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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坛，反映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们
征服沙场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能够
对之进行全景式呈现的作品，却寥若晨星。正
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包丽英著的长篇作品

《蒙古帝国》值得肯定。《蒙古帝国》以战争为主
要场景，全方位地描写了自 13世纪起，以成吉
思汗为代表的一批蒙古族杰出人物，走出不儿
罕山，在战场上扬鞭奋鬃、纵横捭阖的事迹。
这样，一个由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领军的蒙古族
杰出历史人物画廊便鲜活起来。

《蒙古帝国》共 4部，第一部《狼性征服》描
写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征战中土，最终将
目光瞄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斡难河风云、十
三翼战役、阔亦田战役、丘处机讲道、西征辉煌
等，在这里清晰可见。

第二部《狂飙西进》以成吉思汗之孙、术赤
之子拔都为主要书写对象，写拔都从公元1236
年始，率领区区6万西征军，像狂飙一样横扫战
场，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金帐汗国。此后，拔
都又独具慧眼，力排众议，将他的堂弟蒙哥推
上大汗宝座。在宏大的战争场面之外，作品还
点缀着拔都与几位美丽女子的情感纠葛。战
争与爱情、铁血与柔情相互映衬，表现得尤其
精致。

第三部《煌煌盛世》主要写蒙哥汗突然去
世后，忽必烈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谋略成功问鼎
汗位，之后，对内力挫保守、敌对势力，对外继
续征服大地，并将云南、西藏等地区并入元朝
版图，统一中国，建立了元王朝。雄韬伟略的
忽必烈、心系天下的真金太子、贪得无厌的阿
合马、博闻多识的马可·波罗、忠贞爱国的文天
祥等艺术形象都栩栩如生。

第四部《帝国余晖》，通过神女塞西娅深情
细腻的讲述，用诗化的语言，勾勒出一部蒙古
帝国的延续——帖木儿帝国的兴衰史。征战
与杀伐、忠诚与背叛、情与恨的矛盾纠葛，共同谱写了成吉思汗家
族的女婿——“跛子”帖木儿王的传奇人生。此前，有关帖木儿的
史料和文学作品都不是太多，而包丽英在《蒙古帝国》中敢于直接
描述这一事件，实为难得。从中可以看到作家对蒙元历史的精深
研究和独到把握。

作家自称，《蒙古帝国》杀青后，即开始莫卧儿帝国的创作。
莫卧儿，蒙古一词的突厥语音变，莫卧儿帝国即蒙古帝国。这是
帖木儿六世嫡孙巴布尔承继其祖父的辉煌，在南亚次大陆建立的
一个重要帝国。这部著作完成后，蒙古民族从 13 世纪初期到 19
世纪中叶的辉煌历史，便得到了完整的艺术呈现。

《蒙古帝国》成功地塑造了从成吉思汗开始，一直到沙哈鲁的
儿子兀鲁伯等八代、近百个蒙古族人物的形象，为读者展开了一
个恢弘博大的蒙元历史时空，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人
类生存环境。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战争进行了辩证的思考。成
吉思汗和他的后继者们在征战沙场时所体现出来的胸怀和才能
为很多人称道，但有人对此也颇多微词，对这些战争扣上“野蛮”、

“铁血”、“疯狂的占有欲”等字眼。这就涉及到一个战争观的问
题。

对此，包丽英在《蒙古帝国》中通过术赤与成吉思汗的对话，
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作品中，术赤问：“父汗，攻打花剌子模以
来，您不觉得我们杀人太多了吗？”“我们的部队洗劫城市，杀人放
火，马蹄过处，满目疮痍。我们守着这样的废墟又有什么用处？
保护它难道不比摧毁它更具价值，更有意义吗？”成吉思汗觉得，
蒙军的兵力不足以分兵占据各个城市。倘若不能给这些城市以
致命打击，只怕疯狂的反扑就会为时不远。术赤与成吉思汗是否
有过这些对话，无从可考，但作家为了表现人物的性格，写出了这
些场景。

