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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以现场全体同唱主题歌作为演出的结
尾，再次掀起全剧高潮，这是舞台上常见的
动人情景，歌舞剧《雕花的马鞍》就是典型的
一例。当主题歌《雕花的马鞍》这首已传唱
近40年的作品，在歌曲原唱、著名歌唱家那
顺的领唱下深情响起的时候，全体观众、演
员的感动与歌声顷刻融为了一体，现场气氛
被熟悉的旋律瞬间燃亮，情感和精神的力量
汇涌成历史记忆的共鸣和时代心声的绽放。

从经典传唱到舞台重塑，再现了历史荣
光与民族骄傲的画卷

歌曲《雕花的马鞍》诞生于上世纪 1988
年，是一首赞颂军民情谊和牧人生命情怀的
经典作品，由印洗尘作词，宝贵作曲，那顺首
唱。其创作灵感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祖国
北疆内蒙古军民共建军马场、团结一心护边
防的真实故事。

据那顺讲，词作者印洗尘在草原采风时
听到一个故事，离军马场不远处住着一位独
居老牧民，驻地战士们新老更替几十年，从
未间断帮助和照顾老人。部队要撤防时，老
人为纪念这段感情，亲手雕刻了一副柳木马
鞍送给部队。后来印洗尘在另一个牧场亲
眼看到了一副雕花的马鞍，记忆和感情的闸
门瞬间打开，民族的豪情深情地流出笔端。
歌词发表后作曲版本很多，而宝贵巧用好来
宝中的赞颂曲调编成新曲，迅速传唱开来，
成为表达军民鱼水深情和牧人情怀的佳作。

歌舞剧《雕花的马鞍》共4幕，由朱洪坤
编剧，那顺导演，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
中旗乌兰牧骑演出，系 2022年度自治区优
秀剧本孵化计划资助项目。其创作灵感就
来自于这首同名歌曲和同样的故事。所不
同的是又融入了丰富的剧情：某英雄八连奉
命来到内蒙古东部区某地建设军马场，戍边
驻防，战士和牧民之间交流交往相融、和谐
相助。徐班长和驻地牧民、退役骑兵老战士
阿拉坦仓的女儿乌兰在军民共建中产生了
爱情。一直喜欢乌兰的民兵队长巴拉因此
欲与徐班长“比武”竞争。草原突发大火，战
士们为保护牧民转移奋勇扑救，徐班长等 8
名战士壮烈牺牲。巴拉儿子等新一代边防
战士成长起来，接续着神圣的戍边使命。年
迈的乌兰在无尽的思念中，与手捧雕花马鞍
的徐班长梦幻相逢。

本剧还塑造了八连姜连长、嘎查书记孟
根仓、乌兰的阿爸阿拉坦仓、两个“英雄骑
兵”儿子都光荣牺牲在战场上的草原额吉萨

仁等人物形象，从经典传唱到舞台重塑，激
起了几代人难忘记忆的共鸣，再一次艺术呈
现了军民鱼水情的历史荣光和北疆各族人
民共筑民族骄傲的难忘画卷。

从军民情缘到离别赠鞍，凸显感情积淀
到精神升华的礼赞

本剧核心可用 3个关键词来概括：“浓
情”“重托”“相赠”。“浓情”讲述的是军马场
战士可贵的祖国情、戍边情、家乡情、战友情
和爱情；“重托”展示的是救火前线生死危难
之际，徐班长和巴拉两人从爱情竞争对手化
作危难战友，毅然争先冲锋、大义相托对方
转移牧民和照顾好心上人乌兰的感人情
节。徐振中对着巴拉大喊：“你听我说，赶快
下山帮着孟书记他们转移嘎查牧民。”巴拉
深知乌兰心中的真爱是徐班长，但乌兰又是
自己的发小和心中最爱，于是感人的一幕出
现了：在熊熊的烈火中，他也焦急地对着徐
班长大喊：“要下山你下，乌兰还等着你回去
呢，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

“相赠”表现的是：军马场完成历史使命、撤
防离别之际，孟书记和牧人们依依不舍，将
最珍贵的雕花的马鞍赠给部队的情景。马
鞍是草原牧人精神的凝聚，被誉为草原圣
物，代表着英雄的荣誉。孟书记手捧马鞍深
情地说：“这副雕花的马鞍啊，属于我们英雄
八连，英雄八连才是我们草原上真正的‘巴
特尔’。”

