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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2016年，内蒙古作家协会推出的重点创
作方向里有“三千孤儿入内蒙”。

作为土生土长的内蒙古人，我熟悉这段
佳话。二十世纪60年代初，上海等南方城市
有些孤儿面临营养不良的威胁。在周总理的
亲切关怀下，党中央决定将孤儿们送由内蒙
古牧民收养。于是，三千多名孤儿被陆续接
到内蒙古。

说实话，当我看到这个选题时，并没有想
到以儿童文学反映这段历史。直到某一天，
我看到一部纪录片，深深地触动了我。

这部纪录片的主人公是位50多岁的老
额吉，她生活在阿拉善沙漠边缘。在她成人
后，养母告诉了她的身世——上海孤儿。

我特意打量视频里的这位老人，试图从
她身上找出上海人的影子。最终，我不得不
承认，无论她的身材，还是面貌，都是典型的
当地人，更何况她说一口流利的蒙语。

我注意到老人的生活环境：普通的房子，
普通的院子。院外宽阔，光秃秃的，有数堆被
风带来的沙子。在某处堆着引火用的木材。
我深信了那句俗语：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阿
拉善的土地把曾经的上海人养育成了草原人。

老额吉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始终有个想
法，去看看当年的恩人。随着年龄增长，这个
想法越来越强烈，每次提起时，她神情流连，
目光湿漉漉的。在女儿的陪伴下，老人终于
如愿，坐了十五六个小时的火车，参观了乌兰
夫纪念馆。

最让我感动的是，老人自从走进纪念馆，
一直在流泪，尤其是面对乌兰夫的照片时，泪
水涟涟。

看到这部纪录片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收
集这方面的素材。

在我生活的科尔沁草原，有一对牧民夫
妇收养了一名孤儿，视若掌上明珠。不幸的
是，养母病逝了。养母在弥留之际，最放心不
下的是孩子，再三叮嘱养父。养父视孩子为
己出，怕受到不公平对待，没有再娶。

生活在锡林郭勒大草原上的张凤仙夫妇
收养了6名孤儿。张凤仙曾做过临时保育员，
照顾孤儿。孤儿在适应草原生活后，被牧民
纷纷领养，最后剩下了6名孤儿，最小的孤儿
6岁，最大的孤儿8岁。她与丈夫商量，把6名
孤儿都领养了。

家里突然多了6个孩子，原有的生活被打
乱了，但夫妇感到特别充实。在油灯下，张凤
仙给他们做鞋祙；丈夫教他们认字。暴风雪
天气，张凤仙背着30斤的大米，从90里外往
家赶。一些困难好克服，但有些困难难以克
服，别的不说，一日三餐就成了问题。夫妇两
人把全部精力用在抚养6个孩子身上，把他们
养大成人。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人民楷模”都贵玛
老人。都贵玛生活在乌兰察布大草原。当
年，她去上海接回的孤儿中，最小的孤儿只有
三四个月大。那个时候，她只有19岁，根本
没有养育婴儿的经验。但她有一颗额吉般的
心，没黑没白地照顾孤儿，喂奶、换尿布、洗衣
服……学会给孤儿看病。她照顾孤儿不是几
个月，几年，而是一生；她收养的孤儿不是一
个，两个，而是28个。用“伟大的母亲”称呼
老人，一点儿不为过。

像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在这些普
普通通的牧民眼里，他们不是孤儿，是有父

母、被父母疼爱的孩子。
春来秋走，花开花落。当年的三千名孤

儿长大成人，没有一个夭折的。他们成了牧
民、工人、医生、教师、警察……草原人做到了
当年的承诺：“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我还注意到一点，这些孤儿成年后，都生
活在内蒙古。有人，也曾有机会离开内蒙古，
但最终他们选择留在了大草原。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最小的孩子也
60多岁了，草原人仍像当年一样惦记着他们，
关心着他们。在我生活的城市里，曾生活着
一位老人，她模糊记得自己有个妹妹，有生之
年想见见妹妹。听到这个消息，多部门联动，
终于让这对失散多年的姐妹相认。

当我了解到这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有种
强烈的创作欲望，但我一遍遍地告诫自己，要
做的就是体验、感悟、沉淀……

几年过去了，我等来了创作时机。这个

时候，已有多部文学作品描写这段佳话，尤其
是电视剧《国家的孩子》热播后，又有了电影
《海的尽头是草原》。与此同时，也有儿童文
学作品描写了这一主题，据我所知的就有3
部，其中包括我主编的“草原男孩”系列里的
一部。我没有放弃，决定创作一部内容上更
有新意、思想更深邃、艺术上更有特色的儿童
文学作品。

