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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近 日 由 呼 和 浩 特 市
二 人 台 艺 术 研 究 剧 院 担
纲 出 品 演 出 单 位 的 原 创
音乐剧《走向阳光》在呼
和 浩 特 乌 兰 牧 骑 剧 场 首
演。

一、充满表现力的戏剧
架构

音乐剧《走向阳光》是
一 部 反 映 戒 毒 工 作 的 现
实主义题材剧目，全剧围
绕 失 足 少 年 圆 圆 以 及 同
类 人 物 的 戒 毒 故 事 展
开 。 剧 中 以 戒 毒 警 察 齐
云 华 和 郝 志 远 夫 妇 为 代
表 的 戒 毒 警 察 充 满 爱 心
的 工 作 热 情 和 忘 我 无 私
的奉献精神，成为串连全
剧 的 情 感 主 线 。 他 们 耐
心细致地关爱戒毒人员，
如 亲 人 般 引 领 戒 毒 人 员
走出阴霾、走向阳光。他
们心系失足少女、失足青
年，重新唤起他们对美好
生 活 的 向 往 。 郝 志 远 牺
牲在戒毒一线，齐云华忍
着悲痛与病痛，把整个身
心投入戒毒工作，擦干眼
泪把温暖给予戒毒人员。

音乐剧《走向阳光》叙事
简洁平实，但颇具质感。第
一幕“绝境迷途”中，吸毒人
员身心备受煎熬与摧残的场
景，观之令人心痛。女警官
的一段《劝》：“你不要选择放
弃，不能孤立自己，你曾是父
母的掌上明珠，你曾睡在家
的港湾里……”，温婉柔和的演唱打动人心，感动了失足
少年圆圆，给予她走向阳光、走向新人生的力量。

表现圆圆奶奶、圆圆爷爷给孙女写的一封信的场
景中，演员们的表演声情并茂、顿挫有致，表演功底深
厚、表演演水平精湛，引发观众强烈共鸣。该剧故事
讲述丰满生动，表现力十足，剧中矛盾冲突脉络明晰，
起承转合流畅，时而如交响诗吟咏生命的可贵，时而
似写意画涂抹人格的力量，以音乐、以语言、以舞蹈语
汇礼赞戒毒警察的人性光辉，令观众为之动容。

二、通俗化亲民化的音乐风格
音乐剧《走向阳光》一个半小时的剧目，叙事节

奏紧凑，音乐的表达运用通俗易懂的流行唱法，具
有广泛的大众审美基础。音乐配合剧情与时代背
景、社会风尚紧密结合，以小见大的创作视角，符合
观众心理，在得到广泛共鸣的基础上，满足观众的
审美需求。该剧曲调曲式丰富，既有平铺直叙，也
有诗韵节律的表达，令整部剧平实、亲和，充满感染
力，体现了艺术来源于生活、服务于人民的宗旨，体现了
朴素自然的艺术价值观引领，成为该剧创作的一大亮点。

三、视觉听觉的多元呈现
音乐剧《走向阳光》博采众长，巧妙运用了多种

音乐元素、多种唱法、多种素材，丰富了音乐形态，
使每个唱段更好听、更动人。第一幕“绝境迷茫”
第一场“诱惑”里，爵士乐特点的合唱群舞，贴合剧
情需要，场景设计精巧；第二场“求助”里的开头唱
段，郝志远来到妻子工作单位戒毒所劝她去医院
看病，大段男女声轮唱旋律优美，中速、抒情，耐人
寻味，歌词如诉如泣：“你藏起的病例报告，让我的
心中乱如麻。为何还要对我隐瞒……只要你跟我
去检查，不管结果如何，我愿一同去面对。”最终，
妻子还未跟随丈夫去医院检查身体，却迎来丈夫
因公殉职的噩耗。运用男女声对唱轮唱的艺术
表现手法烘托剧情、描摹主人公，是歌剧、音乐剧
的常用手法，细腻如丝入扣推进剧情，掀起整部
剧主题思想的重申，《走向阳光》在此处设计得恰
如其分，演员表现得酣畅淋漓，令整部剧目有了
大歌剧的气质。第二幕“心若阳光”第五场“悔
悟”中，曲目《画中的你》是一段“吸毒者”女声合唱：

