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文章均由内蒙古艺术剧院王小作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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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紧扣时代命题

再次观看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活》，我看到本剧
进行了很多有益的修改提升。

一是创作紧扣时代命题。乡村振兴只是杂技剧《我
们的美好生活》创作的一个切口，我们需要在中国式现代
化大背景下去剖析该剧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有关中国式
现代化，其一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其
二是党带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本剧紧扣这两
个部分，在故事情节设置方面进行了艺术性的呈现。

在第二幕中，母女在对话间产生了矛盾冲突和观
念上的分歧，这段台词设置得非常好，直接点题将问题
展现出来，母亲表示：“什么是当代？什么是创新？我
不懂，我觉得这些都是浮云。”这就点明，物质文明要进
步，精神文明也要进步，这段对话也体现了草原人“有
话直说”的耿直性格。

剧中男主人公新呼的人物设定也紧扣创作核心，他的
社会身份是村党支部书记，村支书带领全村人民走向致富
之路，实际上也是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缩影。

由此可见，我们在题材的定义上要从乡村振兴转
向更为宏大的角度，本剧的核心应该是讲述中国式现
代化大背景下乡村的现代化进程故事。

二是人物设计合理考究。本剧的第二个优点是不
同于常见的杂技剧，在人物设计方面非常考究、合理。
主要人物的设计中有几个特点，一是人物既有剧情身
份也有杂技身份。女主人公南迪出场时展现了自己两
个杂技技术：魔术和软功。软功是属于南迪自己的技
巧，表现出该人物身上有柔有刚，回到家乡后对于未来
的计划，她最初是犹豫的，后来坚定地选择留在家乡，这
是她刚柔并济的人物性格缩影。另一个技巧是魔术，在
刺绣方面，她全部由魔术来展示，她的魔术技巧则是继
承自她的母亲。男主人公新呼，从人物上场时可以推断
他的技巧是偏车技一类。新呼的车技从最初不熟练到
后期骑车带着南迪去其他村进行调研，带领全村人民致
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车技明显提升。二是人物杂技表
演设置合理化。几个主要人物的杂技表演都是正常性
的杂技表演，不以超常性杂技技术作为主攻项目，而剧
中超常性杂技动作则是由动物（天鹅、羊）以及花盘、高
车飞碗等群体式的气氛渲染完成的。在过去的杂技剧
中，主要人物用不正常的人类行为去表演人类的正常行
为，看上去不太合理，而该剧在这方面进行了规避，在人
物剧情和杂技表演方面进行了界定：主要人物和群体性
人物的杂技技巧分别怎么演绎，这为未来杂技叙事语言
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路。

内蒙古艺术剧院出品的这部杂技剧《我们的美好
生活》有清晰的故事线条，有饱满的人物设定，有浓郁
的内容风格，有恰当的杂技表达。

这部剧特别具有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具体表现在三
个方面。第一，乡村振兴的招才引智。第二，保护传承发
展中国传统技艺，特别是传统蒙古族刺绣。第三，创造美
好生活中的人间真爱。三个方面也是贯穿整部剧的一个
核心思想。这三个方面用杂技的形式表达得非常清晰，使
这部剧让人欣赏到艺术之美的同时，还传递了一个积极的
信息——弘扬正能量，所以这部戏才能被观众认可。

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在这部剧中的创作中，也
凸显了这三点。

第一，招才引智，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请著名导演
何燕敏作为总导演，就是招才引智的体现。舞台上特别能
彰显导演的功力，需要导演对舞台整体的把控，包括对于
每一个细节的刻画，这部剧中尽显何燕敏导演的功力。台
上演员的肢体形态表达一次比一次好，这也是团队不断打
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演员素养得以提升，剧目效果也
随之提升。另外，在剧中除了日常的杂技表演以外，创排
了表现羊群的群体杂技表演，特别新颖，表现出了动物的
灵动、可爱，这些都具有独创性，给这部戏增色很多。

第二，保护传承发展传统技艺。本剧讲的是蒙古族刺
绣，实际上杂技也是传统的技艺，也需要传承保护。在这
部剧中明显地看到，剧团在尽力保护杂技。塔纳团长最初
也是高车飞碗的演员，高车飞碗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杂技技
艺，经过了多年的传承发展，如今已经走到第七代、第八
代。还有剧中展现的射箭、套马杆，所有这些都是内蒙古
艺术剧院杂技团特有的，这三个节目能比较完整地搬上舞
台，观众感到特别震撼。希望剧团继续秉持这种精神，一
定要把这些传统的节目保护好、传承好、发扬光大。