很快，我创作了《额吉的河》。
江西教育出版社社长熊炽、编辑室主任

刘军娣一眼就相中了书稿，审读很仔细，提出
很多修改意见。我根据修改意见，完成第一
次大修改，把书稿反馈给编辑。编辑室的3位
编辑一一审读，然后总编审读，最后社长审读。

近两个月过去了，迟迟没有等来编辑意
见，无非有两种情况：书稿很好；书稿有待提
高。凭多年的经验，我知道情况属于后者。

果然，综合三审意见，编辑围绕着内容、
结构、主题这3个方面，在肯定优点的同时，提
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我把意见打印出
来，仔细揣摩。这期间，我又认真地看了一遍
书稿，决定重写。

我和刘军娣通了数次电话，讨论第二版
书稿采用何种叙述方式，如何设置线索，如何
刻画主人公融入草原的过程……渐渐地，我
脑海里有了雏形。

与上次不同，我编写完创作大纲，给3位
编辑审读。在这里不得不提，这是一个年轻
的编辑团队，有干劲，有热情，对儿童文学作
品有独到的见解。一番探讨后，创作大纲得
到了丰富，我投入创作中。

我不急于完成对一个故事的讲述，沉下心
将自己对脚下故土的热爱转换为艺术构思——
让河流成为陪伴，见证主人公成长的另一位母
亲，这位母亲从南到北，不分民族、地域，一路相
随。一场超越血缘、地域与民族的母爱接力，因
意蕴丰富的河的嵌入而更为动人。

我始终认为，好稿子是打磨出来的，经过
数次打磨，这部书稿最终由上、中、下三部组
成，以玉萍为观察视角，讲述姐弟3人被宝力
皋、银花夫妇收养，成为地地道道的草原孩
子，回报草原的故事。

在创作这部作品过程中，书中的人物和
情节能不能感动我、让我流泪，是我判断书稿
是否出彩的重要标准之一。两次创作，以及
后来的修改，都是在感动、流泪中完成的。

另外一点，为了打造这部作品，让内容与
插画以更完美的形式相融，特邀请了著名插
画师颜青老师担任插画。颜青老师为了画好
插画，特意去了书稿内容的发生地——科尔
沁草原体验生活。

这样，一部内容有新意，结构有特色，思
想有高度的儿童文学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

江西教育出版社对这部作品非常重视，
听取了多位专家的意见，为了等待意见，付梓
时间一推再推，终于近日出版。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草原人以博爱、
乐观、热情迎接了三千多名孤儿，用汗水、
善良、生命培育了一朵民族友谊之花。如
今，这些“国家的孩子”与草原各族人民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相亲相
爱。创作《额吉的河》，是我用手中的笔为
再现那段感人至深的过往所做的一点努
力，唯愿这朵民族友谊之花绽放得更芬
芳、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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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创作，是横跨文学和
音乐两种艺术形式的交叉领
域，要求创作者既要具备文学
知识，又要对音乐创作的基本
规律有所了解。细品清心的
歌词，的确是把文学和音乐高
度融合，让情感与诗意自然而
然地呈现出来，给人一种艺术
的享受。

清心的歌词，情感的真实
性把握得很好。有的歌词简
洁明了，直接表达情感，让人
一听就能够明白歌曲所要传
递的情绪。比如《抱歉了老爸
老妈》这首歌：“回家的时候总
能看见/老爸老妈路口的焦
急/离家的时候总能感到/老
爸老妈心底的泪花”，瞬间把
人带入一种情境，感受到家的
温暖和亲情的可贵。还有《宝
贝，你还好吗》中的“不论多累
多苦/都要学会刚强豁达/不
论万水千山/不要忘记温暖的
家”。既有父母对儿女的期
望，更有对儿女的牵挂与不
舍。而有些歌词则表达得比
较委婉，需要通过仔细品味和
理解，才能真正领会其中的情
感，如：“多想唤回那远飞的
雁/日夜相守相依相伴/多想
唤回那远方的雁/相扶相携直
到永远”（《祝福远方的雁》）。
作者借物喻人，把浓浓的思念
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无论
是直接还是委婉的表达，都能
够引起共鸣，让听众感受到情
感的共振。

流行歌曲的歌词作为一
种大众文化，要求语言简洁、
口语化。清心的歌词不仅符
合这一要求，而且具有新意，
不说别人常说的，而是说自己独有的句子。他在《一
起出发向远方》中这样写道：“给我一个出发的理由/
我愿放下那手中的繁忙/给我一张爱情的路书/我会
把握好前行的方向”，完美诠释了轻松愉悦的心情和
阳光向上的精神状态。再比如：“听雨的时候总会想
起/你熟悉的身影/此时的你是否一样/也在那绵绵雨
中”（《让往事随风飘零》）。简单的语言，直接把听众
带入一种熟悉的场景，也把歌曲的情感逐渐推向高
潮。运用大众化的语言自然地表达，是清心歌词的风
格，这一风格对流行歌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越自
然、越朴素的语言，往往越能打动人。