“笔儿精，墨色青，一笔一色画天青……笔儿细，色
儿均，描绘世间，情满巾……”，将戒毒人员的内心
勾勒得细腻、准确，将情绪的转折展现得诗意、灵
动、唯美，既严肃又不失戏剧表达，寓意着吸毒者对
现实生活的美好向往，为整部剧增添了用情、用心
的艺术感染力。

音乐剧《走向阳光》以其创新的叙事手法、立体
的人物塑造、对现实问题的深度
观照，以及艺术表现上的用心打
磨，成功地塑造了一部兼具教育
警示与人文关怀的作品，它不仅
提升了社会对戒毒教育及其从业
者价值的认识，也为未来同类题
材的创作提供了经验与示范。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报告文学《中国牧民》的出版发行，标
志着内蒙古作家对报告文学这种文学体裁
全新的认识与把控，也标志着报告文学作
家在选题上对时代原音的准确把握，是作
家文学责任和使命的担当，展现给读者的
是文学人在文学审度与创作的荣光和意
义。《中国牧民》是北疆文化建设的重要践
行，是北疆文化的立体和全景化不可或缺
的呈现。

《中 国 牧 民》这 部 书 是 以 阿 巴 嘎 旗 牧
民 廷·巴 特 尔 为 原 型 创 作 的 长 篇 报 告 文
学，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亮丽内蒙古）
重点图书出版工程项目”，被评选为 2024
年书香全民阅读“内蒙古好书”。这部书
取得这样的支持与肯定，是作品选题定位
的成功，是作家时代责任之所在，也是作
家深入生活、歌颂时代、塑造先进、表达生
活的文学能力的体现。

廷·巴特尔的故事传唱已久。之前，总
是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信息多呈零散
碎片化。《中国牧民》对先进人物的全方位
故事图景展现，是立体式的记录与叙述的
文学还原。当这个素材被作家以深邃的文
学目光所攫获，经过整理、创作成书，符合
时代强音，人物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故事
具有多维的典型性。

《中国牧民》在表现人物特质和精神层
面的美学价值不可小觑。《中国牧民》这部
书 由 蒙 古 族 作 家 布 仁 巴 雅 尔 和 杨 楣（赵
艳）合著。这部书的创作精益求精，所有
外在的艺的表现，都是内在文化的外逸。
没有足够的文化支撑，就不会有文学作品
高妙的艺术呈现。

《中国牧民》这部书的书名气势恢宏，
展现了内蒙古苍远辽阔的草原壮景与情
怀，不小气、不拘泥，宏阔的人文景象在读
者第一眼遇见时，便提振了阅读渴望，读起
来亲切可感。它以文学的样式，梳理记录
了廷·巴特尔这个有点“傻气”的蒙古族汉
子，书写了以廷·巴特尔为代表的一群人在
北疆开拓创新、励精图治的精神。《中国牧
民》是 一 部 高 站 位、宽 叙 事、深 思 考 的 作

品，聚焦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时代主题，
是对相关主题人物叙事的集成和再现。作
家 采 取 的 叙 事 方 式 ，具 有 系 统 性 和 逻 辑
性 ，向 读 者 展 示 了 北 疆 大 地 上 一 代 代 牧
民，特别是新一代牧民丰盈的精神世界。

作家长时间跟踪关注《中国牧民》一书的
人物主角廷·巴特尔的先进事迹，多次深入廷·
巴特尔家庭牧场，反复进行实地体验、调研，采
访事迹主人公的同时，还先后采访了养牛大
户、职业牧民、扶贫户、返乡创业大学生，作家
熟练的文学行走，让广大读者在作品中读到了
主人公廷·巴特尔勤劳的品质、坚韧的品格、高
贵的品德，在他身上汲取前进的力量、信仰的
光火。

《中国牧民》从一个嘎查、一个典型人物入
手，但不局限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嘎查，
而是把文学脚本中人物的典型性所衍射的哲
学视野、历史视野、民俗视野放大，从一个更高
的俯角上，书写走向共同富裕的草原生活的新
变化和新发展。作家做到叙事对象化、文本精
细化，立足重大选题，用双脚去采访和调研，用
心去聆听和思考，用笔墨书写好作品，对素材
进行设计梳理，构建出一部有价值、有意义的
书写，彰显出作品人本美学的深意。

