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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5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诺言》是王炬、肖宁两位作家构思
一年、写作近两年而新近出版的一部军工题材的作品，是被列
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亮丽内蒙古”重点图书出版工
程、“包头市重大主题文艺精品创作项目”的作品。《诺言》引领
读者进入思想的高地，引发我们对初心与信仰的思考。小说
以三代军工人的生活变迁、梁佳礼军工事业及个人感情生活
的发展为主线，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
建设时期，以及新时期等几个阶段的感人故事，书写了梁佳
礼、林玉影老一辈知识分子勇立时代潮头，不畏艰险，勇挑重
担，敢于斗争，敢于实践，对待军工事业热忱无比的豪情与壮
志，书写了那一代人高尚、无私、守望相助的友谊与爱情。

《诺言》语言生动，以精准的笔墨勾勒出人物丰富、复杂的
内心世界。特别是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梁佳礼日记，虽然内容
简洁，却是故事展开的“神奇之笔”，既作为篇章的导引词，又
保留了故事的真实性，触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增强了小说的
吸引力。同时，也展示了作者对小说主题的有效把控，以及对
小说结构、故事框架的驾驭能力。

《诺言》由主人公对待军工事业的虔诚，延伸出理想、事
业、家庭、生命的价值和启示，表现了主人公即使在最困难的
时候，仍然不计个人得失，相信组织、热爱祖国的精神品质。

小说中，梁佳礼从一名商家的少爷、大学生，到成长为一
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共产党员；从发誓为党造枪炮，到成为一
名新中国的兵工工作者，他身上始终透射出熠熠生辉的光
芒。为了建设打鬼子的兵工厂，梁佳礼献出自家投资3000块
大洋、占股一半的德国进口机床，还答应另一个股东，娶他大
自己七八岁的女儿范美菊，把另一半股份的“聘礼”一同献给
党。尽管这是一时的权宜之策，最终为了践行自己诺言，他还
是娶了范美菊。

小说中，梁佳礼的家国情怀令人感动，尽管与范美菊感情
基础差，他依然尽全力照顾着妻子儿女。当与失散的恋人林
玉影再度相遇，为了不伤害妻子，他把个人的小爱化作对事业
的追求，他再次承诺要全身心地投入“100高射炮”建造工程，
他决心为共和国成立 10周年献礼，造出新中国的第一门高
炮。梁佳礼呕心沥血，虽历经磨难，依然痴心不改，再一次兑
现了心中的诺言。

小说中，林玉影这个形象刻画得非常细腻，她从燕京大学

物理系毕业，很早就投身革命，又留学苏联，精通英、俄、德等
外语，是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工程师。抗战时期，同梁佳礼在
八路军兵工厂相识相恋，后被组织派往苏联学习，遭遇意外事
故被疑遇难。她回国后到兵器部工作，援助包头兵工厂建造
第一高炮时，到厂部专家组工作，再次见到了曾经的老领导、
原梁佳礼的师傅、现任包头兵工厂厂长的武翔。武翔做通了
林玉影、梁佳礼的思想工作，让林玉影配合梁佳礼翻译建造高
炮急需的设备外文资料。两人抛开私情杂念，相互支持，梁佳
礼全力投入高炮的建造上。范美菊是一个为了爱不顾一切的
农村妇女，她对梁佳礼的爱如火般炽烈，一个敢爱敢恨的女性
形象呼之欲出。虽然她的爱给梁佳礼带来了不少困惑与无
奈，但她的付出与真情得到了梁佳礼的回应。

梁佳礼对生活、对事业不懈的追求，恰是那一代兵工人真
实的写照。他们在艰难中忍受着无限的惆怅，但他们没有虚掷
岁月，他们那种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目标、把一切献给党的
兵工精神永放光芒。

小说中的孙大锤（孙铁旺）参加革命时间长，从事军工
生产早，为人仗义、心直口快、乐于助人，但文化水平低。
在抗战时期，破坏日本人交通线时是勇扒铁轨的英雄。可
在新技术面前，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产生了“吃老本”的思
想。但在梁佳礼的带动和感召下，他成为了一名担当、负
责、积极学习新技术的基层军工人，后成长为锻工车间的工
段长，为“100 高射炮”的建造和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孙
大锤的形象是广大军工人的画像，表现了当时绝大多数军
工人的成长经历。

贾连义出生于焗锅匠家庭，从梁佳礼、孙大锤的“小跟
班”，到成长为一名军工人，他头脑活泛，有着经商的天赋，在
改变自身生活条件方面颇有作为。作为梁佳礼的徒弟，他在
制造“100高射炮”中，加班加点，成为梁佳礼的得力干将。贾
连义知恩图报，诚以待人，而贾连义的妻子郝兰
凤，绰号“小苹果”，却爱慕虚荣、喜欢享受，把贾连
义对她的爱当做自己作威作福的资本，不珍惜贾
连义的一片真心。