“浓情”“重托”“相赠”6字内蕴层层相连
递进，在扎实的剧情节奏中，实现了本剧主
题思想由感情积淀到精神彰显的灿
然升华，也体现了剧本立意的高度、
舞台编排的精妙。这与歌曲《雕花
的马鞍》两段歌词表达的“伴我度过
金色的童年”的感情、凝聚成的“孕
育了多少民族的骄傲”的精神，形成

了完美的传承关联和境界统一，这是军民鱼
水情凝结成的国家与民族精神的彰显，也是
各族军民壮美生命之光同心传扬的写照。

从马驹降生到新兵誓言，抒写蒙古马精
神代代相传的诗篇

歌舞剧《雕花的马鞍》是着力展现完成
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
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讲好传扬蒙古马
精神故事的佳作。

马在牧民心中的地位无可替代，是贴心
的朋友，也是精神的支柱，在生活和生命中
意义独特而重要。军马在我国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时期发挥过巨大作用。骑
兵最兴盛的年代，在东北和西北建有50多个
大型军马场。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国防建
设、保障边防安全，曾在北部边疆内蒙古建
有十余个军马场，无数战士为守边戍边、军
民团结谱写了蒙古马精神的英雄诗篇，奉献
了青春和热血。

歌舞剧的剧情设计妙在与立意和主题
的逻辑衔接和无缝贯通，更妙在水到渠成、
自然催开主题思想的花蕾。本剧的几个小
情节，看似剧情发展的小浪花，却起到了升
华主题的大作用。第三幕《情满草原》中，萨
仁额吉家的枣骝马遭遇难产，生命危急，姜
连长立即命令徐班长停止训练赶去救助。
徐班长忙到天黑，小马驹顺利降生，“母子”
平安。夜空下，徐班长情不自禁吹起了口
琴，动人的旋律静静流淌。一直焦急等待的
乌兰对徐班长由好感到感激，再到信任、心

动，爱情的火苗徐徐燃起。萨仁
额吉高兴地把徐班长让进蒙古
包，望着屋里挂着的两个光荣牺
牲了的孩子的勋章，老人动情地
说：“我为他们骄傲自豪，国家的
安宁、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千

千万万个英雄抛头颅，洒热血，用自己鲜活
的生命换来的啊。”这令徐班长内心深深震
撼；尾声里，徐班长牺牲几十年后，巴拉的儿
子光荣参军，接过了父辈戍边的时代重任，在
当年的火场边聆听了老人讲述的故事后，他
坚定表示：“我会牢记军人使命，成为一名合
格的边防战士。”步入老年的乌兰看到当年的
小树已长成参天大树，心生思念和感慨：“我
今天来到这里才发现，你们早以另一种方式
在守卫着北疆、依恋着祖国，你们把根扎得这
么深，是因为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当观众沉浸其中，心灵和感情一起与马
的生命、家园和主人公的命运共起伏时，一
定对蒙古马精神的内蕴会有新的感悟：这些
用青春热血、鲜活生命、几代各族儿女家国
情怀换来祖国边防安全稳定的壮举，不就是
蒙古马精神的绚丽闪光吗！

记得一位前辈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这样
理解蒙古马精神:“蒙古马识途认家，不管它
走了多远，一旦想回家的时候，不管暴风雪
也好，穿越河流山岭也好，它就一定能找到
家。”这是只有把蒙古马视为相依为命一家
人，才能体味出的蒙古马深层的情感内蕴和
特质。人们常说“老马识途”，今天细细想
来，其内涵就是基于亲人般的信任。“老”是
感情和认知的积累和沉淀，“识途”既是认准
路的方向，也是感情坚定的寄托。“识途认
家”道出了人对蒙古马的信任、蒙古马对亲
人和故土的依恋。

可以说，本剧以独特的视角和呈现技
巧，给出了蒙古马精神内蕴在哪里艺术命题
的新的求解方式：就在军民与骏马相依为命
的感情里，在英雄额吉内心的骄傲与自豪
里，在戍边战士英勇无畏的壮举中和不断接
续回响的誓言里，在各族儿女深深扎根的故
土里，更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世代相传、一
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中。