《中国牧民》的成功，不仅在于作家潜心文
学耕耘，更在于主人公对选择的不馁与坚持。

因父母遭受打击，廷·巴特尔错过参军的
机会，他毅然选择上山下乡，在那片荒芜、荒凉
的草原，他的灵魂被震撼，心中的信念被贫穷
激活，化为做好人、做成事的冲击力。他在草
原遇见爱情，受到牧民爱戴，得到父亲的支
持。他义无反顾选择了草原，也就选择了灿美
的人生。

《中国牧民》作者带着责任和问题，紧扣
怎样高质量发展、怎样振兴草原，以及怎样缩
小牧区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不仅从文学角度，
也从经济学的角度回答了这些问题，既展现
了当代中国牧民意识深处的觉醒，也是中国
式现代化在草原建设发展实践中的共同参
考，为其他相似地区的“减贫共富”提供了可
行样本。

廷·巴特尔的事迹诠释了中国男人既传统
又现代的人格，他义无反顾放弃了自己优厚的

人生选择，投身建设草原、实现共同致富的事
业中，他成为榜样，他是“草原之子”。

廷·巴特尔不仅继承了千百年来草原的粗
犷与豪放，又将“取之草原、用之草原、天我交
融、天人合一”令人叹为观止的理念拓展，他没
有把父亲是将军作为行事所依仗的资本，而是
当做宝贵的精神财富来继承。

经历艰难，是生活陪嫁给人生的一剂良
药，艰辛的磨砺使廷·巴特尔更加成熟、果敢、
坚强。当他送走一个个返城的知青，牧民对他
是否能留下来产生过巨大的怀疑，他用事实给
了自己选择和担当，写下了坦荡的人生注脚，
诠释美好的人生答卷。

廷·巴特尔与牧民有无法割舍的情缘，是
生命的彼此交融。当额尔敦其木格向廷·巴特
尔深情地表达质朴的爱恋：“我什么都不要，我
就要和你结婚”，这种感情是那样浪漫、深沉、
内敛、朴实，而廷·巴特尔的心则完全归属于辽
阔的草原。

《中国牧民》立意高远，从实际出发却没有
陷入“凌空蹈虚”的囹圄；视野宏阔却没有无边
无际、信马由缰；大胆落笔，小心拾起，见人见
事见精神。文中援引大量生动的事迹、人物案
例，可亲可感，像钻石的不同切面，为《中国牧
民》的文本作出了各见芳华的书写意义。

廷·巴特尔心无私利地进行传帮带，帮助
年轻人快速成长，这种精神光火代际传递的延
伸与辐射，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利他之心、传
统善德在他身上熠熠闪光，不与民争利，永远
把自己放在人群里，这是人性的觉悟，也是他
真善美的认知的具体体现。

“廷·巴特尔式打井法”“迁移式蒙古包”
“行走的崩克”“减羊增牛的蹄腿理论”“少养精
养”“打草不拉草”“四点平衡”“网围栏封
育”……这些都是他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反复试
验得来的宝贵经验。

《中国牧民》以文学的视角观照当下人民
创造的生动实践，作品以廷·巴特尔创富、帮
富、带富故事，揭示共同富裕的可实现的社会
发展规律，以文学的启示烛照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的未来。

2002年 6月，“草原之星”廷·巴特尔先进
事迹报告会在全国巡回宣讲，廷·巴特尔先后

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
进个人”；2019 年廷·巴特尔与孔繁森、任长
霞、袁隆平、屠呦呦等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
号”；2021年廷·巴特尔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29名“七一勋
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中的一位。

廷·巴特尔创造的“第一个建网围栏”“第
一个在草原打井”“第一个种植青贮”“第一个
购买农业机械”“第一个盖砖木结构的房子”

“第一个改革牧区公厕”“第一个生态养鱼”“第
一个人自行设计使用淋浴房”等诸多“第一
个”……早已不是个人的成绩专享，而均已成
为牧民的参照和奋斗坐标。

《中国牧民》作者站在历史肩头展望未
来，以全景式记述展开一幅壮丽的北国风
光人文画卷，提炼出丰实深刻的作品主题，
描摹出精彩的人物形象，这无疑是一部讲
好北疆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优秀作品。