第三，追求美好生活中的人间大爱。在内蒙古艺
术剧院杂技团的走廊里，摆满了中国各个杂技前辈、
老师的照片，从团长到演员都对杂技界前辈十分尊
重，在北京演出时，杂技团邀请老师们到场观演、点
评、虚心请教，这种爱体现在团长身上，更体现在整个
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中，这是对老师的恩情回报。

团长从艺术角度出发，从团里演员的艺术生涯出发，
在内蒙古艺术剧院的带领和支持下，让众多演员在这个剧
中得以成长，这就是对人才的爱，对杂技人才的保护。

剧目中展示出来人间真爱，舞台上才能呈现人间
大爱，这一点同样能够打动观众。

初见这部剧的题目时，我认为有点平，但是看完
两遍以后，才明白其中含义，这部剧应该说平中见高
远、见深厚，“美好生活”这样的命题很恰当，能够把人
们内心的感情很好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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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活》在人物和剧情上，一幕
一幕按照电视剧以及导演的创作思路呈现在大众面
前，我认为是一种很特别的中国式表达。

在目前的杂技剧创作中，要根据每个团的实际情
况、创作安排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进行考量，杂技剧
《我们的美好生活》就是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整合各
方面、协调全局，抓住当下这个时机做出的最好表达，
也是他们取得的最大成果。

在选题方面，这部杂技剧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是
极其符合政策导向的，展示了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
自身的一些优势。在舞台艺术创作中，现实主义题材
有别于红色主题、神话主题，该类剧目在创作中需要靠
近、反映现实生活，创作难点显而易见。作为文艺工作
者，我们必须要在舞台艺术的创作中去思考和呈现当
代人的故事、当代人的情感，以及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
期盼，我认为这部剧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在人物刻画的手法中，导演在整部剧中呈现的是
夸张、浪漫的。从人物上场的动作、走路的姿势，完全
能看出来内蒙古地域环境和人物性格十分吻合。在主
要人物的选择上，每个人的性格刻画上，浪漫情绪鲜
明，非常符合剧目轻喜剧的风格特色。

在戏剧表演上，本剧是唯一一台台词贯穿全剧的
杂技剧。在以往的杂技剧中，一般是靠旁白、主题歌、
诵读或导读的形式去表达剧情，而这部剧完全凭借演
员台词去表达剧情。从演出的现场情况看，台词是很
复杂的，但是演员表现得非常自然、流畅，对人物角色、
情绪的把握非常精准。

在整体调度上，服装、舞美、音乐上的节奏紧凑，真
正做到了把杂技和剧情融合在一起。

此外，本剧在技术技巧和道具的运用上也非常合
理，作为艺术创作者，无论是道具的使用，还是一个杂
技节目的出现，都要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人物角色做出
高车飞碗、顶盘等杂技动作的理由要充分和合理，该剧
上半场中在这方面处理得当，把杂技技巧藏在戏剧的
情绪当中，绝对是高级手法。

最后，剧团凭借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活》实现了
特殊时期的目标，剧目本身也会为剧团带来反哺，不管
是未来队伍的扩张、演出成熟度，到最后市场上的认
可，一定会有很好的反应，希望团方能不断调整和提
升，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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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特别的中国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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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部乡村振兴题材杂技剧荣获全国优秀剧目

以杂技之语传递建设和美乡村的中国力量

首先，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活》最可贵之处是表现
的是现实生活、当下生活，是我们每一个人身边的生活，
而且它与乡村振兴相交融，展现了文艺创作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也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内
蒙古艺术剧院和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在这方面起到了
带头作用。

其次，它以乡村振兴为主题，采用的是时代性与
民族性相结合的表现手法、轻喜剧的表演风格，使传
统杂技与现实生活紧密契合，不仅拓展了杂技，而且
提升了杂技，这是值得夸赞的。

再次，这部剧很多技巧都和当地习俗民风息息相关，
比如射箭、套马杆、高车飞碗等等，都展现了独特的文化资
源优势。这印证了鲁迅先生所说的一句话：现在的世界环
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

最后，这部剧在剧情理解上没有障碍，观众可以轻易
掌握剧情发展脉络，这也给创作杂技剧提供了一个思路，
表现的剧情不要太复杂，也不能够太复杂，要讲明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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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了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中国杂技团和内蒙古杂技团渊源颇深，两团在上
世纪50年代就建立了友谊，中国杂技团将最好的演员
输送到内蒙古，推动了内蒙古杂技团的成立。因此，
我对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的这部剧颇为关注。

第一，该作品选题立意角度好，以乡村振兴的角
度展开，讲述了内蒙古现在的美好生活。

第二，导演对剧目把控好，体现了文艺工作者的
匠心，何燕敏导演跨界指导杂技剧，将二十几个杂技
节目编排成剧，打磨杂技演员的舞台表现力，让舞蹈
特别贴合杂技，每一幕的杂技节目和剧情结合得十分
合理。

