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7月 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
室内乐比赛成果展示暨颁奖音乐会”在内蒙
古艺术剧院音乐厅成功举办。

“内蒙古室内乐比赛”自 1991 年开始举
办，每3年一次。此次室内乐比赛由内蒙古文
联主办，内蒙古音乐家协会、内蒙古广播电视
台共同承办。此次室内乐比赛人数之多、音
乐样式之丰富是空前的；借鉴外来、继承传
统、开辟未来的探索与实践，是空前的；紧跟
时代、为民发声、大胆创新的作品“质”与

“量”，也是空前的。
室内乐，其术语溯源是舶来品，最早是

“指形成于欧洲中世纪，旨在区别于音乐厅音
乐（交响乐）和教堂音乐，而仅使用少量乐器
在（贵族）家庭演奏的音乐”。经过 600多年
的发展，广义范畴的“室内乐”，已经突破了原
有内涵和规制，不仅从乐器、曲式、技法、风
格、表演方式等各方面不断演进、融合，而且
在不同国家的文化语境下，其逻辑外延和兼
容度也不断扩展，尤其是演奏、演唱者的专业
性和人数的灵活性，已突破了“在家庭演奏”
的惯性，走向了舞台。据欧洲音乐史记载，随
着18世纪初第一个室内乐专业团体在维也纳
出现，19世纪中叶，一些著名的室内乐团也开
始在世界各地巡演。

明确了这一常识，作为观众，我们才可能对
内蒙古音乐人呕心沥血、筚路蓝缕、精心组织、
积极参与的这一赛事，说出内心的“感言”。

音色，是每一种乐器独立存在之本。失
去声音特色的乐器，是没有存在意义的。

在内蒙古，除了马头琴，蒙古族四胡是一
种流传很广的弓弦乐器，它是国务院批准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族
乐器，具有高音四胡、中音四胡和低音四胡的
种类划分。其中低音四胡以其难以替代的质
朴、厚重的“磁性”音色，令人喜爱。

当“独奏类·民乐弦乐组”的冠军出场时，
观众惊愕了——苏雅，是一位个头不高的蒙
古族女选手，在她坐定之后，竟操起了一个特
别高大的低音四胡。随着低沉的琴声近乎沙

哑，缓慢的旋律诉说着愁绪，沉重的运弓流淌
着演奏者发自内心的苦痛时，听众立刻像是
被一种苦闷的命题压抑着。她演奏的是四胡
独奏《莽古斯》。听众随着低音四胡特有的音
色和沉重的节奏，慢慢进入到想象中的“巨魔
涂炭草原”的故事情节中。

殊料，就在听众的情绪近乎恐惧并试图
揣摩乐曲的情感走向时，演奏者却换上了另
外一把四胡。这时，逐渐强化的节奏和慢慢
高亢起来的旋律，让人感受到“抗争者的出
现”。一组一组并不和谐的和声，犹如一个人
内心的激烈斗争；一个一个跳弓的运用，显然
不是为了“炫技”在炫技，而是在挑战技术高
难度的同时，呈现出是否要与“妖怪”决一死
战的一位勇士心灵中的尖锐冲突。继而，旋
律犹如对勇士精神世界的揭示：从觉醒到犹
豫，从犹豫到觉悟，从觉悟最终上升到决意

“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坚定，这一切观众
都听出来了！下一乐章，就是呈现斗争之艰
难，勇士决心之笃定的。当四胡与钢琴伴奏
在并不和谐的交错中，凸显着战斗还在艰难
继续时，琴声戛然而止，此时无声胜有声，推
动着听众体味作品的整体的内在逻辑——巨
魔被消灭了吗？勇士牺牲了吗？最终，歌唱
性的旋律响起，胜利的欢悦渗透着几分悲剧
的哀婉，激发起观众“听觉与内在视像”的纠
结，令人回味无穷。

用一个人的生命体验唤起无数人的情感
共鸣，是优秀艺术作品的基本特性。是啊，在
群雄逐鹿的民乐弦乐组，苏雅一曲《莽古斯》
获得了冠军，实至名归。因为在观众期待中，
她将“蒙古四胡”的音色、旋律等多种元素，几
乎发挥到了极致的程度，在用琴声讲述并赞
颂英雄故事的“起承转合”中，展示出对优秀
文化传统如何再挖掘、再发现、再继承的思考
与实践。