绿意，在浑善达克沙地蔓延。《中国牧民》
书写的，是以廷·巴特尔为代表的北疆大地上
广大党员干部、牧民群众的集体智慧与奉献的
结晶，没有这些中国牧民共建富裕的最生动元
素，就不可能有“自我革命”的胜利，其中蕴含
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多少像廷·巴特尔一样普普通通的基层党
员干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用热血与生命谱
写着一首首奉献的赞歌。

《中国牧民》的成功创作，贵在设身处地的
体验、贵在潜下身心的研究、贵在恒久不馁的
坚持、贵在穷则思变的思考、贵在感同身受的
共情、贵在共同富裕的践行、贵在集体担当的
初心。

《中 国 牧 民》是 内 蒙 古 近 年 来 反 映 共
同 富 裕 这 一 宏 大 主 题 的 文 学 力 作 ，书 中
的 故 事 经 验 为 北 疆 文 化 建 设 、中 国 牧 区
现代化建设及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卓有
成效的探索。

将 军 之 子将 军 之 子 草 原 之 星草 原 之 星
——读报告文学《中国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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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通达，草木生花，我们像石榴籽团结
成一家。此生辽阔，满天星火，每一方烟火都有
幸福的收获。”歌舞剧《彩云飘落的地方》演出
结束后，这首主题曲优美的旋律荡漾在剧场外
的星空，观众沉浸在情境之中，和着歌声依依不
舍地走出剧场，兴奋之情长时间弥漫。

歌舞剧《彩云飘落的地方》，是由通辽市科
尔沁区乌兰牧骑创作演出的一部文旅融合的
艺术作品，2024年 5月 13日、14日在通辽市
辽河剧院首演后，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该剧
由城市姑娘彩云和科尔沁草原的小伙子宝迪
相识相爱作为主要情节线索，在日常化的叙述
中，以多种舞台艺术手段串连起科尔沁具有代
表性的传统文化，别开生面地展现了这块土地
上深厚的文化底蕴。该剧气韵旷达浪漫，舞台
呈现青春气息盎然、富有饱满的时代活力。丰
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广阔的自然景观与豁达
热情的人文风貌融为一体，焕发着绚烂的艺术
色彩，满足了观众视觉和听觉的审美享受，在
充分调动观众情绪情感共振的同时，实现了文
旅融合剧保护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时代
精神价值的作用。

文旅融合剧创作的价值追求，在于戏剧参
与旅游文化建设，将戏剧本身的高雅美学品质
与旅游的游乐消费密切融合，观赏戏剧的艺术
享受与休闲娱乐的生理享受互为作用，雅俗共
赏，满足游客放松身心的需求，进而吸引游客
深入了解体验一方水土所承载的中华文明，在
丰富多彩的文化氛围中温润人心、开阔精神境
界，实现艺术与旅游联动双赢。

从《彩云飘落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部
成功的文旅融合剧，首先要有独特的地域文化
风貌作为支撑点，以满足游客看山看水看风景
的第一期待。地域景观是文旅融合剧的重要
标识。“彩云”作为该剧展示科尔沁景致的艺术
化意象，在场景设计和戏剧情境设置上，突出
科尔沁草原天高地阔、平静悠然、云蒸霞蔚的
自然景色，营造了一幅远离城市喧嚣、天人合
一的情境，从剧中人彩云的体验引领人们走进
这块能够疗养身心的科尔沁大地。文旅剧成

功的第二个方面，也是最为重要
的方面是多种独特的文化遗产、
人情风俗的集中展现，剧场发挥
着“导游”抑或“再度体验”的效
应。可以说，文化遗产是文旅融
合剧的金字招牌。《彩云飘落的地
方》在100分钟时间内，生动地展示了好来宝、
长调、马头琴、安代舞、科尔沁刺绣、马鞍技艺、
博克、二人转等科尔沁地区传统文化艺术。
随着剧情的发展走向，美不胜收的科尔沁文
化艺术表演，一次次将剧场气氛推向高潮，彩
云忘记了职场的疲惫和生活中的烦恼，走进
全新的生活场域，观众被她带入这块生机勃
勃的大地。观看首场演出的观众大都是当地
人，他们为自己家园所拥有的文化瑰宝而兴
奋，自豪感油然而生，如果外地游客看到这些
新奇的科尔沁文化艺术遗产，肯定会产生强
烈的震惊。文旅剧成功的第三个方面，是必
不可少的创新意识，新鲜感、奇异感，可谓吸引
观众的法宝。《彩云飘落的地方》的舞台呈现具
有许多亮点，比如人与偶同台表演，彩云家邻

