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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呼唤 美好的享受
——评大型音乐剧《阿拉木汗传说》 □黄适远

由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上海戏剧学院联合

出品的音乐剧《阿拉木汗传说》公演后，取得了很

好的反响。这是一部以维吾尔族音乐、舞蹈为基

调，配合现代流行通俗音乐、现代舞台艺术进行

呈现的大型音乐剧。

“阿拉木汗住在哪里？吐鲁番西三百

六……”《阿拉木汗传说》取材于新疆民歌《阿拉

木汗》。它描写的是善良美丽、能歌善舞的姑娘

阿拉木汗与英俊帅气的青年凯撒尔的爱情故

事。据一些维吾尔族老人回忆，他们都听说过阿

拉木汗的传说。我在哈密工作时，同事莫合麦

提·巴拉提告诉我，阿拉木汗是他的奶奶，他的大

伯和叔叔还以阿拉木汗为姓。我后来采访了他

的大伯和叔叔，并根据哈密民间传说，撰写了《阿

拉木汗在哪里》一文。

在音乐剧《阿拉木汗传奇》中，阿拉木汗与凯

撒尔的纯洁、浪漫的恋情，与凯撒尔的叔叔的生

死较量，都和她具有现代知识女性不屈服命运、

追求人性真善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部音

乐剧所追求和强调的显然已经不再是对女性命

运的关注与诠释，而是更多地在表达人们对美好

爱情的向往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整部音乐剧

充分展示了新疆各族人民热情善良、开放包容、

和睦相处的特征。

这部音乐剧视野开阔，包容性强，亮点多。

它集中展示了新疆的山川之美、歌舞之美、爱情

之美、人性之美。在艺术上，它把古代与现代、高

雅与通俗、地域性与世界性等较好融为一体，显

示了极强的包容性。特别是歌曲与歌词令人耳

目一新，如《生死相依》《爱是一种力量》《最美新

娘》《快给我力量》《梦中思念》《火焰燃烧吧》《拥

抱》等。主人公凯撒尔这样唱到：“我听见，她轻

轻念我的名字/我看见，她如同花儿美丽芬芳/她

是温柔故乡，让流浪的脚步停留/我一无所有，你

可愿意牵着我的手？”

第二幕第二场无疑是这部剧的最高潮，也是

全剧矛盾展开的焦点。凯撒尔和阿拉木汗海誓

山盟，尽情享受着爱情，二人都以为的短暂别离

不料成为了永久的道别。凯撒尔离开阿拉木汗

去拯救牧民和羊群，早已对阿拉木汗垂涎三尺的

艾山伯克、他的妻子早日汗、凯撒尔的奶妈芭达

木汗同时上场，三人各怀心思叙述心事，把全剧

的气氛推向了顶峰。

2014年演出时，《阿拉木汗传说》由上海音

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的优秀学生，以及新疆艺

术剧院歌剧团的演员出演。虽然他们的舞台经

验少，但他们有新疆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等艺术

表演的底子，也有对音乐剧的清晰认识，知道舞

台上需要保留和呈现的部分。2015年，《阿拉

木汗传说》的演出，基本由歌剧团全部承担下

来。可以说，经过一年多的舞台实践，最终完成

了对新疆本土演员的考验和检验。当然，更重

要的是把《阿拉木汗传说》这部音乐剧的火种留

在新疆，以供长期演出，成为展示新疆地域文化

的一个品牌。

可以说，因为其包容性，整部音乐剧具有很

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正如该剧导演雷国华所说：

“新疆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大量的具有

一定历史背景的唯美故事，观众和演员有较为扎

实的音乐和舞蹈基础，更重要的是新疆的文化本

身就处在不断吸收、不断创新的一种状态当中。

所以，这个从西方引进来的艺术门类，在新疆得

到广泛展示后，新疆的观众会接纳它。”当然，剧

中的瑕疵也是存在的，比如有些情节过渡有点生

硬，对于鹰这个意象的定位不够清晰。但总的来

说，瑕不掩瑜，是一出好剧。

《阿拉木汗传说》的成功演出带给我们很多

的思考。首先就是要重视民族文化，同时又要有

开放的视野。对于新疆音乐、舞蹈的发展，我们

过多强调了文化的独特性，而没有看到文化的融

合之美。新疆不乏厚重的民族文化资源，但只有

真正做到“尊重差异，包容不同，相互欣赏”，真正

做到文化的交融、交流、交汇，真正做到以现代文

化为引领，才可能走到时代的前列。

由包头市文化新闻出版

广电局主办，包头市文化演艺

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话剧院

等承办的首届包克图戏剧节

日前在内蒙古包头市举行。

该戏剧节是内蒙古首例全国

性质的戏剧文化交流节，共演

出10部优秀剧目，包括北京

哲腾文化的《又见老爸》《我的

祖宗十八代》《hi，米克》《三颗

豆的彪悍手记》，四川人艺的

《时间都去哪儿了》，辽宁人艺

的《秘而不宣的日常生活》，中

国木偶艺术剧院的《大头儿

子，小头爸爸》，上海金星舞蹈

团的《不同的孤独》以及两部

本土原创作品《8小时》和《三

只小猪》。

据此次戏剧节总制作人、

内蒙古话剧院院长助理阿云

嘎表示，能在包头举办戏剧节

是内蒙戏剧人的一个理想、一

个梦。经过四年多的积累和

酝酿，这个戏剧梦已然变成了

现实。阿云嘎介绍到，从

2011年打造内蒙古话剧院历

史上第一部小剧场话剧《触不

到的恋人》开始，他就在为戏

剧节做准备。至今他仍然记

得该剧首演时的情景：“演出

结束，观众起立鼓掌。那是包

头话剧人第一次享受观众起

立鼓掌的待遇。”而在此之前，

剧院很多演出的境遇并不被

看好，“台上的演员往往比台下的观众还要多，

以至很多演员演出完都不好意思出来谢幕了。”

