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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代林的《醉在书香》的姊
妹篇《书韵飘香》，不禁使我对作者
给自己定的学术原则 ——“为学
不能自缚”与“为学不敢自苟”，愈
发地感同身受。

从《醉在书香》到《书韵飘香》，
确实使人感受到了读书能够使作
者改变自己、进而改变人生的积极
作用。代林以书为媒介，侧重于民
族史、地方史及口述史的资料搜
集、整理、研究、编辑出版，注意收
集研究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丰
富史料，几十年来，依靠坚韧不拔
的自学攀登，实现了自我价值，这
在他的许多书评文章中得到了生
动印证。

《书韵飘香》既是一本可读性
很强的书评集，又是代林作为一名
最初的读者如何理解领悟作者及
其作品的心路记录。

代林对“文字工作来自实事求
是，做学问需要一丝不苟”这句话
情有独钟，奉为座右铭，这也正是
他写作研究状态的真实写照。在
《书韵飘香》这部由上下两辑、47
篇文章组成的书评集中，其上辑的
36篇文章，系作者所写的重点评
论文章，主要评论了知名学者、作
家和艺术家及其作品，比如历史学
家白寿彝、周一良，诗人木斧、回族
史专家李松茂，书法家、收藏家杨鲁安，书法家李清波的作品等。这
些评论文章深入挖掘学术、艺术大师们的优良学风、文风，实事求是
地评价其文章，给人诸多启迪。

对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文艺大家的作品要做出恰如其分的评
价，需要评论者具备扎实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欣赏功底，代林努力做
到这一点。他以浓墨重彩的笔触对画家梁崎及其作品作了如下的
评价：“观梁崎的书画作品，中国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融诗文书画为
一体，熔铸学问才情于一炉，雅俗共赏，久看不腻，更有无限滋味，意
味深长”。代林对书法家、收藏家杨鲁安的评价是，始终崇尚“身在
书斋，而心怀天下”的经世致用的学术理想。在杨鲁安看来，书法是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式之一。因此，几十年来，他为
普及和提高书法艺术，竭心尽力。

《书韵飘香》在揭示艺术作品创作真谛的同时，特别注意探求艺
术家的成功之道。比如代林在评论书法家李清波时，一方面从其艺
术造诣上入手，指出李清波“自少年到暮年，书法一直是他的钟爱、
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艺术家，李清波师今人，师古人，师造化，
走自己的路，“融古今书艺写吾字，用吾心写吾字”成为其信条。代
林评论李清波的书艺称，“尤其能了悟中国文人静然为禅、空灵如水
的书道精神，并依然揭示书家的心灵空间”。另一方面，又从其习书
甘之如饴的不平凡经历中，欣喜地发现，“他那勤奋刻苦的求学精神
和自学成才的习书经验，为后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借鉴”。

代林评价只写了薄薄的几本诗集——《敕勒草》《天似穹庐》《胡
笳抒情诗》的诗人贾勋，“文艺作品从不以量取胜，而是以读者认可、
质量过硬辨其高下的”。尤其肯定诗人贾勋后期创作的《梅兰芳》
《五十年前，我与蒙古马》等诗篇，“让我们领略了诗人力求跟进时代
的风范。让我们看到他对中国文化及国粹的天赋异禀和索解的意
蕴，及对诗性的体悟和表现”。这些评价对贾勋来说当之无愧。

代林还在《书韵飘香》中表达了他鲜明的文学批评观。在评论
文章《留住逝去的风俗》中，引用齐白石老人告诫其学画弟子说过的
一句话“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指出此言同样适用于文学艺术的其
他领域，当然也适用于出版领域，这是一篇言近指远的优秀文艺评
论。在评论文章《文人相轻与金庸的谦恭》一文中则指出，在论及一
位作家或一位艺术工作者时，我们不应该仅仅限于谈论其作品本
身，而应在其作品之外，也应有许多值得寻求和思考的问题。譬如
文人的行文处事、待人接物等，有时可佐证他的文学理念和人生哲
学。正如严家炎论及金庸时所说，“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
小说进入文学的殿堂，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
着的文学革命。”从代林的评论，让我们“从金庸的谦恭可以更好地
寻求和体味他的知识修养及人格涵养”。

