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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加盟儿童文学的成人文学作家多
了起来。当这些作家进入儿童文学领域时，此
前的文学积累都会或多或少地带到他们的儿
童文学的创作中，比如杨志军的动物小说、叶
广芩的老北京小说、裘山山的藏区小说等等。
现在，我们又看到了鲍尔吉·原野的儿童长篇
小说，同样与作家此前的作品有着非常明显的
延续性和相当高的审美相似度。

鲍尔吉·原野是颇有成就的蒙古族作家，
《乌兰牧骑的孩子》这部长篇小说也可以看作
是儿童文学中的“边地写作”，作品以60年代内
蒙古乌兰牧骑的生活为背景，描写了几位少
年去往牧区的经历。这几年，儿童文学中的

“边地写作”渐成气候，在传统儿童文学的城
乡两极写作上大大地拓展了写作半径与题材
空间，给儿童文学带来了无穷的活力。而且，
不仅仅是题材上的拓展，更有文化观念上的
变革。“边地写作”告诉孩子们，中国是一个幅
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自然地理上，从
北方的林海雪原到南方的热带丛林，从东部
的蔚蓝海洋到西部的崇山峻岭，每一寸土地
不仅有着不同的自然风光，更有生活在这些
不同地域的、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灿烂文明的、
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对孩子们来说，我们
不仅要了解世界，了解现代化，同时也要了解
历史，了解行进在现代化征途上、为美好生活
辛勤劳作的人们。不仅要学习现代科技，知
道二次元、元宇宙，也要知道那些未被揭秘的
奇异、头顶的星空和人们心中的向往。这不
仅仅是知识，更是文化，是我们应该守护的文
化的多样性，是我们文学应该与孩子们一起
经营的健康的、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
生态。所以，儿童文学中的“边地写作”不是
一味地展示陌生的世界，更不是去猎奇，而是
让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别样的生活方
式，还有那些值得我们思考的对自然、对世
界、对生命的不一样的理解。

对小读者们来说，翻开《乌兰牧骑的孩
子》，就走进了大草原，这儿不仅有我们常见的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更有牧民们的生活方
式，这儿的人们举手便是舞，开口便能歌，只要
想听，随时都会带来神奇的故事和先民的史
诗。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是有生命的，赛罕汗乌
拉山住着神鸟乌音嘎，桑布的马能召来同伴吓
退狼群，金桃会与一只喜鹊交上朋友……真的
可以请小说中的民间艺人哈日衣罕、白银花村
村长仁钦、猎人萨白、画家桑布来给我们上一
堂文化课。萨白说，小孩子不能碰枪碰刀，这
是规矩，小孩子应该多碰和平的东西……说得
多好啊！如果不是浸透了文化，如何能写得这
么真实入骨？如果没有现代性的文化与生态
理念，又如何能将这些思想焕发出智慧的光
芒？

《乌兰牧骑的孩子》可以说是小说，它有完
整的叙述，有起伏变化、节点不同的故事单元，
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从开头到结尾，形成
了圆满自足的闭环叙事。但也可以说它是一
篇大散文，是几个蒙古族小朋友的假日奇遇。

孩子们从汗乌拉镇到遥远的白银花村，跟随乌
兰牧骑的演出只不过是叙事的线索，这段时间
孩子们所经历的人与事，包括那些奇异的现
象、从未见过的动植物、那些让他们难忘的亲
情、友谊，以及那些有惊无险的生活插曲，特别
是在浓烈的民间文化氛围中他们对自然、历
史、生命等等的认识、体验和感悟才是作品的
重点，也是作品独特的精神内核。我以为，这
样的作品对引领孩子们的阅读是有意义的，不

能一味地强调儿童小说的故事性，更不能将离
奇、惊险作为儿童文学不能或缺的叙事元素，
而应该让孩子们体会到文学从容平和的一面，
这不仅仅是个文学问题，更是我们对生活的理
解，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不全是由大风大浪
组成的，它更多的是和风细雨，是日落月升，用
作品中桑布的话说：“真实的生活一切都是安
静的，风亲切地抚摸每一根草……云彩从天空
飘过，陪伴河流的波浪。大地上，马群在奔跑，