歌词的韵律美是歌曲能否便于传唱的很重要的
一个因素。凤凰传奇的歌曲之所以能广泛传唱，一方
面是曲子的旋律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歌词的韵律
美，朗朗上口。这种韵律美，在清心的歌词中随处可
见，最典型的就是运用叠音增强歌曲的情感，增加回
环往复的音乐美。《再遇故乡》中的“阵阵春风/绵绵细
雨/片片芬芳/深深情谊”；《雁别草原》中的“串串忧
伤/鸿雁行行”；《春意》一首歌中还有这样的描述：“让
风轻轻地吹/让水潺潺地流/远山层层又叠叠/薄雾片
片山间游”。

清心歌词中还经常使用语气助词和叹词，如“啊，
故乡，美丽的草原/让记忆深深印在心中/啊，草原，美
丽的故乡/把思念轻轻撒在风中”（《梦中的草原》）；
《雁归草原》中的“我就是那远飞的雁/风雨漂泊了多
少年/多想飞回那片蓝蓝的天/向白云倾诉心底的思
念”；《感谢你美丽的深情》中“在那飘雨的日子我们别
离又重逢/点燃了岁月的沉寂我向你吐露心声/那时
的你无忧无虑青春又懵懂/是我让你宁静的心坠入爱
的雨中”。这些语气助词和叹词的运用，把内在情感
变成外在表现，在歌词中起到承上启下、增强情感表
达效果的作用。

清心歌词还有一点就是表达的诗意化。
诗意化的表达会让歌词更具美感，让听众感受到

语言艺术的魅力。而诗意化的表达离不开修辞的运
用，清心歌词中多处运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如：“有
一种离别叫做伤感/有一种伤感叫做思念/有一种思
念叫做挂牵/有一种挂牵叫做陪伴”（《有一种挂牵叫
做陪伴》），运用排比句层层深入展现出情感的忧伤与
美好；《深情扎赉特》中的“春天的杏花满山在飘香/夏
日的山川绿色的海洋/秋天的河谷七彩的画卷/冬雪
里你是圣洁的天堂”，描绘了一幅扎赉特山水的诗意
画卷；还有《花不语，风却懂》中“花不语，风却懂/人来
人往皆匆匆/山不语，水却懂/物是人非总是空”等等，
不胜枚举。

此外，清心歌词中还运用了大量比喻、拟人、夸
张、对偶等修辞手法，如《岁月如歌》中“片片云朵在蓝
天飘过/那是雨露腾飞的时刻/丝丝暖流在心中流过/
那是真情撒下的清波”；《心中思念的河》中的“你是我
心中思念的河/像流动的哈达蓝天上飘落”。这样的
修辞，彰显了语言的形象、生动，把歌词的思想表达得
更加丰富、鲜活。

对清心歌词创作提出如下建议：能否增强歌词的
故事性。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歌曲不仅通过旋律和歌
词来表达情感，还围绕一个特定的故事或主题展开，
这使得歌曲的情感更为丰富和引人入胜。比如《同桌
的你》，会让人真正感受到什么才是初恋的滋味。还
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画你》《西
海情歌》等等，能让听众潸然泪下。通过讲述故事和
对细节的刻画，更容易引起听众的
共鸣。其次，可以尝试把古诗词与
歌词结合起来，不仅可提升流行歌
曲的层次，还可以借助流行音乐所
具有的强大吸引力来传播古诗词。

共同体视域下，民族舞蹈创作需要探索
一条新路径：以创新发展为前提，以融合创
新题材为导向，探索新时代、多民族、多地域
文化语境中“多元一体”的审美格局。以蒙
古族男女群舞《跟着信号走》创作为例，该舞
蹈积极探索民族舞蹈创作、表演的新题材、
新语境，以及新的审美表现形式，荣获了
2024年第十一届华北五省（区）市舞蹈大赛
内蒙古地区专业青年组创作一等奖、表演二
等奖。该舞蹈编导为阿拉腾巴格那，演出单
位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

融合创新的现实题材

关注当下现实题材，寻求多样性的创新
形式，是新时代民族舞蹈创作追求的目标。
在大量的、长期的实践与理论积累中，民族
舞蹈创作不仅在选材上积极寻求现实题材、
现实主题，更是在表现手法上探索舞蹈形式
的创新性、独特性、艺术性的表现空间，从而
赋予作品主题的时代性。如何立足时代、反
映人民的精神风貌，是创作者基于创新需要
多角度、多维度思考的问题。