第三，音乐表现力强，这部剧用内蒙古的特色烘
托了杂技气氛，尤其是在高车飞碗这一段，背景音乐
配合演员动作，把剧情和舞台氛围推向高潮，显示了
剧团声势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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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立意角度好

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活》是一部创新作品，这个题
材在杂技界从未有过，讲述了内蒙古的乡村振兴故事。

这部剧以轻喜剧的形式表现了传统生产方式的
美好。从养羊、剃羊毛、织毛线，到额吉（母亲）的刺
绣，这一系列都是非常美的，呈现出典型的传统之美。

剧情中设置了矛盾冲突，最终全村人一起选择了
多样的经营方式，共同奋斗，让服装设计和刺绣工艺
走向现代化、时尚化。

这部剧的视野很宽广，不仅讲述了两个当代青年
为了美好生活的奋斗故事，还同时展现了内蒙古草原
的美，草原的动植物、河流草甸、花儿、天鹅，一切草原
的美都集中在这部剧中。

在本剧中有一个精彩之处，女主角南迪和母亲产
生矛盾之后的表演。南迪用了连环进行表演，非常自
然，吊环取自母亲的绣片，她想做不同的设计，就把绣
片摘掉了，用几个空环进行连接、分开，表现了她在设
计上的想法还没有完全完成的心境。舞台变化，又有
一个大的吊环“扩大了”冲突，更像是一种内心愧疚的
放大，体现了现实对她的束缚，她自身也没有解决这
个难题，内心的苦恼、苦闷用杂技呈现出来，这样技和
戏的结合十分有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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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和戏的结合有创意

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活》剧照。

即将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的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

研究生南迪，为了完善毕业论文和设计作品，回到家乡

向身为刺绣传承人的母亲请教，但母女二人因观念不

同产生了矛盾冲突。

南迪的高中同学新呼是嘎查党支部书记。在那达

慕大会上，生机勃勃的草原新气象、新生活，使南迪深

受感染。新呼和南迪，两个有理想、有情怀、有追求的

年轻人带领父老乡亲在这片热土上建起了刺绣加工

厂，使嘎查成为以刺绣产业为龙头的网红村、旅游村。

小乡村与大世界的联系紧密了，南迪和新呼也在

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中萌生了爱意。

草原深处，美好生活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杂技、魔术、舞蹈、戏剧汇于一台，车技、转碟、绸

吊、踢碗、柔术惊险刺激，舞台声光电效果热闹非凡。9

月 3日，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出品、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

出演的原创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活》亮相第十二届全国

杂技展演，并荣获第十二届全国杂技展演优秀剧目。

这是中国首部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杂技剧。作为

中国首部探索杂技剧未来发展新路径的剧目，该剧也是

首部围绕现实题材、展现美好生活主题的杂技剧……乡

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近年来，内蒙古将产业发展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积极延伸和拓展农牧业产

业链，培育发展新业态，让农牧民吃上“产业饭”，走上

致富路。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内蒙古艺术剧院主动

聚焦我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主题，精心编

排创作了这部融合多种艺术形式的杂技剧，将内蒙古

各族人民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愿景带到了全国杂技舞

台上。

无论是精品节目五人飞碗，还是男儿三艺，剧中所

有的杂技节目，都成为了内蒙古杂技的符号。凭借剧

院的资源和平台，内蒙古杂技在此次展演中产生的影

响力前所未有。

“元素欢乐时尚，色彩明快艳丽，情节诙谐幽默。”

“创作紧扣时代命题，人物设计合理考究，传统之美不

输现代之美。”“思想精深、内容精湛，为杂技剧未来的

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9 月 5 日，《我们的美好

生活》“一剧一评”专家研讨会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这

部来自内蒙古、带有北疆文化印记的剧目，得到了业界

专家、艺术家的广泛好评。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对该

部杂技剧的进一步打磨与提升大有裨益。

据了解，该剧先后入选了内蒙古自治区“两个打造”

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第十九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

化节首演重点剧目、“大戏看北京”优秀剧目展演、国家

艺术基金 2024 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第十二届

全国杂技展演。

从马背杂技，到全国杂技舞台，内蒙古艺术剧院杂

技团一直秉持并践行乌兰牧骑精神，坚持“一专多能”

的全能杂技人才培养，未来将继续在剧节目的创作排

演中贯彻“走进现实生活，深入人民群众”的理念，用精

品舞台艺术作品反映内蒙古人民用勤劳与智慧创造新

时代美好生活的真实景象。

《我们的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