而对代林有引向成才之路，广有恩德而又亦师亦友的甄可君，
以及孙世魁、高云华、刘桢等，作者都在书中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之
情。甄可君与作者的一次书信往还，“充满了奖掖后生的拳拳赤诚，
并扶我走上这条辛酸却苦中有乐的文字道路”“他给了我在前进道
路上迈向明天的力量”，感动感恩之情溢于言表。此外，在《书韵飘
香》上辑中，《凝视尊敬长者的背影》《我心中的爷爷》《尊敬的师长
做人的楷模——读<民族教育家吴懋功>》《德高业劭 卓力画坛
——记著名大写意画家任德超先生》等，都给读者留下了鲜活的印
象，作者对文中人物的崇敬之情令人动容。

较之上辑，《书韵飘香》下辑的16篇文章，系作者所写的序、跋
和后记等文章，也窥斑见豹地反映出作者从事编辑、评论、评价各类
学术作品的真知灼见。对从事民族史、民俗志、口述史研究、编辑出
版方面工作的人们来说，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尤其值得肯定的
是，这下辑的文章中，序、跋乃至后记之类文字，仍具文艺评论的较
高价值。比如，《“驼调”初考》，论述了内蒙古“一带一路”（“丝茶驼
路”）上呼和浩特回族驼运业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驼

调”的形成、功能和艺术特点，开辟了“一带一
路”上民间艺术研究的先例，读来引人入胜，增
长了知识。

从《醉在书香》到《书韵飘香》，“书香最能
致远，书香也让气质升华……于是，一个转身，
便有了不一样的人生”（陈裕《书中有香最澄
明》），此之谓也。

在“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
节”期间，原创音乐剧《人民楷模都贵玛》与
广大观众见面了。该剧以20世纪 60年代
上海“三千孤儿入内蒙”为背景，围绕牧民
都贵玛从 19岁未婚姑娘时主动请缨照顾
28个“国家的孩子”，到凭借顽强毅力和全
身心投入，使孩子们恢复健康并送别孩子
们到牧民家中分散抚养；从刻苦学习医学
知识、掌握接生本领，到接生途中冒雪战饿
狼成功掩护孩子脱险；从新时代为战胜疫
情数次捐款，到慷慨解囊资助牧区的孩子
完成大学学业……剧中多角度、全方位塑
造了主人公闪光的形象，不仅体现在抚育

“国家的孩子”成长的重大历史事件中，而
且体现在学医助产、捐款资助、保护孩子勇
斗饿狼等日常生活和感人事迹中。故事在
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物质条件匮乏的典型
环境下发生，使人物的崇高精神更具有典
型性。而令人肃然起敬还在于这一崇高精
神是发自于内心真实的、自然的、朴素的
境界，更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因而赢得了
人们的尊敬爱戴，同时也引发观众对平
凡而伟大的人生思考。该剧发挥了文艺
作品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启示
作用，充溢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正能
量，对于今天新时代新征程不断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强国复兴具有
现实意义。

该剧在塑造人民楷模都贵玛的形象
时，成功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倒叙、插叙
手法的运用，有机地将现实与过去联系在
一起，通过对发生在主人公身上感人事迹
的艺术加工，形神兼备地展现了她大爱无
疆的高尚情怀。一是运用回忆的表现方
式，追溯流逝的难忘时光，从而拉开整台演
出序幕。剧目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老
年都贵玛仔细端详相册里的一张张照片，
嘴里不时念叨出一串串熟悉的名字，体现
了都贵玛老人对那些曾经在保育院亲手抚
育过的“国家的孩子”们的眷恋之情；为战
胜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慷慨捐款5000元，体

