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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得 好 像 是 2007 年 末 或
2008年初，周宇约我，他说此次系
里给部分教师出习作集，他想把上
世纪80年代初在锡林郭勒草原画
的一些速写和回来后画的一些草
图整理一下结集出版，邀我去看
看，给提些建议和意见。那天我俩
在外面简单吃了饭，就匆匆赶到他
家。周宇给我打开那些尘封已久
的速写本、纸卷儿和纸片儿，铺了
一地。他一边翻阅，一边讲述这些
速写和草图产生的过程，讲的很动
情，我被深深地感染着。后来，这
些记忆的碎片，变成了一本朴素动
人的画册——不但生动鲜活地记
录了周宇的那次草原之行，而且映
照出他的心路历程。

今天我们重新翻阅周宇画于
40年前的这些碎片，依然具有动
人的力量。透过这些大大小小、
纸张不一、甚至有些皱皱巴巴和
斑驳的碎片，我们可以感受到周
宇的思考过程，感受到他是如何
从生活中提取素材，以及如何把
生活素材转化为画面形象的，这
是一个画家的思考过程——画家
和作家不同，作家把他的思考付
诸文字，而画家把他的思考付诸
形象（图像）。一个优秀的画家，
尤其善于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绘
画的题材和内容，也就是在生活
细节和日常形象中发现绘画的意
趣。40多年前的一个冬季，周宇
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结伴，在
锡林郭勒草原住了两个多月，他
们深入草原深处，住在牧民家里，
体验、感受、观察、发现、记录、整
理……用心捕捉一个个有意思的
场景，一个个典型形象，一个个动
人的瞬间或细节，留下了这些珍
贵的、真切的记忆的碎片。这些
沾满污渍、汗渍的破损的碎片，有
的是现场速写——它用朴素的语
言记录下牧民的独特生活和个性
形象，有的是记忆速写——逸笔
草草地捕捉了许多生动的瞬间，
笔简而意足，有的是回来后画的
创作草稿——这些草图已不知修
改过多少遍，“素描纸被橡皮擦破
后从背面粘贴上新纸，打上补丁
再重新补画。几经折腾的草稿伤
痕累累，皱皱巴巴中突露着铅笔
的划痕和滴落在画面上的汗水与
笔屑混杂的污渍”。我们能感受
到画家笔触的疲惫，更能感受到
画家的执着和信念。总之，这些
最原初、最朴素、最真切的痕迹，
不炫技、不卖弄、不装腔作势、不
故弄玄虚、不无病呻吟，在极其朴
素甚至有些笨拙的笔触中，传递
出生活的本真和本质。

后来，这些记忆的碎片，许多
转化成了周宇的油画创作，参加
全国及自治区的美展，一些作品
获奖并广受好评，成为内蒙古美
术长廊里的动人篇章。

我相信，在今天或者更远的
将来，人们特别是那些艺术的学
子看到周宇这些记忆的碎片，依
然可以被它所传递的真情和初心
所打动，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个画
家真切的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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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值此之
际看到了这部以海峡两岸两位老兵相聚为题材的
话剧《马走日》，感觉恰逢其时。

选择题材的魄力，故事情节的魅力，主题思想
的潜力，演员表演的能力，舞美音响的动力，形成了
吸引人、感染人、震撼人的美学合力。观众犹如在
读一本书，从厚到薄，从薄到厚，在感动、感慨、感悟
中，反观当下的生活，体味着生命的真谛。这，就是
看过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乌兰牧骑原创话剧《马
走日》之后，我们的收获。

“剧本、剧本，一剧之根本”是艺术创作规律。
《马走日》的巨大成功，就在于一个县级的乌兰牧骑
在剧本创作中卯足了劲头，下足了功夫。

1988年，大陆和台湾海峡两岸开放探亲已经1
年。2020年，42岁的剧作者顾攻，竟选择中国人
民解放军退伍军人马成钢（虎子）与回大陆探亲的
台湾老兵相学泽（二嘎）为“双璧”主人公，形成尖锐
的戏剧冲突，实在出人意料。

两岸统一的问题如何解决，是每一个华夏子孙
关心的大问题。利用这一契机，完成一部耗资不
大、演员队伍不求奢华的《马走日》，不仅充分运用
了话剧以“动作远景”为心理基础的“说什么、怎样
说、在什么情境中说”等一系列问题，而且还牵引出
国共双方分分合合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轨迹。