中国古代乐论认为，“竹不如丝，丝不如
肉”，当吹打乐器组、多种乐器混合组、民乐弹
拨组、民乐弦乐组、民乐重奏合奏组、钢琴组、
手风琴组、马头琴组、西洋管乐重奏组、西洋
弦乐重奏组等器乐为主的大赛令人目不暇接
时，声乐比赛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在人们的审美习惯中，室内乐，以“细致
素雅，手法精炼”等主要特点而“亲民”。专业
性难度越大，听众的接受度却未必越强。就
在“西学东渐”已一个多世纪之时，中国观众
在深谙室内乐的风格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的同时，还是喜欢在人数较少的声乐和弦乐
中，感受宁静的氛围、营造浪漫的情怀、释放
自己的情感。至于被专业人士首肯的技巧难
度如何与广大听众喜爱的程度相统一，则是
这次大赛面对的一个重大难题。尽管在管弦
乐发展影响下，大赛也出现了其他音乐的表
现形式，以及风格鲜明的作品，但对于广大音
乐爱好者而言，“室内乐”还是应该雅俗共赏，
是以“好听”“唤起共鸣”“引发想象与联想”为
衡量作品标准的。这就涉及到一个审美心理
学问题：“通感联想”。

在“声乐·重唱组”荣获冠军的是演唱《欢
歌牧场》的A-minor人声乐团。这是一个不
用歌词取胜，且一直引发观众“通觉联想”的
赛项。

三女四男的七人组合，将草原牧场的鸟
语花香、欢歌笑语和牧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呈
现了出来。无伴奏的人声在“啦啦啦”“吧吧
吧”等节奏感极强的拍节衬托中，主旋律含蓄
地回荡起来，开启了草原牧人平静、忙碌而又
踏实、喜悦的一天。

在各种口技吹出的鸟语中，让观众似乎
嗅到了草原的清晨，鲜花盛开所洋溢的芬芳；
几声犬吠，又让观众好像看到了牧民开始了
一天劳动的繁忙；男声呼麦在不同高度颤抖
的双音中，似乎要酿造出对美好生活按捺不
住的浪漫畅想……全体歌者以手击节的创
新，男生独自以一声长叹作为结束的尾声，都
出人意料之外，又在这首曲目特定的风格乐
律之中。轻松到随意，自由到忘我，纵歌于马
背，放飞于草原，使他们演绎的“牧场”“欢歌”
令人难忘。

古人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
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由
此，观众会感慨，没有广阔无际的大草原，没有
纵马驰骋的豪迈，没有竭力呼唤生态保护的真
情，没有由衷赞美“劳动，让劳动者自豪”的思
想境界，没有对人生“音响哲学”的探索，是没
有这样的天籁之音的。虽然《欢歌牧场》并非
十全十美，但还是让观众感受到了超乎以往审
美惯性的声乐形态。

可见，风格的独特
艳丽，演唱方法的出众，
作为“声乐组·重唱”单
元的冠军，A-minor人
声乐团是当之无愧的。
因为《欢歌牧场》不但具

有“巴赫室内乐风格”的深刻和动人，又因“丰
富的和声”，使听众不断产生着复盘自己“拥抱
草原”的经历，同时还能让观众感受各种音色
交织、类似生命律动的繁复性。

当然，在这次比赛的舞台上，器乐和声乐
两大类、包括17个组别的选手，无论选择的是
德沃夏克的《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海顿的
《C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李斯特的《浮士德圆
舞曲，S407》，还是我国著名音乐家美丽其格
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吴厚元的《红梅
主题随想曲》、张朝改编刘炽的《我的祖国》钢
琴曲等等，都是既有面向世界的学习与借鉴，
也有面向自身的学习与继承。而每一位参赛
人员均以恳切的态度努力创新，在竭力发挥
对作品的理解和二度创作能力的同时，使一
些高难度技艺不断被突破，也是难能可贵的。

通过这次“室内乐比赛”，观众不仅感受
到了内蒙古室内乐独特的吸引人、感染人、震
撼人的情感力量和陶冶人性的功能，而且还
感悟到音乐在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
极为重要的作用。不是吗，如果说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具有五个基本特性，这次规模庞大
的比赛便是自觉逐一落到了实处的：“连续
性”，是在特定乐器的基础上巧妙地选择题材
中体现出来的；而“包容性”，则是通过不同民
族、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乐曲与歌曲的同台
献艺体现了出来；最能体现“统一性”的，我认
为，是无论面对哪一种形式，技巧、情感、创
新，都需要在符合室内乐“表达对话性”与主
题“完整性”的专业评审标准内进行定夺的；
而“创新性”，则是在不同选手对作品打破常
规、顺势开拓、追根寻源、坚守己见的个性中，
在自创或再创的心理基础和技术能力的支持
下，尽情发挥的；“和平性”，则是间接通过每
一位参赛者渴望岁月永远静好，音乐的生命
才能持续发展的潜意识中体现出来的。

