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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5周年音乐
会 10月 1日晚在央视
播出，音乐会以动人旋
律抒写恢宏史诗、深情
乐章礼赞伟大时代。音
乐会第五乐章钢琴和乐
队演奏《新的天地》组曲
里，《心上的罗加》被编
配进组曲大乐队演奏
中。单曲《新的天地》宏
大叙事风格演绎之后，
《心上的罗加》旋律如一
阵清新自然的风缓缓抒
情，主歌部分由笛子演
奏切入，木管、竖琴、钢
琴依次循序渐进加入，
看似平铺直叙，却娓娓
道来、自然流淌，然后乐
队齐奏，整体呈现了悠
扬、唯美、浪漫的气息。
在主旋律主题的音乐会
中，宏大、激昂的管弦乐
叙写后，《心上的罗加》
为音乐会揉进了一抹清
新的色彩，与组曲里的
《春暖花开》《春风十万
里》等乐曲旋律融合编配组成同一乐章，增添了整
个乐章音乐色彩的丰富性与感染力，韵味悠长。

《心上的罗加》是由一级词曲作家段庆民创作的
一首深情之作，这首歌以质朴的词句和悠扬的旋律，
表达了歌者对故乡、爱情以及心灵归宿的追寻与思
考。段庆民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将个人情感与集
体感知相结合，使这首歌不仅仅是一段个人情感的
表白，更是展开了一幅具有广泛社会共鸣的画卷。

段庆民的歌词一向以简练著称，但在这首《心
上的罗加》中，他的简洁风格得到了更深的升华。
歌词没有过多华丽的修辞，也没有复杂的意象，而
是通过极其直接的语言表达出深沉的感情。歌中
反复提到的“罗加”似乎是一个象征，既是词曲作者
歌者心中一个具象的爱人，又可以理解为家乡、信
仰或精神的寄寓。歌词中的“心上的罗加”成为一
个精神家园的隐喻，表达了歌者对心灵归宿的强烈
向往。正如段庆民讲道：“心上的罗加，不仅是一首
小情歌，也是体现大爱以及人生境遇的歌曲，像是
你曾经遇到的朋友，也许擦肩而过再不见，但是留
下了美好印象，饱含了那种情、那种念、那样遗憾的
感怀、那样遥远相望的牵念与祝福。时光短暂，过
客匆匆，却永远留下一份美好在心间。”段庆民把千
千万万个“罗加”放在心里最柔软的部分，化作优美
的旋律回馈世间。

歌词通过极简的描写，唤起听者内心深处的共
鸣。他巧妙地运用重叠词汇和口语化的表达方式，
如“你就是我心上的罗加，雨过天晴我一定会找到
你”，这些平实的句子，在音乐的流动中，逐渐累积
出情感的厚度与深度，令人动容，深受感染。

《心上的罗加》音乐部分极具民谣风格，旋律缓
慢而悠扬，给人一种宁静、柔和、舒展的听觉体验。
这首歌的编曲以木吉他、马头琴为主，辅以和缓的
弦乐和打击乐，再加上原唱阿鲁阿卓清纯、甘甜的
嗓音，呈现出一幅如水般流动的音景。音乐没有大
跨度的起伏，而是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溪流，将听者
的心情引导至深思的境地。

这种音乐风格与歌词的质朴相得益彰，仿佛是
歌者内心真实的写照。这种亲近自然、返璞归真的
音乐风格，恰如其分地传达了歌曲的主题——对内
心宁静平和精神家园的追寻，对祥和美好生活的向
往。段庆民以他的音乐才华，将这些情感化为旋
律，赋予了听众更多的想象空间，赋予了人们在音
乐世界里徜徉的无限自由。他的音乐创作用毫无
修饰的创作技法直抵心灵，跨越千山万水与听众产
生共鸣，美学意义深远。

《心上的罗加》虽以柔和的方式展现，但其中蕴
含的情感力量不容忽视。《心上的罗加》采用C大
调，整首歌曲音乐跨度没有超过两个八度，鲜见装
饰音，没有变化音，旋律在民族调式里行进，再加上
歌者的嗓音温暖而清澈，为歌曲赋予了一种天然而
真挚的力量。歌者通过平稳的声线，将内心的期
待、迷茫和希望缓缓倾诉出来，情感随着旋律的推
进逐渐升温。每一次“罗加”的呼唤，都是一种情感
的发酵，使听者不由自主地被歌者的情感吸引。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歌中的情感表达并不局限
于个人的爱情或得失，更是一种对生活、对生命意
义的探讨。歌者仿佛在通过对“罗加”的呼唤，寻求
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歌曲以细腻的情感处理，将
这种渴望归属、寻求安定的普遍情感通过音乐的形
式表达得淋漓尽致、潜移默化。《心上的罗加》是段
庆民对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的一次深层探索。它
通过简洁的歌词、悠扬的旋律以及细腻的情感表
达，成功地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
意义的社会情感。