小说中还塑造了兵器部副部长卢雷、厂长武
翔几个领导人物，他们曾经都是梁佳礼根据地兵
工厂的老领导，而武翔还是梁佳礼的师傅。两位

领导千方百计为“100高射炮”的建造创造条件，全力支持梁
佳礼的工作，最终为“100高射炮”的如期完成提供了完备的
组织保障。而梁佳礼团队亦不负众望，不仅建造出新中国第
一高炮，还制造出u2导弹发射架，为导弹增加了射程，成功地
击落了敌军高空侦察机，捍卫了祖国的领空。

车间主任魏怀恩这个形象也比较典型，他年龄大、技术也
不错，但存在“老好人”思想，还有些“帮派”思想。他在主任助
理王庆安的挑拨下，与分管生产的车间副主任梁佳礼有了矛
盾，但后来被梁佳礼忘我的工作精神与责任担当感化，成为梁
佳礼团队建造“100高射炮”坚定的支持者。

对英雄人物的景仰，是人所共有的。《诺言》在表现这个宏
大的主题时，没有“说教式”的做派，而是运用故事中的每一个
细节、每一朵浪花，进行充分的展现，最终涓涓细流汇聚成激
情澎湃的海洋。

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者，作者并未放过，且写得生动、逼
真。这并非作者的杜撰，恰是现实生活的折射与反映。王庆
安这个人物刻画得很到位，其自私钻营、扇风点火、不顾一切
向上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丑恶嘴脸暴露无疑。这既是对
投机分子无情的鞭挞，又衬托出对“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
的梁佳礼式人物的礼赞。

一部好的作品总能给人力量，扩展我们的视野，陶冶我们
的情操，砥砺我们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与坚守。《诺言》就是这样
的一部作品，它真诚脱俗，以情化人，给人丰富、深邃之感，启
迪人们对人生的思考与开掘。文艺作品不仅是人类的精神之
花，也是社会生活忠实的记录。《诺言》把那个激情燃烧岁月里
军工人忘我的奋斗，永恒地定格，透过历史的剪影，显现出理
想和生活的美好。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们不仅要有
个人的小爱，还要拥有热爱祖国的大爱。朝起暮落，日夜兼

程，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只有守护好
内心的火焰，步履不停，方能永葆初心，走向未来。

《诺言》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也得益于作者肖
宁一家三代军工人的经历，肖宁曾做过 6年的车
工，他大脑里储存着无数个精彩的故事。而王炬亦
在包钢工厂里做过两年的车工组长，其妙笔生花的
能力给人带来不断的惊喜。

信 仰 的 力 量
——读长篇小说《诺言》

◎张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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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内蒙古艺术剧院民族曲艺团联合二人台艺术团，在
呼和浩特市乌力格尔艺术宫启动“非遗曲艺书场”专场演出。

乌力格尔，蒙语意为“说书”。乌力格尔艺术宫，源于
1957 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献礼工程——“蒙语说书
厅”，2012年改扩建后名为“乌力格尔艺术宫”，是我区民族曲
艺的大本营。由于曲艺人才短缺和机构调整，近年来综合性
文艺演出成为乌力格尔艺术宫的主要内容。为深入实施中华
曲艺传承发展计划，推进北疆文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日前，“非遗曲艺书场”亮相并落地乌力格尔艺术宫。演
出中老、中、青三代艺术家汇聚一堂，展新人新作，传曲艺经
典，充分展现蒙汉各具特色的说唱技巧，曲韵结合，相得益彰，
好戏连台，精彩纷呈，完美呈现了北疆地区民族曲艺源远流长
的艺术魅力，为青城的曲艺爱好者献上丰富的文化大餐。

曲韵流芳八百年，谱写华章薪火传。“非遗曲艺书场”以
“学、创、演”形式，邀请自治区民族曲艺名家、著名民间说书艺
人同台演出，一方面使观众在演出中感受北疆地区不同民族
曲艺艺术的独特魅力，另一方面通过老艺术家的“传、帮、带”，
不断培养提升年轻曲艺工作者的创演水平，为北疆非遗类民
族曲艺经典作品的挖掘保护、传承创新和传播推广培养艺术
人才。“非遗曲艺书场”分上、下半场，上半场由老、中、青三代
曲艺演员表演精彩曲艺短篇，下半场由曲艺新秀演说长篇乌
力格尔。

乌力格尔是蒙古族曲艺艺术的典型代表，也是蒙古族说
唱艺术高度发展的产物，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
艺术魅力。节目有短篇、中篇和长篇之分，尤以长篇最为吸引
人。“非遗曲艺书场”携长篇乌力格尔重现乌力格尔艺术宫，彰
显了民族曲艺薪火相传、后继有人、未来可期的创新发展前
景。