马群在休息，马群在吃草……我们走进生活
里，就像走进前面这条河，虽然它只有膝盖那
么 深 ……”生 活 的 本 质 与 形 态 其 实 就 是 这
样，它是散文的。从这个角度说，阅读《乌兰
牧骑的孩子》这样的作品，是对孩子们的阅
读教育、文学教育，也是一种生命教育与生
活教育。

《乌兰牧骑的孩子》是一部美丽之书，鲍尔
吉·原野是一位唯美主义的作家。这几年，我
一直在关注成人文学作家们的儿童文学创作，
如果他们的加盟给了儿童文学带来了什么新
的元素的话，我以为重视文学性是其中比较重
要的一点，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语言。在
我看来，儿童阅读不是一种平行阅读，而是一
种提升性的阅读、成长性阅读、启蒙性阅读，因
而也是有难度的阅读。从审美上说，我们应该
给孩子们美的语言，让他们从阅读的一开始就
知道语言的美好。阅读文学书籍，不仅要从中
找故事、获得经验，还要体会这些故事与经验
是怎么表达、如何呈现的。同样的故事，可能
是以平淡的语言甚至是不好的语言讲述出来
的，而我们要读的是那些用优美的语言讲述出
来的。要让孩子从小养成高雅纯正的审美趣
味，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审美素养才会提高，
才会有美的语言创造。

《乌兰牧骑的孩子》是一部美丽之书，是一
本用美的语言写成的书，是一本需要慢慢读才
能读出美、读出味道的书。它体现了一种如
诗、如歌、如画的唯美风格。全书就像是一部
音乐作品，抒情、柔美、温情、祥和，想象、夸张、
比喻、排比，多种修辞手法，以及民间传说、民
歌和诗歌意象如珍珠一样镶嵌在作品中，琳琅
满目，俯拾即是。书中不乏许多可以独立成篇
的华彩篇章，如孩子们初到白银花村夜晚看星
星，第一次见到如潮般的马群，林间松鸡的舞
蹈等等都如同散文诗一样。作品这样写波斯
菊：“波斯菊摇晃着，它的花朵甚至会低到地面
上，空气中有手抓不到的透明的风。”它这样写
猎人萨白的狗：“黄狗苏勒跟在他们后面，好像
忘记了它是一只狗，变成了儿童。”它这样描写
村长仁钦的歌声：“他的歌声像一条河流，曲曲
弯弯，像天上的云彩，层层叠叠。”至于那些值
得反复推敲琢磨、让人回味再三的字句就不胜
枚举了。千万不能因为儿童文学是写给儿童
看的就降低了审美的高度，更不能因此而在语
言上有一丝的马虎。因为儿童文学在审美和
语言上降维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误会。在儿
童学家与人类学家看来，孩子们是天生的艺术
家，用作品中人物宁布的话说：“孩子们都是幻
想家。”关键是，我们的语言能不能把孩子心中
眼里的世界表现出来，把他们无法用语言表达
的审美幻想用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

鲍尔吉·原野谈到《乌兰牧骑的孩子》的创
作时说道，在我心里，草原、童年、大自然、乌兰
牧骑……是同义词，词义共同指向辽阔、诚实、纯
朴、信仰、美好。他以诗意的描写、可爱的人物与
醇厚的韵味诠释了这些词的意义。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互联网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发明，它以不
可抗拒的力量掀起了一场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
的伟大变革，人类社会进入了网络时代。

新世纪以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不但给人类经济、文化、社
会、政治带来深刻影响，也给美术工作者提出
了新的课题，为美术创作的繁荣创造了新的契
机。目前我国已有500多个城市开展智慧城
市的建设。近年来，因网络时代而出现的许多
社会景观，已经吸引了美术工作者的目光并引
发他们的思考，一些敏锐的美术工作者用心体
察社会变迁，感受时代脉搏，用手中的画笔描
绘网络时代的生活内容和社会景象，展现出美
术家“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
先声”的勇气，以及美术作品为时代传神写照
的艺术魅力，体现了新时代美术工作者的责任
与担当。