段庆民是一位有着执着
追求的词曲创作者，代表作
有歌曲《陪你一起看草原》
《心上的罗加》《高原情歌》
《草原与大海》等。2013年6
月获内蒙古自治区歌曲创作

“突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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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吉
林省委宣传部和山东省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的电视剧《父辈的荣耀》，荣获了全国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这是以改革开放
初期三代林业工人命运为题材，通过亲情、
友情、爱情、乡情构建的戏剧冲突，创作出的
一部“结结实实的断代史”。其主题，是颂扬
中国工人阶级“与国脉相通”的伟大情怀。

宋留喜是新中国建设的开拓者、全国劳
动模范、名副其实的“林一代”；郭涛扮演的
顾长山，是德才兼
备 的“ 林 二 代 ”、

“923优秀工队”的
队长；顾长山的养
子，即由李乐扮演
的顾兆成，则是脚
踏实地、意志坚韧
的“林三代”。

一部电视剧，
能令人难忘的桥段
并不多，只有当故
事情节触动人们心
灵、扩大人们认知
范围、引起人们深
切共鸣时，才会体
现“情怀”的力量。

宋留喜老人，
做事麻利、为人敞
亮、胸怀天下、勇于
担当，是被后代视为“山神爷”的一位智者。
他用毕生的执着获得了非凡的成就与荣誉，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工人阶级“当家做
主人”的底气、骨气、志气和勇气。他义务植
树几十年，最终在植好第 36212 棵树的时
候，双手牢牢拄着一直陪伴自己的铁锹，安
然、安详、安静地眺望着茫茫森林，心无挂碍
地辞别了人世。

这是一个象征性结局，包纳着无限丰富
的情感和无比深刻的思想。宋留喜老人一
直很明白：“人呐，欠了债，是要还的。不然
山神爷会不高兴。他会想，你把我的儿孙都
砍了，我也不能让你的儿孙好活呀！”虽然这
貌似玩笑话，却意味深长地揭示出人与大自
然之间的哲理。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崇尚“吃水不
忘挖井人”的美德。所以，单身老人宋师傅
一直受到三道沟林区所有人的尊敬。不仅
国家发放的养老金让他衣食无忧，还受到了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顾家成员悉心的照顾
和爱戴。因而当“林三代”陈兴杰决定到广
州和深圳打拼时，他意味深长地说：“孩子，
什么是家呀，家，就是让你扎根的地方。”由
此，观众会立刻联想到，是因为家乡和国家
富强，我们才爱她；还是我们爱国爱家乡，国

家和家乡才能富强？这是
选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层面的第一个词和个
人层面的第一个词，二者的
辩证关系，是对每个人的心
灵拷问，与自己的祖国同呼

吸共命运才是工人阶级的伟大情怀。
剧中，顾长山是观众最看重的一个人

物：做人有筋骨，做事敢担当，具有“带头人”
的气魄和风范。他的 3个队友无论因公殉
职、犯法入狱，还是怕自己违反计划生育政
策受罚，致使3个未成年子女：陈兴杰、刘自
强、梁凤勤，失去了安身之所。家境并不很
富裕的顾长山竟以常人难以理解的心胸，收
养了这些孩子。可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
进，砍伐森林的强度在“楼房、矿山、工厂”建
设的需求下，一直在加大。原生林、次生林、
再造林，砍掉了一茬又一茬，严重的生态问
题出现了。

靠山林生存的顾长山已年过半百，面对
国家“减少砍伐”“停止砍伐”“产业转型”等
政策，怎么办？

昔日，凭着产业工人“劳动时，穿一样的
衣服，想一样的事儿，干一样的活儿”“上班

一个人，下班一家人”的互助互爱传统，顾长
山竭尽全力地呵护质朴的友情、深厚的乡
情、绵长的亲情和孩子们的爱情，让每一个
需要照顾的人都得到了帮助。但时代大潮，
却将其忽而置于浪峰，忽而甩到谷底，使名
震山林的一代劳模几十年稳健的脚步，变得
有些踟蹰、犹疑；自信、爽直、顽强、豪迈的性
格，也变得沉默和隐忍起来。

顾长山的故事，似乎就是为阐释“情怀”
而书写的：他永远感恩党和国家给予自己的
荣耀和幸福生活，也充分理解时代变化带来
的各种影响。老领导兼亲家的林副厅长酒
后直率地问他：“这么多年，拉扯了这么多孩
子，你图个啥呀？”顾长山立刻回答：“图个良
心上过得去呗。”虽无高调，却有高格。