现了主人公的家国情怀。二是通过回忆将
剧情铺展开来，主人公形象逐渐丰满起来：
看到工作在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人员与疫
情进行生死搏斗的情景时，自然回想起60
年前的往事……第二幕与第三幕衔接，依
然运用回忆来穿针引线，引出边防战士讲
述“国家的孩子”的故事，折射出都贵玛老
人为边防建设、筑牢北疆安全屏障再立新
功的崇高精神境界；第三幕与第四幕过度，
仍然是从老年都贵玛对孩子们的深深牵
挂，到部队张连长干枝梅的寓意表述，重现
了年轻的都贵玛刻苦学习蒙医蒙药和妇产
科知识，先后挽救了40多位年轻母亲的生
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剧中展示的都贵玛为牧民接生，
在暴风雪中勇敢与群狼搏斗，掩
护孩子成功脱险的英勇壮举，凸
显了都贵玛为民服务和舍生忘死
的人格力量。三是倒叙和插叙的
运用，时空转换，增加了剧情的跌

宕起伏，从年轻主动请缨到保育院精心看
护孤儿、从孤儿恢复健康到即将去牧民家
中分散抚养的依依不舍、从为牧民接生勇
斗群狼，到资助牧民孩子完成大学学业等
情节，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浑然一体，构成
舞台戏剧冲突，使都贵玛人物形象逐步丰
满起来。她的人格魅力、精神境界鲜亮起
来，她的感人事迹、伟大精神传颂起来。用
往事映照现实，用现实关照未来，爱心接续
传递，寓意各民族向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捍卫祖国边疆繁荣安宁的人民意志
和决心信心坚如磐石。

该剧在音乐设计方面，体现了民族地
域特色，演员的真声演唱，在宽阔的剧场空

间和舞台表现中实现真情流露和
与观众互动交融，是该剧取得成
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音乐
剧，音乐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音
乐的激昂澎湃或低沉舒缓，要与
人物内心世界和剧情的发展变化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剧中人物命运的起
伏变化发挥着重要烘托渲染作用。该剧音
乐紧紧围绕母亲对孩子的心路历程展开，
在保育院精心照看孩子们的画面，恰当地
运用了蒙古族摇篮曲，烘托了母亲内心的
细腻与大爱。随着剧情的发展，为了增强
现场气氛和舞台效果，采用了传统民歌旋
律，配以马头琴、笛子、三弦、扬琴等民乐伴
奏，展现了民族地域特色，如剧中“国家的
孩子”唱段，特别是当孩子们第一次喊她

“额吉（汉语：妈妈）”的时候，都贵玛《梦中
的额吉》唱段“一声声额吉，把我心融化，紧
扣的双手，把我拉回初见的时光。怀抱里
你小小的模样，泪水朦胧着每一张脸庞。
你们就像天上的星星，伴我度过一个个夜
晚，陪你们成长的喜悦，似雨珠滋润在我的
心房”，唱腔婉转悠扬，饱含深情，如实地反
映了主人公拳拳之心、眷眷之恋，充满了强
烈的戏剧张力，将整台演出推向高潮。

该剧成功之处还在于全体演职人员的
团结努力、密切配合。作为一支基层乌兰
牧骑，察右后旗乌兰牧骑要完成整台音乐
剧创作排演，无论从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条
件，都需要付出艰辛努力和不懈探索。在
整台表演过程中，无论是主要演员，还是配
角演员、群众演员，都能够集中精力，精神
饱满地投入到剧情当中，紧紧围绕事件的
发展、矛盾的变化进行表演，肢体语言、动
作表演自觉地服务于舞台中心，气氛营造
得紧张热烈。舞台背景明快，灯光柔美，道
具简洁，服饰如旧，时代感强，好似一幅清
新淡雅的水彩画，让观众徜徉在时光的隧
道中，尽享昨日的付出、今天的收获。舞蹈
与音乐融为一体，为剧情的发展演变发挥
了积极助推作用。