首先，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丰富了美术创
作的题材内容。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大类：

一是由于网络深度融入百姓生活，出现了
许多表现普通百姓使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作
品。如获第十一届全国美展银奖的中国画《零
点》（作者陈治、武欣），画面描绘一个两口之家
的都市青年，在午夜零点时分，男的在用电脑
上网，女的穿着浴衣在“煲电话粥”，很好地呈
现了当代上班族青年的日常家庭生活，具有典
型的时代特点。马帅的中国画《收工留念》，表
现几个一线工人完成工作任务后，用手机自拍
合影的画面，体现了当代工人的精神风采。彭
秀景的中国画《数码时代》，表现几个时尚女孩
在国际时装周现场自拍的情景，周围的数架摄
像机和富有现代气息的背景墙很好地交代了
环境特点，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郑红梅的中
国画《5G时代》，描绘两位手持绘有5G标志滑
板的年轻女孩的全身像，既预示了5G时代的
到来，也表现了成长于网络时代的一代青年的
自信和风采。张可扬的油画《草原上的微生

活》，表现草原上一个蒙古族女牧民在挤奶间
隔，用智能手机看微信的情景。画家对典型环
境、典型生活道具以及清晨阳光的描绘，很好
地表现了草原深处的特点，预示了互联网已经
无处不在的现实。张宇的油画《建设者》描绘
旷野上一处新建的工厂前，3个工人正在用手机打
电话的情景，洋溢着纯朴乐观的精神。王比的雕塑
《好消息》，表现生活中不同职业的普通人使用智能
手机查看好消息的情景，作品借鉴民间泥塑的造型
与色彩风格，生动地再现了新时代普通百姓的生活
一瞬。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一方面互联网已经
深入到城镇乡村的各个角落，一部小小的手机和电
脑连接千家万户，把幸福美满的康庄大道铺到了乡
村田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广大美术工作者对新的
生活内容和时代特点的敏锐把握和真情表达。

二是对互联网新业态的关注，从另一个方面丰
富了美术创作的题材内容。互联网时代出现了许
多新业态，不但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形态，也深刻地
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同时也成为美术创作取
之不尽的源泉。比如5G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
实、人机交互、智慧城市等互联网领域的关键词，成
为许多敏感的艺术家表现的题材内容。如马鑫的
中国画《共享单车》采用全景式构图，表现一群都市
青年正骑着共享单车前行，背景是一排排停放的共
享单车和远处的现代化建筑，充分体现了当代青年
的精神风貌和都市生活的新形态。再如，今天人们
在日常消费中已经广泛使用手机扫码付费的新方
式，传统的现金支付越来越少，一些画家敏锐地捕
捉了时代的脉动，在作品中表现了这些。如王琨的
中国画《智享新生活》、卢沛的中国画《扫码生活》
等。《智享新生活》表现几位顾客选购蔬果的场景，有
的正打开手机准备扫码付款，有的正向
菜商出示电子支付凭证，菜商身后印有