居的七大姑八大姨操纵的大鹅、宝
迪的坐骑枣红马，人的形象塑造与
偶戏表演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
时不时出场的邻家大姑大姨（大
鹅），喧闹鼓噪，带给彩云一家很多
烦扰，恰如多嘴多舌爱管闲事的大

妈，当然彩云家的喜事少不了这些热心的邻居
们。与宝迪如影相随的枣红马，是他的灵魂伴
侣，也可以理解成他性格的化身，人物性格动
物化，动物形象人格化，宝迪的内心活动通过
马的形体动作体现，传达宝迪的心里话。再
如，在那达慕和婚礼两个场次出现几个彩色大
气球，在舞台和观众席之间飘来飘去，形成了
融洽的互动性。如此等等，多方面的创意，为
塑造人物形象和渲染剧场气氛两个方面都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

从戏剧本体的角度看，《彩云飘落的地方》
的艺术魅力来自于剧作和导演对人物生存状
态的发掘与真切把握，在具有强烈现实感的故
事情节中，引发观众共同的生活体验，通过富
有地域风情的音乐舞蹈推动人物行为及情绪

情感变化，营造具有戏剧张力的场景氛围，吸
引观众不经意间沉浸其中。剧作对主人公彩
云的刻画看似简单，但这一人物形象是现代青
年的缩影，来自职场和家人的双重压力让她陷
入高度疲惫迷惘中，妥协还是挣脱，正如哈姆
莱特“生存还是毁灭”的心灵冲突，使彩云这
一看似不很复杂的人物凝聚了较强的深刻意
义。

彩云的行动是牵动剧情发展的爆发点，寻
找修缮自我的渴望驱动了她的逃离，来到科尔
沁草原，从繁忙和浮躁中摆脱出来，找到了心灵
治愈的空间，收获了纯真的爱情。草原青年宝
迪的形象特质，类似于《我的阿勒泰》中的巴太，

“有一颗柔和清净的心”，同样拥有一匹每时每
刻相伴的骏马，彩云和李文秀一样为这样的小
伙子动情。宝迪与彩云的爱情线，以草灰蛇线
的方式牵动两个家庭往昔岁月治理沙漠艰苦奋
斗中结下的生死之交，托出了《苍颜换苍翠》的
情景表演。剧中其他人物的形象处理，各有性
格特色，巧妙地赋予他们建构戏剧情境、发挥表
演才能、承担展示技艺的合理功能。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彩云飘落的地方》的
音乐和舞蹈编排，巧妙地融入剧情中，表现人
物行为，传递人物情感，很好地发挥了叙事、抒
情作用，成为戏剧情境的有机成分。歌舞创作
表演的有效性和艺术性使《彩云飘落的地方》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歌舞剧，如果将其中的歌舞
片断独立呈现舞台，也是不错的歌曲和舞蹈作
品，不减自身的艺术魅力。

戏剧如何以自己特有艺术方式融入旅游
文化事业，合理地运用当地文化艺术资源，充
分发挥演出团体的创作力量，因地制宜地打造
优秀文旅融合剧,是当下许多戏剧创作者的思
考。我认为《彩云飘落的地方》是一个成功的
案例，可以作为通辽市的文化名片来打造。虽
然，这部剧初出茅庐，在情节安排、细节处理、
表演节奏处理、现场互动方式等方面需要进一
步完善精化，但它具备了很强的上升潜力。期
待着歌舞剧《彩云飘落的地方》，以更加圆润完
美、绚丽多彩的形象出现在更大的舞台上，成
为常演常新的驻场戏剧精品。

彩云映照辽河之滨彩云映照辽河之滨
———歌舞剧—歌舞剧《《彩云彩云飘落的地方飘落的地方》》观后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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