在《蒙古帝国》中，复仇是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们进行历次战
争的主要动因。战争被剥开抽象的外表，变得真实而具体。当
然，消弭仇恨的方式不仅仅限于战争。春秋战国时期纵横家们的
往返策略，就抑制了不少战争。在有些历史学家看来，成吉思汗
及其后继者们似乎也应当这样做，但是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他
们这样做的社会、政治、民族与人文环境何在？显然，这些需要我
们进一步地去研究、思考。

驰骋在《蒙古帝国》中的英雄们，刚毅、果敢、顽强，同时不乏
柔和、缠绵、怜悯的一面。亲情、爱情、友情以及爱而不得、罢而还
恋、暗而难掩、爱恨交织等情感描写，温柔地飘荡在文字里，能让
人确切地感受到生命美好的气息。这在术赤与赤勒格尔，成吉思
汗与祺儿，古克与婉嫣，兰容与贵由、拔都，真金与清风，欧乙拉与
沙哈鲁的身上都表现得委婉动人。而铁木真与孛儿帖，马可·波
罗、伯颜与真金等人物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与坚定执著的友情，
更是让人肃然起敬。在他们看来，“一切都可以改变，一切都可以
忘怀，惟有爱不能”。这正如作家对成吉思汗给出的评价：“他一
生厮杀，征服过无数敌人，却有两样东西始终征服不了：一个是死
神，一个是心头的爱恋。他爱妻儿兄弟、爱朋友将士、爱围猎、爱
马也爱酒色。”这样，就使得《蒙古帝国》的英雄们，戴在头顶上的
王冠闪耀着金色的光芒，身上同时弥漫着普通人的色彩，读者阅
读起来感到更加信服。

在《蒙古帝国》中，一批女性英雄的出现，更增强了作品的艺
术魅力。其中，婉嫣在阿力麻里保卫战中的运筹帷幄，察必在忽
必烈涉身权变时的大义与果敢，欧乙拉在沙哈鲁面临重重危机时
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作为蒙古乞颜部孛儿只斤黄金家族的后裔，包丽英是站在世
界历史文化的立场上创作《蒙古帝国》的。在她的笔下，祖先们作
为英雄的居功至伟与舛错失误，作为统治者的多谋善断与上下其
手，作为民族代表的博大精深与狭隘偏执，都有客观精到的描写，
不贬、不诿、不张、不饰，不视樵株为蓊蔚，不化珵美为瑕疵。这对
于一个女作家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从《蒙古帝国》中可以看出，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唯美主义文
学对作家的影响很深。《蒙古帝国》的语言是经过精心配置的语
言，文字的组合、排列，讲究节奏感和内在气韵。当金戈铁马袭来
时，句式短促、奔放、有力，阳刚大气；情感融合汇集处，语言柔和、
细腻、绵长，玉润无声；长句与短句的交替穿插，恰到好处的顿挫
调控，具有点燃读者心中激情的强大功力。汪洋恣肆的铺排与时
隐时现的女性意识情趣，在作品中各得其所、相映成趣。该作品
之所以能够获得“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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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霄明将其父舒群编著的《中国话本书目》（文化艺
术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书目》）一册赠我。面对厚厚的

《书目》，读了双丽在卷首所撰的《贬黜之地的苦涩与丰饶》
一文，令我感动、感叹、感慨。

舒群 1913年出生，原名李书堂，满族，是我国现代著名
作家和革命活动家。他年轻时就开始文学创作。1935年在
上海参加“左联”，完成了他的成名作《没有祖国的孩子》，并
陆续出版了《秘密故事》《战地》《海的彼岸》《老兵》《雪》等中
短篇小说集。后到延安，担任《解放日报》第四版主编和延
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系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创作长篇
小说《这一代人》和短篇小说集《我的女教师》。上世纪50年
代中期，他遭受了不白之冤。改革开放后，出版了《毛泽东
故事》等作品，其中《少年 chen 女》获 1981 年全国优秀短篇
小说奖。此外，他还用几十年的心血，编著了《中国话本书
目》。