“科技改变生活”字样的遮阳伞更进一步
明确了画作主旨，传递出画家的真实感
受。而王巍的中国画《时代节奏》和柳青
的雕塑《快递！快递！》则表现了互联网时

代快递业的迅速发展。前者用水墨画的形式表现
一线快递工人分拣商品的场景，描绘了快递工人的
群体形象，体现了对普通劳动者的关切和礼赞；后
者采用超写实雕塑的方法，塑造了一大堆快递物品
和一个正在休息的快递员形象，表现了底层工人的
辛劳和淳朴，充满人文关怀精神。刘亚安的油画
《都市蜜蜂》则再现了外卖小哥出发送餐的场景，从
一个侧面体现了互联网时代的新业态。郭健濂、褚
朱炯的油画《互联网的春天——农村电商》，表现瓜
果飘香的丰收季节，一位返乡创业的女青年正在用
电脑帮助村民打开网络新销路的情景。画面人物
众多，场面热烈，一筐筐水果将由电商平台销往各
地，这是互联网的春天，更是“三农”经济的春天。傅
纪中与张晓骏的油画《直播助农——协调推进城乡
统筹发展》，表现当代青年把直播间搬到果园里的
新生事物，体现了新时代新农村的新发展，直播带
货已经成为农产品销售的新方式。李德华的雕塑
《直播带货进苗寨》则表现一位苗寨长者正在亲自
直播，将苗寨农产品通过手机网络推荐给千家万
户，周围的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体现了新
时代民族地区的新气象。桑建国、张学枚等人合
作的中国画《文化科技的共享时代》，表现的则是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在现代博物馆中的运用。

三是一些作品运用比较现代的表现形式和绘
画语言，直接表现网络时代所呈现的视觉景观和形
式美感，体现了艺术与科技、内容与形式相结合产
生的美感，具有比较强的“当代性”。如罗小珊的中
国画《互联网+创业时代》，采用三联画的形式，表现
互联网为当代青年搭建起广阔的创业平台。作者
将人工智能等富有典型性的互联网创业内容并置，
用丰富的画面展现出互联网时代的新业态，洋溢着

浓郁的时代气息。黄华三的中国画《互
联网时代与人工智能》则采用超现实的
方法，将人的形象与现代城市建筑，宇宙
探索与高科技视觉符号组合在一起，充
满了数字时代的科技感和现代感，给人
以全新的视觉感受。王莉萍的中国画

《5G·新视界》从正面描绘了一座都市大楼的现代风
采：几乎满屏的玻璃幕墙折射出对面的现代化建
筑，数字显示屏上的广告揭示了5G时代的到来，几
只白鹤具有点睛作用，寓意了社会的祥和，以蓝绿
色为主的色彩运用，揭示了技术进步与绿色生活相
和谐的时代特色。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使
时代日新月异，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景观，它
不断刷新、丰富着人们的生活体验。广大美术
工作者以新时代亲历者和见证者的切实体悟，
描绘网络时代的新气象、新景观、新特点和新
风采，谱写了一曲曲新时代的视觉颂歌。对网
络时代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描绘和诠释，
也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视觉呈现，体现了美术
工作者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

其实，艺术和科技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
弟，在互联网时代他们的结合更加紧密。由此
不但带来美术创作题材的丰富多彩，也促进了
艺术样式和手段的创新，改变了艺术形态，催
生了一大批新的艺术类型，带来了艺术观念和
艺术实践的深刻变化，为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无
限广阔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广大美术工作
者从对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虚拟世界的生疏，到
逐步学习和运用，极大地促进了创作的繁荣。
比如最早的电脑绘画，后来的数码版画、3D打印雕
塑、手机摄影、短视频、新媒体艺术，以及网上展
览（图文2D虚拟展览、全景式虚拟展览以及
3D虚拟展览三大类型）甚至太空艺术等等。
网络时代变化迅速，对美术工作者提出了新的
更高的要求，广大美术工作者要想跟上时代的
步伐，必须不断学习，善于学习，不但要接受新
思想和新观念，而且要学习和运用新技术和新
方法，把握时代脉搏，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
先行者和先倡者，通过更多思想性、主题性和
艺术性俱佳的美术作品记录时代风采，彰显时
代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人民群众朝气蓬
勃地迈向未来。