蒙古马精神的传承与绽放蒙古马精神的传承与绽放
———歌舞剧—歌舞剧《《雕雕花的马鞍花的马鞍》》观后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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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作家韩伟林的长篇小说
《阿尔善河》由远方出版社于2023
年12月正式出版发行，全书46.8万
字之巨，这部小说历经多年删改，是
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阿尔善河》
是一部发生在阿尔善草原的动人史
诗，是一部充满复杂成长历程的小
说，更是一部书写新时代祖国北疆
草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现实主义
主题力作。

作品通过对仁钦道尔吉、永青
扎布、阿古拉、努尔金、巴特尔等几
代人的刻画，为我们深度还原了曾
经生活于内蒙古这片土地上的人
们，在历史与时代的沧桑巨变面前，
敢于与命运抗争，那是吃苦耐劳、一
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
马精神。

作者在小说的开篇，引入一段
描写，“山色变得幽暗，山泉无心无
肺地在乱石上来回跳跃，然后细碎
地分出几股往下流泻，溅到一块元
宝形状的大石头上，在中间回旋一
大圈又落了下去。一双黝黑干瘦的
大手接过白花花的泉水，冰凉刺骨，
这个人接连捧起来咕嘟咕嘟喝了三
大口。”通过对环境、人物的描写，营
造了一种冷峻、肃杀、幽暗、紧张的
色彩，有很强的现场感，也为接下来
的叙事埋下了伏笔，故事将在跳跃
中徐徐展开。这看似传统的开头，
以埋下伏笔的方式，将读者引入到
即将发生的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
对抗之中，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

韩伟林的写作，在当下时代，是
极不讨巧的，甚至略显笨拙。他以
老实、诚恳、质朴、相对稳妥的姿态
来写作，不偷奸耍滑，从容面对一切
难题，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找
到通往真理大门的钥匙。或许，正是这种态度，才能让人深
刻地感受到阿尔善河独有的魅力与它所隐含的时间意义。
鉴于此，笔者认为《阿尔善河》是韩伟林的写作探索，不媚俗，
不跟风，力求在创作上实现自我精神的满足。然而正是这样
一种追求，使小说获得独有的生命力。阿尔善河、阿尔善草
原是永青扎布等人的一生所依，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也无法
改变他们骨子里的那份爱，作家通过对这一人物的刻画，更
好地捕捉到了与他们相伴的事件，而这些事件的发生与读者
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让文学之真跃然纸上。当然，《阿尔善
河》也带有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关涉生存这一命题。不难
看出，作家试图改变宏大叙事的写作手法，以很小的切口回
归历史现场、回归生活本身，刻画了3个牧户的家族变迁史，
从而折射出时代之变与生存法则之变。

韩伟林曾有长达23年的军旅生涯，对部队有着很深的
感情，所以对于一些战争细节的刻画，有着自己独到的一
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仁秦道尔吉之子永青扎布与牧工宝力
为自治学院送马，路遇岗呼匪帮，文艺宣传队临时队长、侦察
员阿勇噶带队斗智斗勇以少胜多予以解救。这一场以少胜
多的战争，虽然算不上大场面，但战略部署得当、指挥员经验
丰富、临危不乱等等，无不彰显着韩伟林作为军人作家的优
势。“在阿尔善草原上，王公富人的获得，穷人为了来世的福
分，都如前世注定。永青扎布还小，可是仿佛就那么几天，他
的骨骼吱吱作响，裂变长大，感受着新一天的降临。”这次独
特的经历，让永青扎布瞬间成长，完成了自我的超越，让革命
在他年轻的心中扎了根。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认为，“叙事的终结有时间上的后果，
它结束了线性时间，事件不再被串联成一个故事。”而韩伟林
的《阿尔善河》尽力消弭时间的线性因素，力争从多元化的视
角，完成叙事的转向，表面上而言，他以线性叙事的方式完成
整个故事网络的钩织，从民族解放开始，历经牧业合作社、改
革开放等历史节点，一直写到新时代的阿尔善草原。事实上，
在这些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人们该如何面对生活本身、该如何
进行反思、该何去何从等，成了作家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知名作家李浩在《面向“未来”的写作》一文中写道，“习
惯上，我们把写作看作一种回望，一种对记忆的钩沉和再造，
一种对过去的种种时光的感吁、审视和纪念，它是向后的，是
作家们出于个人记忆而完成的追忆逝水年华，它所写下的现
实也是已经过去并部分地沉淀下来的现实——必须承认，这
一习惯认知包含着巨大的道理性，所有的已有写作大抵都具
有‘记忆功能’，包含着或强烈、或微弱、或隐藏、或明晰的回
望性，都包含有‘已呈现为现实’‘已呈现为过去的现实’的影
子。”这一点从韩伟林的写作中，也能够得到很好的印证。韩
伟林是一位擅长从历史的叙事中，挖掘素材的作家，这或许
跟其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普及工作息息相关。他的作品有
着很强烈的历史意识，总是试图在现实中找到历史的映射空
间，从而完成某种关涉人性的、命运的、时代精神的探索。