该剧主人公都贵玛平凡中体现出的伟
大，堪称新时代新征程人民的楷模，必将激
励各族干部群众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强国复
兴而团结拼搏、再创佳绩。

跨越跨越6060余载的大爱传奇余载的大爱传奇
———浅析音乐剧—浅析音乐剧《《人民楷模都贵玛人民楷模都贵玛》》的艺术特色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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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重大 精神永恒

1992 年，党中央高瞻远瞩，作出了实施我
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重大决策。我
国载人航天事业从此起步远航，浩瀚太空，开始
谱写中华民族飞天梦想的崭新篇章。

2003年10月15日，航天员杨利伟搭乘神舟五
号飞船飞向太空，在人类“走出地球摇篮”的漫漫征途
中留下中国人的名字，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终于成
真。迄今，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已经走过30个春秋。

30余年来，一代代航天人不忘初心、接续奋
斗，一次次将凝结着中华民族精神与梦想的“神
舟”送入太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谱写了一
篇又一篇华章，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摄影家吴运生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历史
使命感和一个优秀摄影师的职业情怀，把握这
一重大题材，从2003年至 2021年，克服重重困
难，奔波于阿拉善戈壁滩的东风航天城和四子
王旗草原的航天着陆场，用镜头记录从“神舟五
号”到“神舟十二号”发射、返回的重大历史时
刻，记录航天英雄和众多“航天人”的精神风采，
拍摄了大量珍贵图片。这些图片经《中国日
报》、“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等众多媒体和展览传播后，不但为作者带来诸
多荣誉，而且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为礼赞航
天英雄，弘扬载人航天精神，讴歌壮美内蒙古，
鼓舞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发挥了积极作用。

步入展厅，我们被载人航天精神感染着，被
展览鲜明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时代精神感染着
——无论是航天英雄出征时的英姿，还是返回时
的风采；无论是问天阁内的庄严仪式，还是草原
上迎接英雄凯旋的人们；无论是飞船发射升空时
的壮观景象，还是欢迎“神舟”回家的热烈场面；
无论是以气势取胜的全景式画面，还是以细节打
动人的近景特写……摄影家捕捉到众多主题与
情感相一致、光线与构图相和谐的精彩画面。如
中国首位航天英雄杨利伟的半身特写、晨曦中

“神六”着陆的画面、功勋着陆场向全国人民致
敬、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的靓丽风采、“神舟十
一号”指令长景海鹏的动人形象等等，都让人精
神振奋、过目难忘。

精彩瞬间 打动人心

摄影自诞生之日起，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记
录——记录历史事件、记录社会新闻、记录现实
生活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952年，法国摄影
家卡蒂埃·布列松出版了他的作品集《决定性瞬
间》。在摄影集的序言中，布列松阐释了他关于

“决定性瞬间”的概念和理论。此后，“决定性瞬
间”便成为欧美乃至世界纪实摄影师及新闻摄影
记者共同遵循的摄影金科玉律与美学经典。

所谓“决定性瞬间”，就是事件进行中，恰好
有一个瞬间，所有元素（人、天、地、物）均各得其
所，并共同展现出特定的内涵和意义。这一瞬
间出现时，摄影者必须抓住它。作为一位从业
40余年的纪实摄影师，吴运生深谙此理，并在长
期的工作实践中练就了一双观察事物的敏锐眼
睛和抓拍转瞬即逝瞬间的高超能力。在“中国
载人航天”专题中，他为我们呈现了许多精彩瞬
间，令人印象深刻，精神振奋。如《“神六”返回》
拍摄的是“神舟六号”返回舱在四子
王旗草原着陆的情景。为了拍到最
为理想的画面，摄影家以敏锐的判
断和过硬的职业素养，在一个选定
的位置等候40多分钟，终于捕捉到
一个画面近乎完美的“决定性瞬