网络时代的美术创作
◎王鹏瑞

2019年，由内蒙古兴安盟乌
兰牧骑原创、国家艺术基金舞台
资助项目——音乐剧《草原上升
起不落的太阳》（以下简称《太阳》
剧），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
和旅游部、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
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巡）演
剧目。这是全区三个入选剧目中
唯一的一部音乐剧，唯一一个盟
市级入选的剧目（另外两个节目
为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的舞剧
《骑兵》与交响乐《旗帜》）。这部
音乐剧围绕科尔沁草原的红色历
史，艺术地再现了抗日战争胜利
后，面临生死抉择时刻，中国共产
党深入人民中，耐心宣传党的民
族政策，坚定了内蒙古各族人民
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并在党的
领导下，团结一致，共同为幸福生
活、为创立新中国贡献力量。音
乐剧舞台整体艺术风格上史实观
照与浪漫主义结合，融入了浓郁
的民族文艺美学元素，呈现出强
烈的共同体美学意识，完美诠释
了内蒙古人民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的深刻内涵。该剧经过兴安
盟乌兰牧骑的精心排练，历时近
两年的打磨，已经打造成为一部
感人至深的精品舞台艺术剧目。

用音乐剧讲好红色故事

《太阳》剧的主题阐述是：“解
放战争时期，在决定内蒙古前途
与命运的重要时刻，在科尔沁草
原上以扎木苏为代表的进步青年
群体，在深入草原的中国共产党
员赵大哥的帮助与影响下，使他
们懂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使内蒙
古各族人民彻底解放的道理。最
后他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走上
了一条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
道路，表达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团
结一心，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
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家国情怀。”

舞台上呈现的《太阳》剧，主题清晰，剧情张弛有度，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
族人民为幸福生活而奋斗的辉煌岁月。剧目时间节点是
1945年——1947年，地点是内蒙古东部科尔沁大草
原。剧情从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拉开帷幕，主角蒙古族青
年扎木苏是伪满陆军兴安军校学生，因要逃出军校，被日
本兵抓回关进监狱，后在撤退的道路上与战友一起起义，
杀死军校的日军，返回家乡，并在共产党员赵大哥的引领
下，觉醒成长为一个勇敢的骑兵战士，跟随中国共产党，
走上了革命道路。本剧凸显了扎木苏等青年思想变化的
过程：追求美好生活，又对充满内忧外患的家乡何去何从
感到茫然，找到赵大哥后，思想渐渐成长，有了家国情
怀。扎木苏从一个穷苦牧民的儿子，成长为一个英勇坚
强的革命战士。

红色旋律的地域符号

音乐剧的特点中，旋律与唱词，对白与舞蹈，直接关联
着剧目的艺术品位。《太阳》剧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舞台幕布背景和音乐旋律完美契合，演员表演与动情歌唱
完美结合，静态的美与动态的场面相互衬托。文化的地域
特征和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时代服饰与浪漫舞蹈的具体
呈现等充分展示了音乐剧艺术灵动的韵味。尤其以古老
的内蒙古科尔沁民歌《莫丽玛》为音乐主旋律贯穿全剧，奠
定了全剧的红色主基调。“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当舞台
上舒缓宽广、具有浓郁草原特色的音乐响起，令人怦然心
动。1952年，作曲家美丽其格将这首民歌改编为歌曲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50多年来，这首歌在中华大
地上广为流传，成为各族人民歌颂中国共产党最具代表
性的歌曲之一。可以说，主题音乐选用这首歌的旋律，既
是共同体美学的彰显，也与音乐剧主题完全契合。

情节推进与艺术创新

《太阳》剧在剧情发展过程中，植入了乌力格尔（说书）、
岱日拉查（对口争辩辞令）、多人好来宝（联韵）三种典型的
蒙古族民间传统曲艺形式来自然推进情节，升华主题。

总体看，《太阳》剧创造了几个第一：第一部小切口大
背景创意的红色音乐剧，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
蒙古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来之不易，展现了党从近代以来
百折不挠中探索实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光辉历程，歌
颂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血肉相融、
情同手足、团结奋斗、互助互爱，大团聚、大团结、大发展
的辉煌成果；第一部内蒙古自治区盟级（地区级）乌兰牧
骑剧目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第一部由盟级乌兰
牧骑独立制作编演的红色音乐剧……

可以说，《太阳》剧是一部对“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
思主义文艺观的完美呈现的音乐剧，是一首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美学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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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美丽之书一部美丽之书
——读儿童长篇小说读儿童长篇小说《《乌兰牧骑的孩子乌兰牧骑的孩子》》

◎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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