悬念，是吸引观众的第一要素。马成钢和相学
泽都已年逾七旬，曾在两个阵营戎马多年，偃旗息
鼓 39年后再次相对，能说啥？能干啥？是观众非
常关心的。一方自知有愧，处处示弱，因为还有“大
事”求于对方；另一方盛气凌人，依然把对方看作

“敌人”，一张嘴就火药味十足。这在仅有5个演员
的剧情中，非常具有审美趣味。

该剧是以“下棋”为风筝线，复盘解放战争中二
人以敌对立场参与的几次战役，如黑虎岭战役。但
无论谈论战略战术的“风筝”飘多远，从小就痴迷下
棋的虎子，总是能很巧妙地把话头拉回到棋盘上。
其中，事关生、老、病、死的话题，是令观众最关切之
处。

相学泽回乡的第一件事是为父母扫墓，同时也
为象棋启蒙老师李老爹扫墓。但他有一个更大的
目的，即寻找自己 39年前在战场上失散的尚在襁
褓中的儿子。能找到吗？是全剧最大的悬念，然而
剧情却没有让此过早显现出来，而是通过二人从见
面时，你是你、我是我的剑拔弩张，逐渐发展到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平和对话，再发展到你就是我、我
就是你的共鸣与共情，最终谱写出炎黄子孙向往

“阳光大道”、血浓于水
的和平颂歌。

当然，剧作最感人
的地方是一直不让相学
泽称呼自己乳名的马成
钢，最终与其互唤乳名
的那一瞬。这个巨大的
情感跨度不仅冰释了曾
经的对立，还解构了僵
化的价值观——他们不
仅有儿时共同钦羡的下
棋高手李老爹以及在价
值判断上的共鸣；还有
联手对抗日本侵略者的
战斗和共情；最后则通
过 1947 年“ 民 房 救 女
婴”携手完成人道主义
救助，有了共同语言。
而马成钢的一句：“这些
年在台湾，不容易吧？”
立刻拉近了二人的情
感。及到二人亮出各保
存一半的那副用二嘎妈
的擀面杖做成的象棋

时，相学泽感慨：“我们刚手拉手打跑了鬼子，手还
没捂热呢，就……”二人便尽弃前嫌了。

这部话剧的故事魅力，在于使尖锐的戏剧冲突
丝丝入扣，扣人心弦，而主题的潜力，则是多方面的。

一是非常智慧地运用了双关语台词。下棋时，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虎子永远喊：“我是红子！我一
直用红子！”“我姓马，马走日！永远走的是光明大
道！”这是共产党人马成钢对红色的钟爱，也是这部
剧作主题思想的隐喻。那么，当听到相学泽说“立场
不同，不等于无情无义！”，马成钢是能够理解的。但
是，当他听到相学泽又说：“你不该用自己的命保护
小战士，你是连长！”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的区
别立刻突显出来：“你别瞧不起那些卒子，一将难求，
一兵一卒都难求！”“你们败，就是只重视帅，不重视
兵！董存瑞、黄继光都是兵！”马成钢的话看似又在
下象棋，其实是在揭示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
的人民属性。因为，只有尊重老百姓，才能尊重他们
的子弟；只有尊重工农子弟，才能珍惜“一兵”“一
卒”，不居“官”自傲，做到生生死死为人民。

二是运用发散性思维，将友情、乡情、国情融合
在一起，引发观众的多向度思考。马成钢的儿子夭
折，是由于内战。相学泽的儿子幸存，是因为遇到
了“以民为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此，观众会联
想到俄乌战争、阿以战争等等，更加珍惜岁月静好
的现实生活。

三是集体无意识被激活。“不孝有三，无后为
大”是华夏子孙的情结。在相学泽心里，回乡祭祖
很重要，寻子更重要，却难以言表。他明白，只要孩

子活着，都是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功劳……
虽然剧本在前情中有所铺垫，如相学泽见到

“马成钢的儿子”马战生时说：“这孩子长得不像你，
比你长得好看！”观众却万万想不到，这就是相学泽
的儿子。那么，当马成钢得知实情后，又会怎样处
理呢？可见，既使政治立场不同，珍视延续生命这
一人类的头等责任，在虎子和二嘎心里是一样的。

