始人，
有着“东方舞神”美誉的舞蹈大师贾作
光；全国著名歌唱家郭颂、方明等人，在
1978 年参加鄂温克自治旗 20 周年庆典
期间，曾在职工俱乐部进行过专场演
出。贾作光为鄂温克自治旗 20 周年庆
典专门编排了舞蹈《彩虹》。

舞蹈和歌曲几十年常演不衰，是鄂
温克旗乌兰牧骑和呼伦贝尔民族歌舞团
的保留节目。当年，我有幸现场观看了
那场演出。贾作光跳了《彩虹》《马刀舞》

《雁舞》等舞蹈。当年贾作光已经有 54
岁了，可是跳起舞来仍然像年轻的小伙
子，舞姿轻盈，苍劲有力，激情四射，迷倒
了现场观众，叫好声爆棚。

郭颂为鄂温克旗专门创作了一首歌
曲《我心中的金凤凰》。这首歌在庆祝大
会的举办地鄂温克旗特莫胡珠和职工俱
乐部首唱。华美的歌词，悠扬的旋律，也
曾风靡一时。

上世纪60年代，由当时的盟委、盟公
署机关职工排练演出的话剧《女飞行员》
曾为人们津津乐道；70 年代著名歌唱家

才旦卓玛、马玉涛等来到呼伦贝尔巡演，
这个舞台上也都响起过她们的歌声。职
工俱乐部是盟直属机关职工的舞台，在
这里，歌舞团和海铁文工团联合演出了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歌舞
团演出了《黄河大合唱》；由呼伦贝尔自己
的作曲家那日松创作的歌曲《草原晨曦
圆舞曲》《呼伦贝尔美》《呼伦贝尔情》《呼
伦贝尔恋》由蒋大为等名人演唱，也都曾
在职工俱乐部这个舞台上各领风骚。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
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在职工俱乐部的
演出也越来越多。一年一度的各旗市乌
兰牧骑等专业文艺团体演出，是人们每
年期待的一场文化盛宴。那时，在长达
半个多月的时间里，职工俱乐部天天爆
满，舞姿翩翩，琴声悠悠，天籁之声不绝
于耳；各种群众性的文艺演出不断，有话
剧、戏曲、曲艺、歌舞等人们喜闻乐见的
多种文艺形式。

职工俱乐部这个舞台为呼伦贝尔本
土的作曲家、歌唱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都提供了最初的展示平台，助力他们走
得更高更远。

后来职工俱乐部又进行了改造，功
能发生了变化。庆幸的是，基本完整保
留了原职工俱乐部的外貌。

岁月匆匆，往事如烟。作为一个老
海拉尔人，职工俱乐部是让我们少儿时
感知外部世界的窗口。如今身在外地，
我对这座城市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眷
恋依旧，情感愈加浓烈。

职工俱乐部的岁月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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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内 蒙 古 民 族 艺 术 剧
院 组 织 创 作 的 中 国 首 部 以
骑 兵 为 题 材 的 大 型 原 创 民
族舞剧《骑兵》，斩获第十二
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消
息传来，草原一片欢腾！

《骑 兵》将 气 势 磅 礴 的
革 命 历 史 搬 上 舞 台 ，讴 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
歌 英 雄 ，向 内 蒙 古 骑 兵 致
敬 ！ 向 保 家 卫 国 的 英 雄 致
敬 ！ 在 全 国 舞 台 上 刮 起 了
一场骑兵之风。

——编者

成功塑造鲜活的骑兵形象

“最鲜活的就是骑兵人本身！”
这是舞剧《骑兵》宣传短片最让人

印象深刻的一句话。这份鲜活，来自主
创团队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强烈情感。

“我的父亲就是一名骑兵，我从小
生活的地方还居住着老一辈骑兵战士，
每每看见他们，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
感。多年来，这种创作愿望一直藏在心
中。”国家一级导演、舞剧《骑兵》总导演
何燕敏激动地说。

内蒙古骑兵部队是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按照
中国共产党“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
民族自己的军队”的指示，组建起来的一
支以蒙古族指战员为主体的骑兵部队。

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内蒙古骑兵
部队指战员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与敌
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内蒙古民
族自治运动成果，参加了扭转东北战场
局势的所有重要战疫，以及辽沈、平津
两大改变了中国命运走向的战略决战，
为内蒙古人民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为东
北、华北地区的解放和全国革命胜利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内蒙古骑兵为人民
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他们将自己奉
献给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他们的伟大
成就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像何燕敏一样，在《骑兵》主创团队
中，很多人与骑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他们的创作动机源于对骑兵的信仰
和崇拜，骑兵是民族集体记忆，是流淌
在血液中的，这些英雄值得被歌颂，民
族舞剧《骑兵》在众望所归的呼声中诞
生了。

从 2015 年开始构思，2016 年 3 月
《骑兵》剧本初稿完成，每一个过程都是
精心打磨。

《骑兵》主题鲜明，讲诉了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蒙古族青年成长为光荣
的骑兵战士的成长历程，刻画了美好的
爱情和家国情怀。同时结构紧凑，没有
任何拖沓，编排到位，跌宕起伏的剧情
扣人心弦。