“五四”运动以来，一大批进步作家、诗人和文学理论家
把目光投向了域外（包括西方和东方）的进步文学以及各种
创作方法、文学流派，并从中汲取营养，促进了我国新文学

的发展。与此同时，许多作家认真回顾了我国古代文学和
民间文学的悠久传统和艺术精华。鲁迅就曾作过古代小说
的钩沉，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茅盾也曾对小说的初始形
式之一的神话，作了开创性研究，著有《神话 ABC》；闻一多
对我国古代诗歌，特别是唐诗进行了深入研究，著有《唐诗
杂论》。老舍酷爱民间文艺，创作过太平歌词、相声等曲艺
作品，他的一些小说、戏剧创作颇受曲艺的影响。

舒群从青年时代就关注话本，搜集、摘录有关话本的各
种资料，并进行研究、考证。他摘录、引用的书籍繁多，计有
史书、传记、笔记、传奇、杂剧、诗词、元曲、故事、民谣、佛经、
变文、类书、文选、小说、曲艺、话本……涉猎之丰、搜集之
广，可见下了很大工夫。他对我国白话小说的起源、流变及
特点的研究，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书目》的出版，对我国小
说发展历史的研究，对现代作家学习、继承古代小说的传统
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舒群从上世纪 50年代中期开始，屡遭磨难。特别是在
“文革”中，全家被“下放”到辽宁一个边远的靠山小村。这
对从青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舒群来说，是多么严酷的打
击。但舒群仍坦然以对。在那最艰难的岁月，在远离狂躁
和喧啸的寂静山村的草屋内，舒群以淡定的心境和坚韧的
意志，笔耕不辍，完成了《书目》（初稿）的编著。这种精神难
道不令人感动、心生敬意吗？生活上的艰辛、精神上的苦
痛，反而成为一种有力的鞭策和对人生的醒悟。

舒群孜孜不倦地编撰《书目》的缘由，虽然该书没有明
言，但他在“后记”中说：“始于学习，偶有所记，并于早年阅
读笔记时有所取，以注若干话本书目空白；久之，积成《〈醉
翁谈录〉书目》，终于扩为《中国话本书目》。”

舒群积数十年之心血编著的《书目》，对我国现代作家
有哪些启示呢？

其一，“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标志之一就是提倡用白
语文来写作。现代小说是从古代小说发展而来的，而话本
是我国白话小说的源头。《书目》就是提示现代作家要学习和
继承我国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不可盲目西化，更不能数典
忘祖。《书目》系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钩沉丛书”之
中的一部，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梳理现代文学的古代传统。

其二，话本一出现，就注重社会功能。话本所讲故事，
包括佛经故事、历史故事、爱情婚姻故事、公案故事、鬼怪故
事等，全部贯穿着封建社会的伦理道法。其中不乏封建、迷
信糟粕，但大多宣扬的是“劝善戒恶”、“扬善惩恶”的思想。
从明代冯梦龙纂辑的“三言”中，即可见话本的内容注重“喻

世”、“警世”、“醒世”的社会功能。这一文学现象，对现代作
家无疑是有启示作用的。

其三，写作者需要关注读者的需要和兴趣。现代文学
强调作家的个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写作风
格，都有运用创作方法和使用语言的自由。一个作家对我
说：“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出什么
读者就看什么。”从话本的产生和发展看，说话人是主体，听
众是客体。说什么书，怎么说，是说话人的自由。但话本的
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有时听众成为主体。我国一些文学
史和有关话本的专著（包括《书目》）都引用了韩愈古诗《华
山女》，写佛道两教斗俗讲的情形。诗里先说“街东街西讲
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
萍”，这说明佛徒讲得很成功。“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
如明星”，显然道士失败了。华山女儿升座讲法（当然是道
教话本），听讲佛经的人都跑过来，“众寺人迹扫除绝”，道观
却出现“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的盛况（引自

《书目》“后记”）。根据韩愈这首诗中所述，说明说话人必须
关注听众的兴趣。你说的故事听众不爱听，你说话的技巧
听众不买账。说话人就失去了听众，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条
件。现代作家就是当今的“说话人”。你失去了读者，还有
存在的意义吗？