著名文学批评家何平在《批评的返场》中写道，“小说作
为历史建构的一种方式提供了远比历史研究丰富的‘复线的
历史’”。韩伟林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重新塑造历
史，以历史的在场者的姿态，记录与复刻历史，并重新完成对
历史的钩沉与再造，从而以小见大，将个人生活史融入地方、
社会发展的历史之中。在历史的碎片中，韩伟林发现了那些
隐匿于历史背后的逻辑，并且找到了与文学之间的界线，在
理清二者之间关系的同时，将更多的目光投射到普通人身
上，让他们的人性之光更加闪耀、动人、温暖。实际上，《阿尔
善河》始终有一种个体参与历史并且创造历史的声音，似乎
在向我们宣告——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恰恰也是一种成
长的过程。

“那一天，成了全球草原和牧民的节日。努尔金带着爷
爷，抬头望去，环圆形天幕上繁星闪耀，梳着数不清小辫子的
小姑娘正在篝火旁歌唱……”小说以此作为结局，意在与开篇
形成鲜明的首尾呼应，从动荡不安的年代历经波折终究走向
一种祥和安康的社会，在此人所面对的
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变
化恰恰正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成长，是社
会之成长亦是个体之成长，成长成为一
个可持续的话题，恰恰也表现出作家希
望藉此来完成对未来的憧憬。

歌舞剧歌舞剧《《雕花的马鞍雕花的马鞍》》剧照剧照。。

9月 7日至 8日，2024年国家艺术基金
交流推广项目——大型歌舞剧《情系塞罕
坝》边疆行巡演第二轮巡演亮相赤峰会展中
心剧场。这是一场心灵与自然的交响，它以
绚烂多彩的艺术表现，描绘出一幅幅震撼心
灵的画卷。舞台帷幕缓缓落下，观众的心却
久久不能平静。

塞罕坝，这个名字在剧中不仅是地理坐
标，更是精神灯塔。绿色的林海与红色的信
仰交织成一幅壮丽的图景，象征着自然之美
与人性之光的和谐共生。剧中人物，或坚毅
不拔，或柔情似水，他们用自己的故事诠释
了家国情怀的深厚与伟大，让每一位观众在
泪与笑中感受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

《情系塞罕坝》是一部大型歌舞剧，以塞
罕坝三代建设者的真实故事为蓝本，通过情
景交融、歌舞并茂的艺术手法，将那段从荒
漠到绿洲的奇迹转变之旅，生动地展现在观
众面前。这不仅仅是一部剧，更是一次心灵
的洗礼，一次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深情颂歌。

全剧分为《梦启荒原》《砥砺前行》《绿满
人间》三大篇章。

时光回溯至 20世纪 60年代初，那是一
个国家百废待兴、人民激情满怀的年代。在
遥远的塞罕坝，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学
子，怀揣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对未来的美
好憧憬，踏上了塞罕坝这片荒凉而神秘的土
地。他们，是第一代塞罕坝人，是梦想的播
种者。

舞台灯光渐暗，只留下一束追光，照亮
了主角于丽娜的脸庞。她，一个怀揣林业梦
想的女大学生，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城市的繁
华，选择将青春献给这片不毛之地。随着
《绿色之梦》旋律响起，一幕幕情景话剧缓缓
展开：从初到塞罕坝的迷茫与不适，到与队
友们并肩作战的坚定与执着；从面对恶劣自
然环境的无助与挣扎，到在党的召唤下重拾
信心、勇往直前的豪迈与激情。这一幕幕，
是对个人成长的描绘，更是对一代人集体记
忆的深刻缅怀。