《骑兵》独具特色，既有民族舞蹈的
特质，又有中华舞蹈的气势，在全国各
类舞蹈中十分亮眼。独舞、双人舞、群
舞各个精彩。不局限于传统，又创新了
许多舞蹈动作。

70 多人的一台舞剧，人人精彩。立
得住，站得稳，让舞剧《骑兵》走得更远。

2019 年首演之后，《骑兵》收获了
业内专家、学者及观众的广泛好评，入
选 2020 年度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
目、自治区 2019—2022 年重大主题文
艺精品创作剧目和“红色百年内蒙古”
系列项目。不久前更是捧回了第十二
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这一国内最有分
量的舞蹈奖项。

蒙古马精神贯穿始终

在剧中有一匹忠诚无畏的蒙古马
“尕腊”，令人印象深刻，主人公朝鲁与
战马“尕腊”在战斗中冲锋在前，“尕腊”
在最后一次战斗中没能再站起来。

“尕腊”的形象不仅是一匹马，更是
蒙古马精神的拟人化体现，舞剧《骑兵》
将战士与战马的深厚情谊刻画得淋漓
尽致。

战马“尕腊”的扮演者巴音达来说：
“通过剧本的解读，让我们每个演员对
那个年代的英雄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并在心中生根发芽，这才是最可贵之
处。因为入戏太深，有段时间我感觉自
己就像一匹马。参与《骑兵》的排练，是
一次学习、一次磨炼，更是一场战斗，我
要不断地提高体能，攻克每一次挑战。”

他说，当听到观众掌声的时候，感觉一
切都值得。

排练过程中，每一位演员都把自己
揉进了角色当中，为《骑兵》注入了鲜活
的血液，他们最长时间一次连续排练 17
个小时，不断突破自己的体力和耐力。

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歌舞团负责
人乌兰牧骑勒说：“演员们没有节假日，
也没有怨言，都在积极配合导演。有些
演员腰伤复发，为了不耽误排练，喝止
痛药坚持着，没有人请假休息，都是全
心全意投入到排练当中。这就是这部
剧的力量，这些力量来自于骑兵精神。”

《骑兵》这部作品一扫庸俗之气，树
立了内蒙古文艺精品的艺术高度，这是
整个创作团队苦练内功的结果。

演员们在舞台上展现出蒙古马的忠
诚、勇毅、刚强又不乏柔情，用肢体语言
完美呈现了“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
目的决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使不同
年龄、不同职业的观众都能在《骑兵》中
找到共鸣点，感受到骑兵精神的力量。

《骑兵》从舞美到演员，从灯光到音
乐都是最优秀的配置，甚至堪称华丽。国
家一级导演何燕敏、国家一级编剧赵大
鸣、国家一级作曲杜鸣、国家一级舞美设
计刘文豪、国家一级服装设计宋立⋯⋯

这无数个“一级”，成就了《骑兵》的
顶级。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
长江东说：“《骑兵》选材奇特，在全国看
来也是独有，人物立得住，能与观众共
情。各个领域都十分出色，各个环节都
出彩，得到这个荣誉实至名归。骑兵给
与我们力量，让我们勇攀高峰！”

民族艺术精品常演不衰

“主旋律作品不是高喊口号，《骑
兵》用舞蹈这一不能说话的艺术给作品

插上了翅膀，表达了内蒙古人民的家国
情怀和人类的和平愿景。从文化审美
来说，蒙古马精神是蒙古族精神的最高
体现，对英雄的崇拜是民族文化审美中
最高级的审美。”何燕敏说。

创作《骑兵》的经验，让人们看到了
好作品的特质。好作品首先来源于情
怀，也来源于绚烂的生活；好作品来源
于多年来不停歇的奋斗和累积，是一体
性的感悟，是厚积而薄发；好作品来源
于从构想到舞台呈现的整个过程⋯⋯

从台前到幕后，创作和演出团队把
心揉成土，把汗化成水，每一个动作都
是用心浇筑的雕塑，精心打磨成就了今
天舞剧《骑兵》的成功。

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评委、
上海歌舞团团长、国家一级导演陈飞华
评价：“我们在看其它剧目的时候都会
拿《骑兵》作对比，经典剧目是经久不衰
的，《骑兵》有民族的特质，又有民族的
气势，在我这里你们就是第一，这是你
们跳出来的成绩。我愿意把《骑兵》推
到全国的舞台上，让我们一起努力！”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即将
到来之际，舞剧《骑兵》是内蒙古 2500
万各族儿女奋斗新时代的最好精神体
现。未来，自治区将继续从多个方面支
持《骑兵》走向更大的舞台。全区文艺
战线受到《骑兵》的精神鼓舞，也将向

《骑兵》借鉴经验，围绕重大选题创作出
更多精品力作。

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党委书记、院
长李莉说：“我们会充分吸纳各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将《骑兵》打造成内蒙古民
族艺术剧院经典剧目、王牌剧目，让《骑
兵》长演不衰。同时，在今后的艺术创
作中，我们也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时
代服务的导向，让剧目走向群众、走向
生活，用好作品回报社会。”

□文/本报记者 徐跃 图/本报记者 王磊

草原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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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的故事不会过时，
骑兵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
蒙古马精神！舞剧《骑兵》的
成功也不是偶然，它完美诠
释了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
时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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