其四，说话人要吸引听众，首先是要有生动鲜活的人物
形象。优秀的话本大都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表现人物的
命运遭际。即使是讲史的话本，也都以人物为中心。明代
的几部长篇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就是集
唐、宋、元的一些历史人物话本而编撰演绎而成的。其次，
要有引人入胜的情节，让听众追随故事中的人物之间的矛
盾、冲突的发展和人物命运的迭宕起伏，“拴住”听众。一些
长篇说话更是如此。听了上回就想听下回，回回相连，回回
紧扣。因此，形成了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惟一形式——章
回小说。此外，说话人还必须讲究说话的技法。那些优秀
的话本大都结构巧妙、叙事有序，交代清楚、详略得当，并使
用悬念、巧合、误会等技法和引用诗词曲赋。这些艺术特点
对现代作家的写作应该还具有借鉴意义。

其五，话本是我国较早的白话小说。白话即是口语，是
生动新鲜的活的语言。说着顺口，听着顺耳。话本就是口
语的文字化。它适应社会的需求，贴近百姓，符合百姓的审
美习惯。所以，话本一出现便深受百姓的喜爱。宋代，大城
市说话的场所（如瓦子、勾栏等）如雨后春笋，形成了话本的
创作高潮。说话人讲究语言艺术。如果我们听一听现代一
些说书艺人的“评书”，就能领略其语言表达的高超技巧，现
代小说家应从中得到启迪。

总之，舒群经过数十年的辛勤劳作，将分散于各种书籍
中的话本目录和信息，予以整合、归纳，搜寻遗失，合并重
复，考证真伪，增添注释，集话本书目之大观。他在“后记”
中说：“全目一一O三，勿话‘观止’，可说‘大观’。”仅此，就
彰显了此书的学术价值。

在我看来，舒群是希望通过这本书告诉年轻的作家，要
继承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传统，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革，重
视小说的社会功能，学习古代小说的写作艺术，满足百姓的
需求。这就是我读舒群先生《中国话本书目》的点滴心得，
并以此纪念舒群先生诞辰100周年。

清雍正年间，在大兴安岭的苍茫林海
中，鄂温克族索伦部的人们过着和谐安定
的狩猎生活。一日，圣旨传来，令3000名索
伦兵丁携家眷迁往呼伦贝尔草原筑城驻
防。为了国家的安定、疆土的永固，鄂温克
人毅然踏上了艰辛的西迁路。这就是歌舞
剧《彩虹之路——鄂温克》创作的历史背
景。6月16日，由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乌
兰牧骑创作演出的这部歌舞剧首度在该剧
所讲述的历史发生地呼伦贝尔公演。很多
观众是通过该剧第一次了解了自己所生活
的这片土地，了解了这片土地上的开拓者
和守卫者。

一
《彩虹之路》全剧共分 6 幕，分别是“美

好家园”、“圣旨”、“迁徙”、“安营扎寨”、“征
战”和“寻夫延嗣”。这6幕22场连成一条清
晰的脉络，完整地再现了历史上鄂温克索
伦部从大兴安岭以东的布特哈地区西迁至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展
示了鄂温克人历史、文化、生活的方方面
面，可以说该剧是鄂温克民族的一部西迁
史，一部戍边史，一部征战史，一部风俗史。

鄂温克是古老的森林民族，他们将自
己称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他们与大
自然和谐相处，同命运，共生存。大兴安岭
的峰峦叠嶂赋予了鄂温克人勤劳勇敢的民
族品格，茂密的大森林蕴育了鄂温克人深
明大义的民族精神。面对着“风云突变，国
土难保”的局面，部落长经过痛苦的抉择，
毅然决定西迁，到祖国的北疆——呼伦贝
尔大草原去筑城驻防。索伦勇士们豪迈地
唱出：“保卫边疆是神圣的职责，勇敢的鄂
温克人啊！”

“祈福”与“告别山神”两场生动地再现
了萨满教的祭祀仪式和鄂温克族的民风民
俗。在萨满的祈福声中，面对着心中的山
神，鄂温克人久久地拜别。“鸟飞返故乡兮，
狐死必首丘”，但是西迁的鄂温克人还能再
回到世代居住的山林吗？部落长萨伊莎走
出很远后突然转身，那深深的一抱，心中的
眷恋与不舍，都尽在不言中了。