从长远来看，此次比赛对借助“内蒙古自
治区室内乐比赛”的平台，大力、竭力、助力培
养内蒙古高雅音乐的青年人才、推出更高质
量的内蒙古音乐人原创的室内乐作品，有着
积极意义。

借鉴继承创借鉴继承创新中唤起共鸣新中唤起共鸣
————““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室内乐比赛第七届室内乐比赛””评析评析

◎白槿遥 李树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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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孤儿入内蒙”，一段民族团结
的佳话，已铭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丰
碑上。这个越擦拭越闪亮的中国故事，
常讲常新，是开采不完的富矿，影视、戏
剧、歌舞、诗词、曲艺、报告文学等丰富多
彩的艺术形式，竞相绽放，争奇斗艳。日
前，又一反映这一主题的艺术形式——
漫瀚剧版《都贵玛》再次走上舞台。

漫瀚剧《都贵玛》由包头市艺术剧院
创作，该剧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创作主旨，通过别出心裁的切入角度
和精心设计的艺术表达，用漫瀚剧的形
式塑造了“草原母亲”都贵玛的舞台艺术
形象，再现了“三千孤儿入内蒙”这段民
族团结历史佳话，讲述了“中华民族一家
亲”的宏大主题。芬芳馥郁的内蒙古风
情，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像和煦的春
风，从舞台吹拂到观众席上，偌大的剧场
里激荡着融融暖意。

漫瀚剧《都贵玛》继承并发扬了漫
瀚剧剧种的优势，紧扣内蒙古的社会文
化环境，突出民族团结进步这一优良传
统，将“人民楷模”都贵玛老人平凡而伟
大的事迹展现于舞台之上。都贵玛的
形象光彩照人，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漫瀚剧《都贵玛》细腻地、很有层次
感地揭示了主人公性格成长、发展的过
程，呈现了都贵玛从“临时妈妈”到“真
额吉”的蜕变。

第一场重头戏，都贵玛甫一亮相，
就神采飞扬。风雪交加，月黑天寒，她
只身骑马奔驰在茫茫的草原上，去给孕
妇接生。内蒙古姑娘活泼率性、勇敢无
畏、舍己为人的形象，瞬间定格在观众
的心里。随后，剧作紧密地切入到主体
事件，那主任风风火火地找都贵玛去做
保育员。当时都贵玛是一个19岁的未
婚女青年，没有做母亲的经验，突然间
把 28个孩子交给她，不仅她自己信心
不足，观众也替她捏着一把汗。她的犹
豫、踟蹰，都在情理之中。如果让她毫

不迟疑地欣然接受，反而是失真的。但
是当她听到孩子的哭声，当她看到那一
张张稚气的、可怜无助的小脸儿，她的
爱心，她的母性，都被激发出来了。于
是，我们看到，伟大的母爱，在辛勤的哺
育中光芒四射。她把尿、喂饭、哄娃娃
入睡，她能从尿布的味道，闻出孩子是
否健康，得了什么病。“接一个，活一个，
壮一个”，这是党和政府的要求，是有着
博大胸怀的内蒙古人民的承诺。这一
切，都要在都贵玛没日没夜的、一把屎
一把尿的操劳中实现。

9号小金花生命垂危，此时剧作进
入高潮。都贵玛揪着心，这些来自大上
海的孩子，她视如己出，她冒着凛冽的
寒风，又被饿狼围堵，深夜求医问药。
为了抢救孩子的生命，都贵玛在孟医生
面前那猝然一跪，让多少观众潸然泪
下。一个丰满的形象，钢浇铁铸一般地
矗立在舞台上。“二十八个娃娃，二十八
朵花；二十八双小眼睛，一闪一闪眼巴
巴。”这首歌反复演唱，贯穿漫瀚剧《都
贵玛》始终，走出剧院时，仍然
在观众的心里回旋、激荡。

那主任是一个虚构的人
物，创作的空间比较大，性格塑
造得很成功。这个角色，让我
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因为