“非遗曲艺书场”有3个突出特点：一是突出非遗，弘扬北
疆文化。3天演出期间正值今年的全国“自然和文化遗产日”
宣传展示期，“非遗曲艺书场”紧紧围绕“保护传承非遗 赓续
历史文脉 谱写时代华章”活动主题，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

产类曲艺项目，其中既有乌力格尔、陶力、玛克塔拉（赞词）等
蒙古族曲艺典型曲种，又有二人台呱嘴等汉语曲种，还有呼麦
弹唱等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艺术形式；既有短小精悍的好来
宝、叙事民歌，又有长篇传统乌力格尔。两个以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为主要演出内容的艺术团，将自身最具代表性的曲艺
节目呈现给观众，集中展示了近年来内蒙古民族曲艺艺术传
承保护和创新发展的成果，促进了北疆文化品牌的建设。

二是突出融合，促进交流交融。“非遗曲艺书场”演出节目
既有蒙古族曲艺作品好来宝《腾飞的骏
马》、史诗《英雄江格尔》、玛克塔拉（赞词）
《蒙古马》、叙事民歌《张玉玺》《杜莱》，又有
二人台呱嘴《我的家在内蒙古》《王婆说
风》、对口呱嘴《走在幸福的大路上》、数来
宝《绕口令》等，助推民族艺术互鉴互促，推
动北疆地区最有特色的曲艺形式互动交

流，助力文旅融合发展，让市民游客近距离领略北疆“多元一
体”的文化特色。

三是突出传承，培育新生力量。参加“非遗曲艺书场”演
出的演员，既有66岁仍致力于传承发展曲艺艺术的著名曲艺
表演艺术家乌云桑，也有内蒙古自治区曲协主席、著名二人台
艺术和呱嘴表演艺术家王占新，内蒙古自治区曲协副主席、国
家一级演员斯琴、巴雅尔等民族曲艺中坚力量代表，更有
2023年、2024年先后入选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联国内联络
部、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艺苑撷英——全国优秀青年曲艺人
才展演”的优秀青年曲艺演员李格根珠格、王舜和其他新人新
作，他们倾力奉献自己的代表作品。特别是李格根珠格演说
的长篇乌力格尔《达那巴拉》，其中第一回“满贵大夫”和第二
回“金童玉女”深受曲迷喜爱。此次“非遗曲艺书场”的精彩亮
相，并将长篇乌力格尔重新带回乌力格尔艺术宫，展示了新时
代内蒙古曲艺前辈老当益壮、中青年演员勇于担当的精神风
貌和整体实力。

内蒙古艺术剧院民族曲艺团主要职能职责是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整理、传承保护、创作表演蒙古族及我
区其他民族传统曲艺艺术。多年来民族曲艺团紧紧围绕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在传承基础上创作表演了大
量反映民族团结进步、具有时代特点的新作品，主要包括乌力
格尔（说书）、好来宝（联韵唱词）、伊若乐（祝词）、陶力（英雄史
诗）、玛克塔拉（赞词）、岱日查（争辩辞令）、笑磕（相声、小品）、
乌力格尔图道（叙事民歌）等8个曲种以及民族史诗《格斯尔》
《江格尔》等200多部大小作品。这些曲种多数都是曲艺类非
遗保护项目，具有浓郁民族特点和地域特色，其用于自拉自唱
伴奏的蒙古族特色传统乐器，如蒙古四胡、马头琴、潮尔、陶布
秀尔等也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还拥有乌力格尔、好
来宝、笑嗑、长调、蒙古族民歌等非遗传承人。

“非遗曲艺书场”落地乌力格尔艺术宫，对于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对于传承保护推广北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民族
曲艺艺术、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具有重要意义。

曲韵流芳 薪火相传
——“非遗曲艺书场”亮相乌力格尔艺术宫观后

◎董海珍

从上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
起，在祖国北疆内蒙古活跃着一
支“红色文艺轻骑兵”，这支“红
色文艺轻骑兵”装备轻便，组织
精悍，人员一专多能，便于流
动。在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的内
蒙古，他们跋涉于沙漠丘陵，穿
行在河流湖泊间，奔驰在千里草
原，把农牧民喜闻乐见的文艺节
目送进蒙古包、送进田间地头
……不仅活跃了人民群众的文
化生活，还把党的方针政策和科
学文化知识宣传到每个放牧点、
每个农牧民的心间，让党的民
族政策的光辉普照大地，使社
会主义的优越性深入人心。这
支“红色文艺轻骑兵”的名字叫
乌兰牧骑。