说实话，一个半小时不更换场地、不变化身份
的“二人对话”，对二度创作能力是巨大的考验。相
形之下，马成钢的扮演者比较成功，他不仅能够准确
把控潜台词，还有演什么既要“像什么”，更要“是什
么”的心灵置换能力，把一个东北退伍军人的直爽、
开朗、耿介、倔强、争强好胜的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

而相学泽，表面上总是谦让胜利者马成钢，心
里却很不服气。当他调侃虎子，你这么有勇有谋，

“怎么没有当上大官呢？！”马成钢两只大眼睛忽闪
忽闪地充满了轻视、冷视甚至蔑视，回怼他的话犹
如射出的子弹，立刻飞了过来：“你要是个团长，笑
笑我也行。”随之一个介乎于“切”和“去”之间的语
气词从鼻腔里冒了出来，毕竟永远自信自己是“马
走日”的虎子，就是自信自己永远走在光明大道上，
那种骄傲的心理即刻被表现得入木三分。

舞美音响的动力，是这个恪守古典主义戏剧
“三一律”原则的话剧，非常重要的美学特征。要在
同一天、同一个地点、围绕同一个核心矛盾——两
位老兵能否从敌对关系发展成朋友关系——推进
一个完整结构的作品，实属不易，更何况主要是两
个人之间的“戏”。

当虎子和二嘎第一次回忆往事时，舞台上灯光
乍变，伴随着刺耳的音响，使观众有一种欲看故事
片中“闪回”的冲动。然而，当几十秒钟的视听刺激
过后，考验演员表演能力的剧情又继续展开。第二
次舞美的动力，是用暖色调照亮舞台的，伴随着和
平鸽飞过的哨鸣声，观众不再意外，也不再期待舞
台的变化，而是与演员一同进入到插叙的情境中。
这样的舞美与音响出现了不止 3次，使话剧的“当
代表达”拥有了新的美学力量。

无论珍视生命还是珍视友情，从马成钢无私地
将自己抚育大的“儿子”马战生奉还给曾经的发小
和敌人相学泽来看，感念中国共产党的恩情，就在
马战生向马成钢猛然地一跪中。这一跪，此时无声
胜有声，立刻汇聚成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心愿——
早日统一！早日团圆！以此献给新中国 75周年，
激励更多的人“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可谓意味
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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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音乐作为文化的
重要载体，始终承载着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色。
为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弘扬时代精神，近日，内蒙古艺
术剧院民族乐团在呼和浩特市乌兰恰特，上演了大型
民族管弦乐《家园》，用时代音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奏响华彩乐章。

《家园》音乐会选取了内蒙古艺术剧院民族乐团
创作演出的民族管弦乐曲目——《旭日升》《那达慕序
曲》《草原英雄小姐妹》《迁徙》《彩虹》《和谐赞》《腾飞》
《追梦》，以及马头琴协奏曲《远方》《家园》、四胡与乐
队《四海歌》等11部作品。这些作品通过充分挖掘民
族音乐特色，将多元文化融为一体，展现了北疆这片
土地上人们的勤劳、智慧与坚韧，传递着民族团结的
力量和家国情怀。激昂的旋律动人心弦，将人们带入
了一个充满民族风情与文化底蕴的音乐世界。

和而不同 共鸣共融

在这场音乐盛宴中，作曲家们将各民族传统音乐
中的旋律、节奏及演奏技巧，巧妙地融入现代管弦乐作
品创作中。音乐会上演的每一部作品既有传统音乐的
韵味，又不失现代音乐的张力，使得传统音乐在现代舞
台上焕发出新的活力。这种创新不仅是对传统音乐的
一种致敬，也是对现代审美需求的一种回应。

音乐会在额·那日苏创作的管弦乐作品《旭日
升》中拉开序幕。全曲以充满朝气的基调，展现了太
平盛世繁华景象。该作品以潮林道《旭日般升腾》作
为创作素材，以管弦乐的编配，将高贵典雅的潮林道
这一蒙古族传统音乐体裁，以更丰满的形式呈现。长
调与呼麦的演唱，以其宏大的气势和激昂的旋律，描
绘了旭日东升的壮丽景色，人声与管弦乐队中的马头
琴、火不思、三弦、雅托噶、牛角号、毕休固尔等传统乐
器交相辉映，形成了既有深沉历史感，又有鲜活现实
感的独特音乐语言。在音乐中，我们听到了草原上的
风声、马蹄声和牧民的歌唱声，仿佛一幅生动的草原
画卷。