有缺点，才更可爱。”准确地说，那不是
什么缺点。“那主人的话只能信一半”，
这是一句友善的调侃之言，没有一点贬
低之意。事实上，在那个匮乏的年代，作
为公社主任，这个岗位的工作很难做。
一方面，妥善安置这批“国家的孩子”的
任务，要不折不扣地完成；群众的各种诉
求，都得认真对待，帮助解决。另一方
面，当时条件的确很艰苦，吃粮的问题都
很困难。那时相机还是奢侈品，借个相
机，借了一年半。那主任常常处于捉襟
见肘的窘境中，有时不得不拆了东墙补
西墙，有时不得不先开空头支票，以解燃
眉之急。牧民们在貌似责怪的话语里，
更多的是对那主任的理解，对他工作的
支持。在调侃、戏谑中，为整场演出增添
了轻喜剧的色彩，活跃了气氛，收到了很
好的艺术效果。

配角虽然戏份儿不多，但演得很精
彩，如，那几对领养孩子的夫妻，个性鲜
明，辨识度很高。一家有一家的境况，
一家有一家的难处，都急切地想得到孩

子。这样，既组织起了矛盾冲
突，形成戏剧张力，又有力地强
化了作品的主题，凸显了内蒙
古人民与内地孤儿间的鱼水情
深。那个桥段，场面最热烈，最
有戏，最有看点。人物对白生

活化，诙谐风趣，令人忍俊不禁。表演
动作幅度大，内蒙古牧民豪爽的性格、
开阔的胸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但
个人觉得，这方面表现有点喧宾夺主，
戏份儿有点多，可做适当精简，以便突
出主要人物、主要事件。

老年都贵玛这个角色设置得好，让
剧情在假定情景中延展，有张有弛，形
成节奏感。2019年，都贵玛被授予“人
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她激动地说，
获得这个奖章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回忆。这不是给
我的，是颁给所有“草原母亲”的。老
年、青年都贵玛同时出场，还有交流，可
以说，这出戏把戏剧之为戏剧的假定性
用足了。但个人感觉角色作用发挥得
还不够，力度还差些，不应只是穿针引
线、勾连剧情，给她的道白更深沉一些、
更具人生的哲理性、心理内涵更丰富一
些，应该更好。解决这个问题，不应只
在量上做文章，不用增加戏份儿，而应
在质上提纯，反复打磨推敲，臻于完
善。此外，演员的表演，还有提升的空
间，还可在二度创作中把形象塑造得更
扎实。

漫瀚剧《都贵玛》在歌舞表演与剧
情推进的衔接上，可进一步精益求精，
做到过渡自然、天衣无缝。这一点，要
充分考虑现代观众的接受心理。平时
观众观看的，大多是影视剧，只有道白，
没有歌舞表演；而晚会，又是歌舞唱主
角，分得很清。戏曲表演则合二而一，
就有个卯榫接合的问题，处理得好，会
成为艺术的高标。唱词语言可进一步
锤炼。那么多唱段，都是剧情的叙述，
而且词句的成色尚欠火候。全剧几乎
找不到一段唱词可以脱离开剧作，单独
拿出来传唱。在这方面，我们有着优秀
的传统可资借鉴。元明清的杂剧，太多
脍炙人口的唱段，那就是一首首精美的
诗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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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烟雨童梦连环画》的出
版发行对连环画这一文学形式的
兴起和衰亡，做线条式的细化与
梳理，填补了连环画这一断代文
学读物的研究空白，有着积极的
学术意义和文本价值。

《烟雨童梦连环画》对连环画
这一文学现象的认知和感验现身
说法，具有极强的现场感。马英在
书中重点介绍了内蒙古地区曾经
出版过的连环画，还较为细致地讲
述了电影、电视剧、戏曲连环画的
收藏。

连环画兴起于上世纪50年
代，衰落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
作为一种文学体例存在的时间很
短，但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连
环画这种艺术形式图文并茂、庄
严朴实，不仅吻合那个年代的需
要，并且对于那个年代的扫盲脱
盲、建立起人们的阅读体系、培养
全民阅读兴趣等具有深远影响。

连环画是时代的产物，随着新
中国各项事业的百废待兴、蓬勃发
展，应运而生。它是一种断代的文
化现象，也标志那个时代的普世价
值，文学名著、时代楷模、历史英雄、
传统故事、生产生活等诸多题材都
可以一一入画，彰显了时代特色。