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乌兰牧
骑队员迎风雪、冒严寒，长期在
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
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
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
的声音和关怀。习近平总书记
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
的回信中，高度评价“乌兰牧骑
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
并向新时代的乌兰牧骑提出殷
切的希望，希望乌兰牧骑队员们
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
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
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
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
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
轻骑兵”。

由宋然、尚文达创作的长篇
报告文学《乌兰牧骑礼赞》用平
和详实的文字，记录了乌兰牧骑
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的产生、
成长过程，以及所创造的光辉业绩。为读者呈现了乌兰
牧骑从“播种”到“破土”的时光轨迹，记述了这支“红色
文艺轻骑兵”艰难而又光荣的成长历程，展示了乌兰牧
骑群星灿烂的景象，反映了乌兰牧骑 60多年以来的持
之以恒的奋斗之旅。

内蒙古乌兰牧骑从诞生到今天已走过 60多个年
头，许多往事随时代变迁似乎已显久远，然而《乌兰牧骑
礼赞》的作者却以自己辛勤的付出，对各地、各层面的乌
兰牧骑进行详尽采访，与各个时代众多乌兰牧骑老、中、
青队员进行深入交谈，阅读了大量有关乌兰牧骑的文献
资料和史实记载，走访了许多亲历乌兰牧骑成长历程的
见证人，从而掌握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完成了这部具有
史诗性的、记录乌兰牧骑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风风雨
雨奋斗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乌兰牧骑礼赞》。读过《乌
兰牧骑礼赞》的读者，都有这样真切的感受：《乌兰牧骑
礼赞》中所记录的一个个动人的事迹、一个个鲜活的人
物，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我们身边。这是让人难以忘却
的记忆，让人们感觉时光并未走远。

翻开《乌兰牧骑礼赞》，我们可以了解到乌兰牧骑这
支“红色文艺轻骑兵”的诞生过程：1957年初，内蒙古自
治区文化局领导和工作人员经过对内蒙古自治区牧区和
半农半牧区的深入调研，根据这里地广人稀、交通不便、
居住分散等特点，为了丰富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决定成
立一支装备简便、组织精悍、人员一专多能、便于流动的
综合文化工作队。这支文化工作队被命名为“乌兰牧
骑”，是“红色嫩芽”之意。1957年6月17日，内蒙古自治
区第一支乌兰牧骑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正式成立，
随后昭乌达盟（现今赤峰市）的翁牛特旗乌兰牧骑和锡林
郭勒盟正蓝旗乌兰牧骑相继成立。乌兰牧骑发展到今
天，已在内蒙古自治区100多个旗县区生根开花。

从《乌兰牧骑礼赞》中，我们可以通过乌兰牧骑的发
生发展，深刻体会“人民群众是文化艺术的创作者，也是
文化艺术创造成果的享有者”这一文化艺术发展的根本
性规律，我们从宋然、尚文达的作品中可以了解到，乌兰
牧骑创作演出的盅碗舞、挤奶舞、安代舞，以及现代剧
《关其格老汉》、歌舞剧《西拉木伦河畔》、小品《兄弟开
荒》、话剧《热土》等都已成为舞台上的经典作品，这就充
分证明了这一点。

乌兰牧骑从她发芽破土开始，就受到了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重视和关怀。《乌兰牧骑礼赞》记录了乌兰牧骑不
负党和国家的厚望，在巡回演出中，深入贯彻和体现党
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农
牧民的心中，把健康丰富的精神食粮送到农牧民身边，
充分体现了乌兰牧骑“演出、宣传、辅导、服务”四项职
能，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
定的文化劲旅和先锋。

通过《乌兰牧骑礼赞》，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璀璨的
群星集体：歌唱家牧兰、金花、拉苏荣、德德玛、那顺，舞
蹈家巴达玛、宋正玉、萨仁高娃，编剧张尚国，评剧演员
张树德，二人台演员赵德厚，作曲家胡格吉夫，他们都是
从乌兰牧骑走出的大艺术家，他们展示了乌兰牧骑代代
薪火传承的精神风貌。而为乌兰牧骑事业中做出重要
贡献的达·阿拉坦巴干、朱嘉庚等众多默默付出的“老黄
牛”，他们的事迹也被记录到《乌兰牧骑礼赞》之中。

《乌兰牧骑礼赞》以记叙体的形式，把乌兰牧骑各个
时期的发展片段缀连在一起，构成了全景式反映乌兰牧
骑的文艺作品，从侧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
不断奋进的时代风貌，也展现了“红色文艺轻骑兵”在实
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繁荣发展
道路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宋然、
尚文达以长篇报告文学《乌兰牧骑
礼赞》，把“红色文艺轻骑兵”所建
立的功勋，深深载入史册，并留在
了我们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