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的孩子》儿童舞台剧全区巡演安排

日期

9月2日

9月3日
9月6日
9月8日
9月10日
9月12日
9月14日
9月15日
9月17日
9月18日
9月20日
9月22日

星期

六

日
三
五
日
二
四
五
日
一
三
五

盟市

锡林郭勒盟

赤峰市
呼伦贝尔市

兴安盟
通辽市

乌兰察布市
包头市

鄂尔多斯市
乌海市

阿拉善盟
巴彦淖尔市
呼和浩特市

演出剧场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礼堂

赤峰市国际会展中心
呼伦贝尔艺术剧院
乌兰牧骑宫大剧院

辽河剧院
集宁师范学院泉山校区逸夫楼多功能厅

包头大剧院
伊金霍洛大剧院

乌海市美术馆剧场
阿拉善左旗金色胡杨音乐厅

巴彦淖尔艺术剧院
内蒙古歌舞剧院

演出时间

10:00/11:20

19:00/20:20
19:00/20:20
19:00/20:20
19:00/20:20
19:00/20:20
19:00/20:20
19:00/20:20
10:00/11:20
19:00/20:20
19:00/20:20
19:00/20:20

不管描绘出怎样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不管有多么
大开大合的设计和视觉震撼效果，如果没有让人记住的
绝妙细节，都难以让观众产生持久的感动。

情感真诚可见、艺术创造的独特与审美的当代性，是观
众喜爱这部舞台剧的原因。创作团队秉承着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的目标，剧本创作期间就多次前往纪念馆，探
访当事人，并邀请《国家的孩子》报告文学作者萨仁托娅、著
名导演宁才、蒙古族民俗专家那顺、文艺评论家张世超等专
家提建议、想办法，在深度理解历史的基础上，在思想上不断
挖掘，在艺术上不断创新，在舞台呈现上不断突破。

为了准确捕捉真实信息，石学海阅读了许多与内蒙古
相关的书籍，通过和都贵玛本人、“国家的孩子”、了解都贵玛
的亲朋好友们交谈，和一些熟悉内蒙古生活的专家交谈，和
一直从事民族工作的党员干部交谈，他深深地被打动了。

“《国家的孩子》儿童舞台剧中，我们采用了生活流的方
式，通过大量生活细节，让整部戏感觉像生活在流淌，让有趣
的生活给孩子们带来欢乐和笑声。”石学海深有感触地说：

“剧本到现在已经是第5稿了，从策划之初，就是要创作出观
众愿意看，演员愿意演，能够真实打动观众的作品。”

从剧本创作到带妆彩排，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剧组制
作了32件道具、53套演出服装，原创了6首歌曲及23段音
乐，真实再现了都贵玛工作生活的场景。在舞台布景与灯光
音效方面，该剧遵循简约精练的原则，打造虚实结合的舞台
风格，在满足剧情基本需要之上，追求自然唯美之感。

“在舞台上，我们全身心演出，观众的掌声就是我们最
大的动力。为了让观众看到一场精彩的演出，加班加点

排练对我们来说是常事，但是演员们乐在其中。”剧中电
力安装队长的扮演者吴旭说。

舞蹈纵情矫健、刚柔相济；韵律悠扬起伏、快慢和
谐……该剧打破常规，有别于相同题材，众多没有舞台剧
经验的小演员，虽然在表演上尚显生涩，但他们体现出来
的孩子之间性格和生活情趣等，都充满生活气息、时代气
息，起到了出乎意料的精彩效果。

演员们配合默契，从主角到配角，表演一丝不苟，合作堪
称完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饰演哈日巴日的演员杨辉，他的
表演感情真挚，一个动作、一声召唤、乃至于一个眼神，都有
生活的积累，因而在表演时放得开、特色鲜明、充满活力。

“这部舞台剧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关照儿童
的审美和接受力，加入了骆驼、狼、羊等动物形象，涵盖舞
蹈等现代元素，处处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剧中有一幕叫

‘彩色的肚子’，说我们吃的牛奶是白色的、蔬菜是绿色
的、羊肉是红色的等等细节，非常受小观众的欢迎。”萨仁
托娅深有感触地说，这是我们内蒙古的题材，石学海导演
带领团队排出这么好的一台戏，我们特别高兴，预祝《国
家的孩子》儿童舞台剧在内蒙古巡演成功。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院长赵永庄介绍，作为一部面向
青少年的纪实题材舞台剧，《国家的孩子》儿童舞台剧既
有童心童趣，又充满民族大爱。2024年 1月该剧将在国
家大剧院亮相，我们会把一部精彩的作品、一段打动人心
的故事呈现给全国观众。

（本版文字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提供、图片由中国木
偶艺术剧院提供）

弘扬北疆文化弘扬北疆文化 用心精雕细琢用心精雕细琢

都贵玛给孩子们科普草原上的植物。

“国家的孩子”在生日盛会上比试身手。

宝音书记带着乡亲为都贵玛和“国家的孩子”送来羊羔及
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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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亮丽北疆的民族团结颂歌
——《国家的孩子》儿童舞台剧开启全区巡演