岁月如梭，转眼间，第一代造林人已渐
渐老去，而他们的精神却如同荒漠中的绿
洲，生生不息；第二代造林人接过前辈的接
力棒，继续在塞罕坝这片热土上挥洒汗水与
智慧。

《砥砺前行》篇章以“风雨兼程”为开篇，
通过一系列紧张激烈的舞蹈与情景表演，展

现了造林人在恶
劣天气下坚持植
树 的 艰 难 与 不
易。风雪交加的
夜晚，他们不畏
严寒，用体温温
暖树苗；烈日炎
炎的夏日，他们
挥汗如雨，用汗
水浇灌希望。这
一个个场景，是
对造林人艰苦创
业的真实写照，
是对他们坚韧不
拔、勇于担当精
神的颂扬。

在这一篇章
中，“科技之光”

成为了一个亮点。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时代
的发展，造林人开始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植
树。从实验育苗到技术攻关，从无人机播种
到智能灌溉系统，科技的力量让这片荒漠逐
渐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一幕，展现了科技改
变生活的力量，传递出一种创新求变、与时
俱进的时代精神。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经过几代人的不
懈努力与奋斗，塞罕坝终于从一片荒芜之地
变成了绿洲。如今的塞罕坝，已成为了全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典范与绿色发展的标杆。

《绿满人间》篇章以一场盛大的庆典拉
开序幕。舞台上，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溪水
潺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大合唱《塞
罕坝之歌》响彻云霄，歌声中充满了对这片
土地的热爱与自豪。随后，《绿色之旅》《守
护之歌》等节目轮番上演，通过舞蹈、歌曲、
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了塞罕坝人守护

绿色家园的坚定信念与无私奉献。
在这一篇章中，绿色发展成为核心主

题。塞罕坝人不仅成功地将荒漠变成了绿
洲，更将这份绿色财富转化为了推动地方经
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他们依托丰富的生态
资源发展旅游业、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让
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这一幕幕
场景不仅展现了塞罕坝人勇于探索、敢于创
新的实践精神，更传递出一种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剧中，“花的世界、林的海洋、水的源头、
云的故乡”，是对今日塞罕坝全国生态文明建
设绿色发展典型案例的精彩描绘。《情系塞罕
坝》是一部歌舞剧，更是一部关于信念、勇气
与奉献的史诗。它让我们看到了人类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
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奋斗的伟大精神。

在舞台上，每一幕都是情感的激流，每一
曲都是心灵的歌唱。它巧妙地融合了舞蹈的
灵动、武术的刚劲、话剧的深邃与音乐的悠
扬，构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叙事空间。现代
化的声光电技术，如同魔法般将观众带入那
片遥远而神秘的土地，让历史的尘埃在光影
交错中重新焕发生机。

整部剧以大学生于丽娜和林森一家为线
索，贯穿起3幕、13个片段。整部剧是对“塞
罕坝精神”的深刻诠释，也是现实主义与浪漫
主义生动结合的艺术呈现。它走心、用心、真
心地与观众构成心灵对话，达到了共情、共
鸣、共振的效果。在艺术层面上，该剧运用了
精心编排的表演和视听渲染技术，使得观众
能够深刻体验到家国情怀的厚重感。现代化
的声光电场景效果，将观众带入到历史场景
之中，感受那个时代的呼唤与挑战。

歌舞剧的艺术魅力，在于它能以最直
接、最生动的方式触动人心。《情系塞罕坝》
正是凭借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深邃的文化
内涵，成功地激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在这
里，舞蹈不仅仅是身体的律动，更是情感的
流淌；音乐不仅仅是音符的组合，更是心灵
的对话，它们共同编织了一个关于爱、勇气、
牺牲与希望的不朽传奇。

《情系塞罕坝》融合多种艺术形式，传达
深刻的文化与精神内涵。从坝上高岭到精
神高地，《情系塞罕坝》抓住了视觉上的塞罕
坝是绿色的、精神上的塞罕坝是红色的这一
突出特征，积极弘扬主旋律，铸牢思想之魂，
以信仰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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