风雪交加的西迁路上，索伦部的民众
扶老携幼，相互扶持。尽管路途迢迢，历尽
艰辛，他们却始终没有停下西行的脚步。
鄂温克是一个坚强的民族，他们适应环境
的能力是超乎想象的。来到了梦里的草
原，看到“呼伦烟波，银河潺潺，贝尔浩渺，
繁星闪闪”的情景时，他们发出了由衷的赞
叹，并且很快适应了在草原上戍边、练兵、
巡逻、游牧的生活。

由于鄂温克部队骁勇善战，所以被频
繁地调往各地作战。正当索伦部的军民们
适应了平静的戍边生活之时，烽烟再起，索
伦勇士们要再次为国出征去平定叛乱。告
别了父母亲人和新婚的妻子，索伦部的年
轻人们在本布古尔的率领下奔赴疆场。

由于索伦勇士们常年浴血奋战在疆
场，后方部落的人口在逐年减少，为了部落
的希望、种族的延续，索伦部的妇女们决定
奔赴战场去寻找自己的丈夫，于是历史上
鄂温克妇女最感人的壮举“取孩子”在天地
间上演了。该剧重点突出了鄂温克民族的
生命观和民族大义。序曲中优美动听的鄂
温克摇篮曲既表达了鄂温克人对生命的珍

爱和期许，同时也为第6幕“寻夫延嗣”埋下
了伏笔，既做到了首尾呼应，也让观众理解
了鄂温克妇女万里寻夫去“取孩子”壮举背
后的深刻意义。

当勇士的妻子们风餐露宿、披星戴月，
跋千山涉万水，历经近一年的时间到达军
营之后，娜丹却再也见不到心爱的本布古
尔了。当本布古尔的好友图列希将他留下
的战袍捧给娜丹之后有一段极其悲壮的群
舞，在呼天抢地的激越的舞蹈动作中，将索
伦勇士们怀念战友与娜丹思念亲人的痛苦
的心境尽情地宣泄出来。每场演到此，很
多观众都已是泪如雨下。鄂温克民族热爱
生命，但为了国土的完整、边疆的稳定，索
伦勇士们“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鄂温克妇女们怀上了勇士们的孩子
后，又勇敢地踏上了归程。在风雨交加的
归途中，索伦勇士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妇女们将孩子高高地举起，此时天边出现
了一道彩虹，风雨之后的彩虹格外美丽。
彩虹被鄂温克人视为吉祥、幸福的象征，而
这个新生命也是鄂温克民族的希望，是鄂
温克民族必将浴火重生的象征。

二
一部成功的歌舞剧至少应该具备 3 个

要素：动人的剧情、成功的音乐舞美创作和
演员们出色的表演。《彩虹之路》的主创人
员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之上，对剧情进
行了精心的构思，既突出了鄂温克索伦部
西迁与征战的主线，也穿插了凄美的爱情

故事与大量民风民俗的展示。与精彩剧情
相配合的该剧的音乐舞美创作也非常有特
色，浓郁的民族风情是这部歌舞剧的一大
亮点，在此基础之上，又融入了现代艺术
的表现手法，吸收了许多新的创编手法。

《彩虹之路》全剧80%以上的歌曲都是以鄂
温克族古老的民歌为素材，又经过创新和
再创作。开篇优美动听的鄂温克族摇篮
曲，一下子就把观众带入了鄂温克民族传
统生活场景之中。此后，无论是表现森林
狩猎生活与初见草原时的欢快喜悦、宗教
仪式氛围的神秘庄严、迁徙路上的凝重悲
凉、战火纷飞中为国捐躯的慷慨悲壮，还
是抒发告别故乡时的深情哀婉、思乡时的
低沉忧伤、送征时的情深意长、恋人惜别
时的浪漫抒情，以及对生命的讴歌赞美，
该剧的音乐都很好地阐释了剧情，烘托了
气氛，也对演员塑造舞台形象起到了良好
的烘托作用。