从第18集开始，编导把高光聚焦到“林
三代”身上之后，顾长山似乎就没有闪光点
了。随着高材生陈兴杰回乡创业，碳汇、碳
中和等关乎中国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地位的
大举措，就要在古老的山林落地。但是，我
们却不难看出，虽然作为“旧林场最后一位
队长，新林业第一位拥护者”的老顾有过内
心挣扎和无奈与隐忍，但“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是融化在他血液里的政治自觉，因

而，他才能一以贯之地全力支持和充分理解
陈兴杰这位最优秀的养子。如果说，“笑中
带泪，是人生的本像”，那么顾长山的家国情
怀，才是该剧最深刻的主题思想。

剧中的“林三代”是一个群体，犹如一条
河，河面上辉映着阳光的是与时俱进的陈兴
杰，然而留在观众心里的却是静水流深般的
林业工人顾兆成。

纵观这个“林三代”，可谓命运多舛：参
军，因父亲的无私而落空了；考大学，又因身
为长子要帮父母分担生活压力，学习时间没
保证，而不能参考；挣大钱，就更不成了，因
他为人诚恳，敏于行而讷于言，是认准一个
路子就要走到底的“犟种”，即使被泼辣、矫
情且“找不准人生位置”的妻子瞧不起，他也
决不改变。这是与宋爷爷接触最多、被父亲
责备最少、被产业工人雕刻出精神脊梁的
人，是父辈荣耀的继承者和后来人。

剧情中，兆成总是在干活儿，不是在林
场干活儿，就是在家里干活儿，厚道的神情
似乎总是凝固的。就是这样一个憨实得近
于苶的小伙子，却每天钻进大森林，与树对
话，与鹿为伍，认真巡护每一棵树，认真书写
每一天的“森林日志”，用几十本价值极高的

“森林日志”，为祖国北疆大森林自然生态的
长久保护，成就了不同寻常的功绩。

《父辈的荣耀》是一部难得的年代剧。
悬念叠生、丝丝入扣、动人心弦，既有性格对
命运的挑战，也有追求与宿命的博弈。在博
弈中，观众看到了情义，悟出了美德，懂得了
礼敬，参透了尊严，重新感悟了什么是“中国
工人阶级”。

然而，父辈，究竟是哪一辈？剧中没有
确指。因为，这不是从个别的、特定的、孤立
的叙事主体出发的，而是让享受改革开放红
利的年轻人，都不能忘记那些用肩膀扛起今
天好日子的父辈、甚至父辈的父辈，以此砥
砺人们不要辜负父辈尚礼、守义、崇德的伟
大情怀。

世界妇女脱贫的“中国样板”

牛海坤的报告文学《让世界看见》生动
描绘了内蒙古文化特色产业发展和脱贫攻
坚的宏伟画卷，全面真实地记述了“全国脱
贫攻坚楷模”“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获得
者白晶莹，带领科右中旗农牧民妇女靠着
刺绣脱贫并走向乡村振兴道路的先进事
迹。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民族文化传承对
于脱贫致富的重要意义，而且阐释了妇女
脱贫之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

作者牛海坤说：“随着采访不断深入，
我看到绣娘们的绣品走出科尔沁大地，亮
相米兰时装周，这些绣品越走越远，农牧
民的收入越来越高。”“2 万多位农牧民妇
女靠着刺绣摆脱贫困，走向新生，这是全
世界妇女脱贫的中国样板，她们的故事应
该让世界看见。”

报告文学《让世界看见》以蒙古族刺
绣产业发展过程为题材，描绘了一幅立足
蒙古族文化特色产业发展和脱贫攻坚的
生动图景。在主人公白晶莹的带动下，科
右中旗 2.1 万名妇女自强不息，艰苦奋斗，
以“绣花精神”创业脱贫，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牛海坤以女性的文笔，抒写了女
性自强独立、甘于奉献、不畏困难、守正创
新的精神风采。

作者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展现了
创业女性群体自强不息、乐于奉献、勇敢

面对困难、坚持创新的精神风貌。主人公
白晶莹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无私奉献，对
民族文化的专注与热爱，对家乡人民的深
情厚谊，以及对妇女创业的引领和坚定实
践，彰显了她高尚的品格。她如同挺拔的
松柏，屹立于天地之间，又如一股清泉涓
涓流淌。作品既宏观地展现了妇女创业
群体的壮丽图景，又细致地刻画了主人公
白晶莹无私奉献的精神。

波澜壮阔的女性创业画卷

报告文学《让世界看见》将书写人民
的期盼与奋斗精神作为全书的主旋律，把
个人情怀置于扶贫创业工作的大背景下，
连接起党心民心，描绘了一幅民族团结、
守望相助的生动画卷。统观全书，有民族
文化的历史关照，有个人叙事的深入书
写，有登高一呼的壮阔豪迈，有为民情怀
的朴实追求。文章细腻生动而不做作，视
野开阔而不空泛，恰似一件精美的绣品，
用针细心，走针妥帖，令人回味无穷。