这场音乐会不仅彰显了内蒙古民族音乐的可塑
性，更展示了音乐家们致力于传承和发展民族音乐文
化的坚定信念。在和而不同的旋律中，观众们得以共
鸣共融，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无尽魅力。值得一提的
是，内蒙古民族管弦乐团的组合形式与国内标准的民
族乐团大不相同，除了使用笛子、扬琴、笙这些民族乐
团使用的常规乐器外，由马头琴组成弦乐声部，还使
用了四胡、三弦、火不思、雅托噶、牛角号等蒙古族特
色乐器，以及研制出新型管乐器布列号和毕休固尔，
同时，增加了长笛、圆号等西洋乐器，丰富了乐队的和
声色彩。这种创新使民族音乐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
为听众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体验。

崔逢春创作的《那达慕序曲》原为铜管五重奏，
采用了回旋曲式结构，以一种交响音画的形式描述那
达慕的盛况，有惊险刺激的赛马、摔跤、令人赞赏的射
箭；有争强斗胜的棋艺，引人入胜的歌舞。此次上演
的《那达慕序曲》经乐团二次改编，将传统民族乐器与
现代西洋乐器相结合，使得这一作品展现出更加丰富
的音色和表现力。四胡与乐队《四海歌》则是一首充
满地域特色的作品，为三段式结构。四胡作为蒙古族
的传统乐器，其独特的音色和演奏方式赋予了这首乐
曲独特的风格。蒙古族青年四胡演奏家苏雅在演绎
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四胡这一乐器音色的特点，将高
音四胡与低音四胡交替使用，展现出丰富的音域层
次，与管弦乐队合作使音乐作品更具有立体感。

内蒙古民族管弦乐团，这支汇聚了内蒙古众多
音乐精英的乐团，深入挖掘和整理一批经典的民族管
弦乐曲目，他们扎根本土，对传统音乐的深刻理解，为
内蒙古民族音乐的创新发展作出了积极探索，成为中
国民乐界不可忽视的力量。

音乐史诗 抒怀家国

《家园》音乐会通过音乐作品，将个体与国家、国
家与天下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激情澎湃
的旋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长
河，感受到北疆各族儿女对家国的挚爱和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额·巴音那木尔创作的马头琴协奏曲《远方》，是
一部较大型的多声部音乐作品；孟和吉雅的马头琴演
奏融合了多种传统演奏法，奏出了多变的马步节奏、
豪放动人的旋律、富有个性化的音效，描绘出一幅草
原风情画。多变性的主题旋律，呈现了不同形象。音
乐主题从幻想、期盼，直至无穷动力的发展，表达内蒙
古人民胸怀祖国、志向远方的精神世界。

叶尔达创作的《迁徙》是一部充满历史感、民族
感和现代感的音乐史诗。开篇以低沉而有力的管乐
组奏出壮丽、嘹亮的号角声，仿佛将人们带回了远古
时代。随着弦乐和管乐的逐渐加入，节奏音型由简单
到密集，主题旋律从小调转向大调，使得音乐逐渐变
得磅礴而激昂，让听众感受到了人们在迁徙过程中所
经历的艰辛与磨难，踏上慢慢迁徙之路的悲壮情景。
在音乐的进行过程中，有时，马头琴的音色将音乐渲
染得如泣如诉，仿佛在讲述着一段段感人至深的迁徙
故事；有时，又将旋律变得高亢激昂，仿佛在歌颂内蒙
古人民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

“家园”隐喻了致敬家园、守护家园的含义。马
头琴协奏曲《家园》序曲开始后，苏格尔的演奏像一首
辽远的牧歌，带给人们遐想、回味。在快板部分，对马
头琴传统泛音演奏法的运用进行了大胆创新；在慢板

部分中，通过马头琴演奏的抒情悠扬的旋律，表达了
对家园的向往和守护。特别是旋律在马头琴超高把
位的演绎，对演奏家的功底是一种挑战。这部作品的
成功上演，让观众了解到马头琴不只有独奏、齐奏、重
奏等演奏方式，更让观众感受到马头琴协奏曲的庞大
结构。