间”：晨曦中，返回舱已经落地，地勤人员正在紧
张忙碌着。返回舱上面，两位回收人员正在有
序工作。初升的太阳给画面笼罩了大片暖色，
将主体人物和场景置于逆光之中。天空上，一
架运载航天员的直升机刚刚起飞，起到了画龙
点睛的作用。整个画面主题突出、定格准确、构
图完美，充满抒情氛围和浪漫气息。作品荣获
2006年“首届亚洲新闻摄影比赛”优秀奖，可谓
实至名归；再如《神九问天唱凯旋》组照，摄影家
通过航天员出征、飞船点火升空、返回舱降落、
英雄出舱以及回收现场全景等近20幅图片，比
较全面地记录了“神舟九号”从发射到返回的全
过程，特别是敏锐地抓拍到中国首位女航天员
刘洋出舱时的精彩瞬间：画面上的刘洋面带微
笑向人们招手致意，其精神饱满、形象靓丽、表
情自然，充分体现了航天英雄的精神风采。摄
影家也通过这组照片荣获“2012中国平遥国际
摄影大展”优秀摄影师特别奖、“第24届全国摄
影艺术展览”优秀作品奖、“全国新闻摄影年赛”
新闻人物银奖等；2016 年发射的“神舟十一
号”，是当时中国载人航天“飞得最高、时间最
长、科研任务最重”的一次任务，摄影家成功地
拍到了航天员出征时，指令长景海鹏动作坚定、
表情坚毅、目光炯炯的形象，体现了航天英雄为
完成使命不惜赴汤蹈火的英雄气概。

珍贵影像 载入史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是我国继“两弹一星”工
程后的又一重大科技工程，体现了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国力和科技水平的巨大进步。其每一次

“神舟”的发射升空都是全社会关注的重大新闻
事件。吴运生坚持18年拍摄这一重大题材，其
图片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而且随
着时间的推移，其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也
因其影像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现性而愈加凸显。
当然，“神舟”的每一次发射升空都有许多国内
媒体跟踪报道，其中不乏新闻摄影记者。吴运
生作为内蒙古的一位摄影人，他有自己的角度
和侧重，比如，在整个过程中，他特别注意表现
内蒙古“让出最美牧场为航天”的奉献精神和爱
国情怀这一细节。在具体做法上，他一是尽力
抓拍内蒙古人民为载人航天做贡献的画面，如
1958年为建设航天基地搬迁的内蒙古阿拉善
额济纳旗政府宝日乌拉旧址、“中国首次载人航
天飞行展”在内蒙古政府礼堂举行的实况、四子
王旗载人航天功勋着陆场的画面、草原儿女以
崇高的民族礼仪欢迎英雄的航天员凯旋归来的
画面等等；二是他在拍摄具体场景时，尽量体现
内蒙古蓝天白云牧场的特点，以表现“神舟”降
落在草原，从而为宣传内蒙古做形象化的注
解。这也是其这一专题能够成功与存在的另一
个理由。因为新闻纪实摄影，一是要追求新闻
价值、社会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另一点就是其
独特性，摄影家充分注意到了这两点，这是他的
可贵之处。

伟业铸就精神，精神造就伟业。“载人航天精
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持续奏响着新时代的华美乐章。吴运生的

“中国载人航天”纪实摄影，是弘扬伟大的“载人
航天精神”、激励人民爱国主义激情的不可多得
的纪实摄影佳作。这些作品内容丰富、主题突
出、生动感人，必将为鼓舞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发挥积极作用。

（本文图片为“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之‘载人航天精神’——吴运
生‘中国载人航天’纪实摄影”展参
展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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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之‘载
人航天精神’——吴运
生‘中国载人航天’纪
实摄影”展在内蒙古展
览馆举行。该摄影展
展出的 109 件作品是
从摄影家这一题材的
逾万件图片中精选出
来的。这些作品以其
“ 题 材 重 大、瞬 间 精
彩、影像稀缺、不可再
现”的鲜明特点，以及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和时代气息，受到广大
观众和业界专家的一
致好评。

音乐剧音乐剧《《人民楷模都贵玛人民楷模都贵玛》》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