舞蹈《跟着信号走》将作品题材视角聚
焦“信息时代”这一新的历史背景下，关注民
族地区人民生活的新变化，对新时代牧民生
活场景进行了全新的艺术诠释，让观众在诙
谐幽默、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人与人之间
最真挚的情感，在大气恢弘的时代号角中感

受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该舞蹈充分展现
信息时代，用手机记录生活、也用手机向世
界骄傲地宣传美丽的家乡这一主题思想，形
式上巧妙地运用道具手机，配合民族舞与当
代舞的身体语言、民歌与说唱乐的碰撞，赋
予了融合创新题材独特的形式感。

多民族多地域文化语境

舞蹈，是反映人民现实生活的舞台艺
术。民族舞蹈的创作具有天然的多民族、多
地域的文化语境，是巩固民族大团结的文化
舞台。身体语言，作为舞蹈作品传达深层情
感和思想的重要手段，身体的动态、姿态在
特定的语境中交流互动，反映了现实生活中
民俗是流动的、发展的、交融的。

舞蹈《跟着信号走》中，人物角色展现的
既是现实生活中牧民生活的舞蹈化、符号
化，更是多民族共同生产的文化。作品中呈
现的现实身体动作，以及民俗化的身体动
作，都在“舞台艺术作品”这一特定的语境中
才“具有意义”，从而实现了艺术性的交流目
的。作品中大胆运用手机作为道
具产生的一系列身体语言，在特
定语境中形成了一种文化符号，
给观众传达着看手机、打电话、听
语音等具体意义。同时因这一符
号源于当下现实生活，又让不同
民族地域的观众得以接受。

舞蹈《跟着信号走》中，跨越民族舞蹈边
境的还有汉语说唱和民族舞蹈的融合，“头
顶着太阳，脚踏着土地，耕耘着田地，守护着
绿色，看看天看看地看看周围……祖国的江
山如此美丽，何不让我们欢天喜地”，说唱中
配合了男女演员耕地、擦汗、瞭望、看手机等
动作，探索了民族舞蹈创作语境的现实性、
多元性、包容性，是多民族、多地域相互交
流、交融的艺术性实践。

“多元一体”审美格局

回顾民族舞蹈创作的路程，积极实践着
题材的多样性、形式的多元性，而一系列成
果的舞蹈作品也促使民族舞蹈创作的新格
局。探寻“多元一体”的审美对象是基于创
新层面提出的多角度、多维度的发展问题。
建构立足于当下的深层艺术品，通过作品的
艺术性交流与观众形成共鸣，从而创造出新
的审美意象。

舞蹈《跟着信号走》运用蒙古族舞蹈的
柔臂、软手等典型的动作语汇，对牧民眷恋

家乡之情、对自然的敬畏之情进
行了全新的美学诠释。“信号”指
向了信息时代，运用手机与信号
呼应使人物形象更具现实生活中
的鲜活形象，通过民族音乐与现
代音乐融合，采用更具现代时尚
的服饰，探索出“多元一体”的审

美新格局。
民族舞蹈创作积极探索当下人与人、人

与社会之间的真实情感。舞蹈中众多新的
尝试，是编导瞄准“当下”，使选材更具日常
性、当下性，是对当下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作品中用手机恋爱的青年、用手机向世界宣
传美丽家乡的新牧民，流露出信息时代真实
的生活场景，这正是多民族、多地域人民相
互交流融合的体现，是一种开放的、现代的
民族元素与现实题材相融合的审美格局。

舞蹈《跟着信号走》一方面扎根人民日
常生活细节，展现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另一
方面又深植新时代精神，用说唱、吟唱、合
唱、交响乐等不同形式的赞歌层层递进，将
主题升华到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时代精
神。这种时代精神，通过舞蹈作品的艺术性
展现，令人感叹新时代翻天覆地的家乡变
化，唤起人们深厚的家国情怀，彰显了民族
自信、文化自信，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升华。

舞蹈作品作为艺术性交流的手段，其创
新过程是流动的、发展的，更是交流的、交融
的。民族舞蹈创作探索着融合创新题材、多
民族多地域的文化语境、多元一体的审美格
局的新路径。创作者从题材上关注当下现
实生活的变化，多角度思考内容与形式的巧
妙表达，在融合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实现艺术
交流的跨越，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民族舞蹈创作中焕发蓬勃的生命力。

民族舞蹈民族舞蹈创作的新路径创作的新路径
———以群舞—以群舞《《跟跟着信号走着信号走》》为例为例

◎◎乌日利戈乌日利戈

以“三千孤儿入内蒙”真实事件为背景拍
摄的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