近年来，内蒙古艺术剧院民族乐团创作了“北疆
三部曲”，先后推出《北疆赞歌》《北疆天籁》两部民族
管弦乐作品，以及将要推出第3部作品《北疆畅想》。
而此次音乐会中上演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彩虹》《胡
杨赞》均为其中的套曲。这3部作品，用扣人心弦的
音乐语言，充分展现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守
正创新的精神风貌。《草原英雄小姐妹》以“龙梅”“玉
荣”在暴风雪中，保护公社羊群的故事为音乐的表现
内容。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作曲家叶尔达在创作过
程中充分运用了转调、变奏等创作技法，以表达故事
中不同的情感和场景。在乐曲中，通过对主题动机的
不断变奏和发展，展现故事情节的深入和人物形象的
塑造，将原始主题动机进行衍化、发展，形成新的音乐
材料，以表现故事情节的演变和人物性格的升华。作
曲家郭子杰创作的《彩虹》，选用了鄂温克族、达斡尔
族、鄂伦春族等民歌旋律元素作为主题动机。作品中
音色、音量的对比和变化，展现了音乐画卷的生动性
和立体感，寄托了民族团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好愿景。艺术家们的演奏将这份美好愿景传递给了
每一位观众，让观众深深感受到北疆各族人民崇尚自
然、尊重生态、和谐共生的地域特征。

当演奏家们奏响《和谐赞》，深沉而又激昂的旋
律仿佛将人们带到了广袤的沙漠中。作曲家段泽兴
的创作，将代表胡杨树的音乐旋律贯穿整部作品，通
过不同乐器之间的对话与交织，以及动态和声响的精
细把控，营造出丰富的音色和层次感，展现了胡杨树
在不同季节中所展现出的各异风貌，强烈的音效和低
沉的旋律表现出胡杨树在沙漠中生长的雄伟景象，蕴
含着北疆各族儿女坚韧不屈的拼搏精神。

时代音符 筑梦中国

作为一部具有时代特色的音乐作品，《家园》以
时代精神为主线，展现了北疆各族儿女在历史长河中
的不懈奋斗和伟大梦想。在这场音乐会中，观众既能
听到古老的声音悠扬回响，又能感受到现代音乐的激
荡碰撞。这不仅彰显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更
体现了当代音乐人致力于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责
任担当。通过对时代音符的精心构筑，为构建共有精
神家园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伊拉图创作的《腾飞》，主题动机简洁而富有力
量。演奏家们通过巧妙的变奏和重复，使这一动机贯
穿全曲，形成强烈的统一感，表现出作品的丰富内涵
和内在张力。该作品的创作在注重音乐表现力的同
时，充分发挥管弦乐队的音响特点，营造出宽广、激昂
的气氛，使得整首作品既有西方音乐的磅礴气势，又
不失中国民族音乐的细腻情感。

叶尔达创作的《追梦》，以富有梦幻色彩的旋律开
始，如同晨曦中的薄雾，朦胧而神秘。打击乐组中的定
音鼓以固定式的十六分音符节奏型的演奏技法，渲染
了紧张的情绪。在演奏过程中，节奏的变化打破了原
有的强弱规律，使得音乐主题不断被推进，旋律逐渐变
得激昂高亢，如同追梦者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经历种
种困难与挑战，但始终坚定信念，勇往直前。

《追梦》作为本场音乐会的压轴曲目，将演奏家
和观众的情感推向了高潮。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指
挥家曹波携内蒙古艺术剧院民乐团全体演员奏响了
返场曲《奋进》，该作品以磅礴的气势和激昂的旋律开
篇，如同擂响的战鼓，震撼人心，催人奋进。作曲家叶
尔达运用了丰富的和声色彩和配置手法，使得整部作
品充满了动感和力量。马头琴作为主奏乐器，主题动
机的节奏型从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持续的三连音
逐渐展开，快速的演奏技法将作品推向高潮。而在演
奏过程中，曹波带着现场观众击掌拍打节奏，台上台
下的互动将音乐会再次推向了高潮。

内蒙古民族管弦乐团的艺术家们以精湛的技艺
和深厚的情感，准确地把握了每一个音符的韵味，更
在演奏中融入了自己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和感悟。这
种深入骨髓的情感表达，使得《奋进》这部作品在听众
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大型民族管弦乐《家园》，不仅是内蒙古民族管弦
乐队对北疆音乐文化的一次精彩
演绎，更是对民族音乐传承与创新
的一次积极探索。音乐会以其独
特的艺术魅力，为全体观众搭建起
了一座心灵相通的桥梁，传递着民
族团结、奋进、创新的时代精神。

用时代音符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用时代音符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评大型民族管弦乐—评大型民族管弦乐《《家园家园》》

◎郭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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