演员们的表演也很出色。参演的60多
名演员全部来自鄂温克自治旗乌兰牧骑，
这是一支以年轻人为主的队伍，他们在舞
台上的精彩表现给这部历史题材的歌舞剧
增添了青春的活力。比如“抢枢”一场，
不仅形象地再现了鄂温克民间一项传统娱
乐活动——“抢枢”，突显了年轻人活泼
好动的特点，而且传达出鄂温克年轻人在
迁徙途中不畏艰险、苦中作乐的顽强精
神！尤其是在本场最后，小伙子们一段奔
放狂野的群舞尽显阳刚之美，展现了鄂温
克民族热情豪放的一面。

此外，“战火纷飞”一场中的群舞也
相当令人震撼。演员们通过舞蹈队形的更
迭变化和不同速度、不同力度、不同幅度
的舞蹈动作，将战火纷飞中索伦勇士浴血
疆场的场景生动地再现了出来。威武的阵
形、刚劲的舞姿、雄壮的配乐，营造出气
贯长虹、金戈铁马、浩气长存的悲壮画
面，塑造了索伦勇士的群像，具有极强的
艺术感染力。

该剧的主角本布古尔由涂俊成扮演，
表演非常出色。无论是“惜别”中形舒意广
的轻步曼舞，还是“大练兵”中充满力量感
的“战舞”，涂俊成均能很好地演绎。“迁徙”
一场中的一段三人舞，涂俊成与两个舞伴
配合默契。忽而舞步凝重，似寸步难行；
忽而振臂欲飞，如鹊鸟夜惊。踢、跳、
跃、转，从容而舞；腾、翻、旋、展，舞
姿轻盈。这些舞姿将西迁路上的天寒地
冻、危机四伏、进一步退十步的情景表现
得淋漓尽致。剧中图列希的扮演者额尔德
木图的表演也可圈可点，豪放英武的气
质，淳厚而富有表现力的声音，能歌能舞，
能张能弛，将这个鄂温克勇士的形象诠释
得生动又富有层次感。

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

国家，祖国的统一、边疆的安定不仅是各族
人民共同的愿望，也是各族军民共同维护、
缔造的结果。清朝，索伦勇士出征六七十
次，转战达 22 省，为抵御外侵、平定内乱作
出了巨大贡献。索伦勇士为国为民浴血疆
场，体现出的民族大义惊天地、泣鬼神。关
河百战，青史可鉴。忠魂不死，功绩长存。歌
舞剧《彩虹之路》较好地反映了鄂温克民族
这段可歌可泣却又鲜为人知的历史。

该剧的艺术总监、故事的原创者涂们
是从这片大草原走出去的表演艺术家，他
本人即是鄂温克族，这部历时３年筹备，凝
结着他的心血的《彩虹之路》正是他高度的
历史责任感与深深的民族自豪感的一个集
中反映。他这样解释《彩虹之路》名称的由
来：“我们想用彩虹寓意我们这个民族所走
过的道路是七彩的。”

该剧在公演之后，获得广泛的好评。
作为观看过该剧多次的观众，我对此深有
体会。首场演出，我同北京师范大学蒋原
伦教授一起观看，结束后他问我：“这部歌
舞剧保留了多少原汁原味的鄂温克民族的
元素？”还未等我回答，旁边一个小伙子主
动上前搭话，说：“我就是鄂温克族人，剧中
的‘抢枢’游戏，小的时候就经常玩。”小
伙子激动得满脸通红，反复地说：“太震
撼了！”看得出，他深深地为剧中所展现
的本民族的历史而自豪。鄂温克民族没有
自己的文字，当下，它的传统民族文化正
在加速消亡的脚步。为了改变一些少数民
族文化难以为继的困局，可视可听的歌舞
表演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用音乐传播
文化，用舞蹈演绎历史。这也许正是创作
与演出歌舞剧 《彩虹之路》 的真正意义与
价值所在。这部歌舞剧所描述的鄂温克民
族所走过的七彩历史路、所体现的大义民
族魂，以及精彩的歌舞表演、多姿多彩的民
风民俗展示，都是这部剧值得欣赏、值得推
荐的重要理由。

七 彩 历 史 路
大 义 民 族 魂
——评歌舞剧《彩虹之路——鄂温克》

□刘 畅

《中国话本书目》的启示意义
——纪念舒群诞辰100周年 □白崇人（回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