一辆勒勒车停在苏木政府门前，
年轻姑娘都贵玛把孩子一个个往勒勒
车上抱。温暖的家是从勒勒车开始
的，长长的车辙，辗开了此后长长的岁
月……9月2日，《国家的孩子》儿童舞
台剧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礼堂温情上
演，拉开了该剧在内蒙古12个盟市巡
演的序幕。

跌宕起伏的情节，堪称是一曲民
族团结的美妙颂歌，短短一个多小时，
观众完全沉浸于视听盛宴中。

演出结束后，笔者在随访现场观
众时发现，大家纷纷表达出对这部剧
发自内心的喜爱。

锡林郭勒盟行政学院、社会主义
学院副院长那日森表示，要把心向党、
心向党中央的红色基因赓续传承好，
把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和识大体、顾
大局、讲风格、求奉献、有担当的宝贵
品质发扬光大，埋头苦干、勇毅前行，
努力把模范体现到各个领域各个方
面。

“相当真实，尤其是像孩子们从不
适应到逐渐适应牧区的生活环境，在
草原上扎下了根等细节，让人看了非
常感动，更深刻认识到了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演出结束
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经济管理系学
生徐若晗依依不舍地回味着。

这部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
区民委与北京演艺集团联合出品，中
国木偶艺术剧院创作，并与中国杂技
团、北京市杂技学校联合演出的《国家
的孩子》是一部怎样的剧？

首演之前，主创人员写下了这样
一段“自我介绍”—— 该剧以“三千孤
儿入内蒙”的民族团结故事为背景，以

“人民楷模”都贵玛和“国家的孩子”的
故事为原型，采用青少年喜闻乐见、便
于参与、乐于参与的方式，以现代舞台
剧的表现手法，呈现了超越地域、超越
民族、超越血缘的伟大母爱和人间大
爱，展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
动人历史故事和内蒙古各族人民由衷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光荣传统，
生动谱写了一首中华民族一家亲、同
心共筑中国梦的国家赞歌。

“我们以‘三千孤儿入内蒙’民族
团结进步故事为题，制作了以青少年
为主要受众的舞台剧，把爱我中华的种
子埋入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不断增强
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
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治区党委
统战部民族工作处处长韩春晓告诉笔
者，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向
全国人民展现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
识大体、顾大局、讲风格、求奉献、
有担当的可贵品质，助力把内蒙
古的正面形象立起来，为全方位
建设模范自治区贡献力量。

“风儿啊，你轻一点吹。草儿啊，你轻一点摇。小鸟
你不要再叽叽喳喳，阿妈睡着了……”轻柔的旋律响起，
舞台上，都贵玛照料着体弱的婴幼儿，做饭、洗衣、煮牛
奶、教儿歌，和孩子们一起玩、哄孩子们入睡……每天忙
得四脚朝天，睡觉对她来说成了奢侈的事儿。

“当音乐响起，站在舞台那一刹那，我仿佛‘穿越’回了那
个年代，演母子戏的时候，我忍不住热泪盈眶……”演出结束
后，在剧中扮演都贵玛的演员杨蕊仍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艺术因为真实而动人。生活中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有几
次，都贵玛和孩子们还被饿狼追着跑。这些过程不仅考验着
都贵玛，也让孩子们在风雨中成长起来。因为真实，观众共
享剧中的情绪和感悟，作品也有了更强劲的生命力。

“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感天动地的故事，这部剧就从真
实历史中获得了力量的源泉。”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国家
的孩子》儿童舞台剧编剧、导演石学海说，都贵玛作为一
名保育员，养育了28个孤儿，其中的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
的，在创作初期，我内心也有疑虑，所以创作时总是躲躲
闪闪，这就导致故事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的推动

和提升，一直没有亮点，是国家一级作家，《国家的孩子》
报告文学作者，《国家的孩子》儿童舞台剧艺术顾问萨仁
托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些问题的所在。

为什么不敢大胆地去写真实、生动的生活呢？萨仁托娅
的建议坚定了石学海的信心和决心，戏一下子“活”了。除了
剧本以外，剧中的场景和服化道也力求逼近历史真实，这些
都是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空间，让观众信服。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萨仁托娅也表示，这部《国家的
孩子》儿童舞台剧之所以感人，正在于它对历史的尊重并
塑造了一个个动人的人物形象，该剧让人们感觉到它既
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它用现代的眼光和意识来关照那
段历史，不过分地渲染欢乐，不刻意地表现苦难。

“《国家的孩子》儿童舞台剧是一部能够让孩子、大人
同时感受到感动与大爱的作品。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充分
发挥了自身的优势，舞台上的骆驼、狼群以及羊羔等这些
木偶形象，既逼真又具有童趣，舞美音乐更加感受出制作
团队的用心，而最令人感动的是舞台上孩子们质朴的表
演。”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品牌总监俞燕说。

投入炽热真情投入炽热真情 铸就文艺精品铸就文艺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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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琪格在生日盛会琪琪格在生日盛会
上翩翩起舞上翩翩起舞。。

（具体演出时间以实际为准）

都贵玛和
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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