马英以连环画收藏在业内知
名，其收藏的连环画令人叹为观
止。马英收藏连环画30年、藏书
35000余册，这个数字是惊人的，
足见藏家收藏历程之丰富。阅读
《烟雨童梦连环画》，走进藏家的
故事，感受藏家的那份精神，用难
能可贵来表达和描述实不为过。
藏家对收藏的值守、固守、坚守、
信守，付出的情感、精力、时间等，
令人动容。他擎着生命微弱油灯
的那份执著，令人钦佩。

走进马英的藏书世界，就像
走进一片庄严的领地，一种神圣
的意味扑面而来。书架上一层层
的连环画书籍，或躺或立在属于
自己的一份空间、一份尊严里，安
然肃穆，似乎有了战士的豪情。
从书架上抽取一本的谨慎，足以
见证敬畏。

这些连环画朴素平和的身姿，已然濡染了一个时代的
精神体恤与过往时光，波澜不惊、落落沉着间，已成为一种
符号，铭刻着难以忘却的时代印记。

读《烟雨童梦连环画》，情不自禁地对书中图文并茂的
连环画照片进行了统计，统计的数字是2859册。藏家在
这些有代表性的图书中穿行，从一个玩尿泥的孩童，一直
讲到这部书的结集出版、付梓面世，一路走来的故事，温
馨、温情、温暖。收藏中的奇遇、友情，真挚、惺惺相惜的情
感……也在书中一一呈现。

作者以线性的牵引，穿缀了连环画的现实存在，再现
连环画时代人们奉为至宝的朴素需要。作者巧妙地把家
乡的风物和人情故事编入收藏的行进中，还讲解了与连环
画更多的相关，如出版社、画家、作家有关情况，以及连环
画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与收藏相关联的故事等等……恰恰
是这部书的编纂出版，让作者的那颗心永远年轻与鲜活。

读《烟雨童梦连环画》，读出了人文学者的快乐。这快
乐不关乎名利，是作者内心世界独特的生活感验，是时间抚
慰过的淘洗与韬晦，是让精神妥帖提升的一种人生模式。

《烟雨童梦连环画》的出版，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幸
事，更是收藏界的幸事。这部书的问世，是收藏家收藏责
任的体现，奉献给世人的是一部连环画文化脉络的传记体
史诗。书中马英现身说法，分别以藏家和著者的角色，出
现在作品里、故事中，分合有致，把藏家情怀、著者责任交
错呈现，得心应手地架构和铺排。

这部书的编纂非常不容易，仅书中收入的2859册连
环画照片的编辑、统筹、策划就非一日一时之功，没有长久
的思索是很难完成的。这些连环画的选取有作者缜密的
思考在内，代表了内蒙古出版的连环画的基本状况，还有
各地同名不同版本的连环画的比对，是连环画这种文学形
式曾经红极一时的最好佐证。尤其是在35000册藏书中
选取不足十分之一的部份作为代表出版，是一个什么样的
工程？读者捧起来只知道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书，里面的故
事很有趣，只有真正理解它的人，才能读出它的价值所在，
也才能体会到工程的巨大浩繁。

《烟雨童梦连环画》读后记尤为令人感动。作者收入后
记里的连环画有《丹心谱》《火的战车》《战斗在书丛里》《人
生》《残局》《勇敢》，到这里后记已经结篇了，然而作者却峰回
路转、柳暗花明，收进后记之后的连环画是《但愿人长久》
《青年建设者》《未来在召唤》《您的人生是最美好的》《对不
起，我爱你》《祝你们幸福》，到这里仍然在后记之补充里收
进《美丽的心灵》《爱的复活》，接下来是五个不同版本的《复
活》，随后是《人生的答案》《日出》《归心似箭》《祝福》《祝你成
功》《祝你健康》。读到这一连串的书名，和后记之后的补
充，读者一定会从这些信息里读出什么？我读到的是坚强，
是渴望，是坚信和回归的幸福，还有美好的祝愿。

说这部书是饱蘸着藏家与著者生命霞光完成的，一点
也不夸张。35000册连环画，仅把这些连环画的书名穿缀
起来，都是一部洋洋可观的大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
书的精心策划，诠释了藏家与著者的一致审美，筑造了一
个美丽的童话世界。精心挑选的书目、精确的语言表达、
精彩的情感抒发、散而不乱的架构……充满着对生命意义

的探求、对美好生活的赞美，迸射着理
性的人文光芒。

如今的马英每天依旧笑眯眯地工
作着、书写着、收藏着……之于收藏艺
术，马英是战士，战无不胜；之于生命，
马英是斗士，让生命焕发出光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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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