报告文学《让世界看见》以塑造灵魂
为核心，开篇设置了通电话的情
节，引出主人公给总书记汇报刺绣
产业时，总书记给予特别关注的场
景，为全书奠定了总基调。将传统
的刺绣产业置于脱贫创业攻坚的
大背景下，建立了宏观的视野和微
观的基点。这样的笔法，能够提振

全篇，也可打开人物的品格境界，留足悬
念，充满张力，让读者直接触摸到人物的
精神世界。中国报告文学委员会会长何
建明指出，“这部作品展示出一个很宽阔
的视野。”

作品在书写科右中旗妇女创业过程
的同时，将妇女地位提升的历程与产业形
成发展脉络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叙述，使主
旨立意更为开阔高远，向世界展示了中国
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波澜壮
阔的自强创业画卷。作品思想之精深，气
魄之宏伟，用意之精微，构思之巧妙，显示
了作者不凡的功力。

反映时代精神 传递人民心声

报告文学《让世界看见》的叙事真实
是最大的亮点。作者一丝不苟地呈现材
料，精心细致地输出情节。在娓娓叙述
中，不时插入描写和议论，使材料更具生
命力和真实感。作者写道：梅荣立志种
养兴家，后学刺绣；白占雄男人绣花备受
好评；曹峰放下男人的面子，入行刺绣；

大学生零起点学刺绣；赵霞改
掉陋习入行刺绣；褚玉何、吴
满喜、银梅、邓秀英……作者不
嫌繁累，每个人、每件事都仔仔
细细叙述，语言生动活泼，不落
窠臼。

客观真实和视野开阔是这

部作品的重要特点。作品把小小的刺绣
产业发展，置于回顾和抒写中国妇女解放
史的宏大的背景框架之下，为女性传递活
力、自强、奋斗、坚韧、勇敢的精神呼唤，为
女性创业提供了真实的范例。

作者的思想情怀渗透到作品中，才能
有作品的个性、特色和灵魂。报告文学
《让世界看见》的作者牛海坤，巧构篇目，
密织材料，借景抒情，使用个性化语言和
白描叙事塑造人物，并植入自己的情感、
态度、价值观，让人不知不觉中，体察到她
的内心世界。“蝴蝶”这个意象，在文章中
多次出现，既刻画了白晶莹的情感世界，
又含蓄表达了牛海坤自己的情感世界。

报告文学《让世界看见》蕴含深远意
义，发出时代呼唤，展现了中国女性以积
极向上的创业姿态，在社会各个领域中扮
演关键角色。作为女性作家的牛海坤，对
这一成就感到自豪，并将个人的理想与人
格力量巧妙地融入作品之中。

在人物塑造中，作者大量使用个性化
语言，耐人寻味，充满张力。民歌的多次
使用，将读者带入科尔沁草原瑰丽神奇的
文化魅力之中，加深了读者对科尔沁草原
文化的理解和感受。

优秀的作品总是与人民的生活紧密
相连，与民族的命运同呼吸。《让世界看
见》这部作品获得“骏马奖”，就是因其深
刻反映了时代精神，映射出新时代新征程
中人民的创造力和人民的心声。

““她们的故事应该让世界看见她们的故事应该让世界看见””
————““骏马奖骏马奖””获奖报获奖报告文学告文学《《让世界看见让世界看见》》读后读后

◎◎漠耕漠耕

与祖国命运同频共振的工人情怀与祖国命运同频共振的工人情怀
———评—评““五个一工程五个一工程””奖奖获奖电视剧获奖电视剧《《父辈的荣耀父辈的荣耀》》

◎李树榕

2024年11月16日，“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颁奖典礼在广西南宁举行。在这一文学的荣耀时刻，内蒙古作家协会选送的4位杰出的少数民族作家，以其卓
越的文学成就，荣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其中，阿尤尔扎纳的《蓝天戈壁》（蒙古文）和娜仁高娃的《驮着魂灵的马》荣获中短篇小说奖；牛海坤的《让世
界看见》荣获报告文学奖；翻译家朵日娜荣获翻译奖。

“骏马奖”是我国民族文学界的至高荣誉，荣获此奖项不仅是对4位作家卓越才华的认可，同样也是对内蒙古文学发展成就的肯定。这一成就的取得，激发了内蒙古人
民对北疆文化的自豪感和建设意识，体现了内蒙古文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团结繁荣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体现了北疆文化品牌塑造和北疆人文精神发
展生动实践的丰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