阿云嘎说，《触不到的恋人》的成功，让他和同事

们看到了希望。“包头人并不是不爱戏剧，他们

需要的是真正优秀的戏剧，需要贴近他们生活

的表演。”有了第一部作品的成功，内蒙古话剧

院又陆续推出了《触不到的恋人2》《九月九的

九儿》《你好，爱情》等多部小剧场话剧，为当地

培养了一批固定的话剧观众，实现了市场与观

众口碑的双赢。阿云嘎向记者表示，他希望通

过每年举办戏剧节的方式，让更多新的作品、新

的戏剧方式能在包头上演，使包头的观众花很

少的钱就可以在家门口看到来自全国甚至世界

的优秀剧目。“观众不断去看，去受感染、熏陶，

他们就会慢慢形成一种精神文化需求，城市的

精神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元。”

在戏剧节期间举行的中国话剧协会专家座

谈会上，来自全国主要话剧院团的负责人和专

家学者为内蒙古话剧院及各个国有院团的未来

发展之路建言献策。与会者认为，话剧发展，人

才是基础。近年来，话剧人才问题越来越突出，

具体表现为编剧队伍、导演队伍、演员队伍已经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青黄不接的现象，各院团原

有的资深编剧、导演、演员年龄老化，或退休或

接近退休年龄，或分流转向入影视剧表演，中青

年优秀话剧人才的成长较为缓慢，业务骨干的

水平有待提高，一流编剧、导演、演员匮乏，急需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这种现象长此以往将影响

各院团的业务建设，危及中国话剧的发展。此

外，与会者建议，院团要注重精神建设。艺术质

量是院团工作的首位，应坚持项目为王、剧目为

王。艺术不能脱离社会、不能脱离生活，否则必

被淘汰。 （徐 健）

在色彩斑斓、硕果累累的季节，中央

民族歌舞团一年一度的秋季演出季如期

而至。9月中旬，中央民族歌舞团精心打

造的中国少数民族精品音乐会第二季

“一带一路”追梦系列——《青甘宁》闪耀

登场，就此正式拉开了中央民族歌舞团

2015“光荣绽放”秋季演出季的序幕。

《青甘宁》音乐会大量启用青年作曲

家团队，在采风的基础上提炼、加工，大

胆创新，创作出了大量以青海、甘肃、宁

夏三省区“花儿”为主体的西北乐曲，搭

配来自田野的原生态歌手淳朴地道的

“花儿”唱腔，让传统与时尚相融，为广大

观众奉上了一场具有浓郁西北“花儿”特

色的民族风情音乐会。

由于“花儿”最早产生于山间田野，

造就了它无拘无束、临场发挥的特

点——这既是民间“花儿”的魅力之所

在，也为把它搬上舞台增加了难度。中央

民族歌舞团的采风组来到青海互助土族

自治县向土族人民学习，同时收集和整

理土族民间音乐。他们碰到了人称“酸奶

奶奶”的土族原生态歌手祁永秀，这是一

位60多岁的土族妇女，已经唱了50多年

“花儿”了，形成她个人特有的风格,她的

故事和歌声深深打动了大家的心。团长

丁伟介绍，在音乐会排练初期，这些民间

歌手初登舞台都有些不适应，在排练中

相互调整才逐步适应了舞台演出。

舞台上，“酸奶奶奶”的歌声嘹亮悠扬、

质朴归真，令人回味无穷。爽朗大方的土族

嫂子白桂玲独特的嗓音条件和土族人特有

的禀赋天性，使她的“花儿”犹如天籁般充

满了无限韵味。来自宁夏的山花儿传承人

王德勤演唱流畅而细腻，还玩得一手好口

弦。来自甘肃的东乡族歌手马二洒在全场

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当场即兴创作一曲。

中国传统少数民族歌舞晚会《我们

的田野》则把那些带着温馨回忆、依然闪

烁着绚丽光彩的传统节目再次奉献给广

大观众，也借此向经典致敬，如朝鲜族伽

倻琴弹唱《春天来了》、维吾尔族舞蹈《顶

碗舞》、苗族舞蹈《踩鼓》、傈僳族舞蹈《阿

迟目刮斗嘎来》、蒙古族歌唱家其木格的

长调、维吾尔族歌唱家肉孜·阿木提的

《阿娜尔汗》等等,都是经过市场的检验、

观众的评判保留下来的节目。

在“一带一路”追梦系列暨中央民族

歌舞团青年艺术家系列——阿地力独奏

音乐会《梦幻新疆》上，演奏家阿地力用

他那炉火纯青的演奏技巧、炽热如火的

演奏激情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阿地

力分别用艾捷克、哈密艾捷克、都塔尔等

新疆乐器，为现场的观众演奏了多首维

吾尔族经典曲目，让观众了解了十二木

卡姆、感受了《新疆之春》的魅力、感悟到

《光明行》的力量、领略了《新疆之春》由

小提琴独奏曲改编为艾捷克独奏曲的奇

妙节奏。整场音乐会在新疆传统音乐中

融入现代元素，电声乐队、摇滚音乐等时

尚音乐方式通过再创作，有机与民族音

乐结合，产生了非同凡响的现场效果。

时逢中秋，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民族

乐队和青年合唱团共同为观众奉上了一

场充满浓郁亲情的中秋音乐会《桂花开

放贵人来》。此次中秋音乐会特意选取了

多首以月亮为主题的古曲及少数民族民

歌民乐，精彩纷呈，把一份情真意切的月

圆人圆的中秋祝福送给大家。满族歌唱

家、国家一级演员邓玉华也来为这场音

乐会助演。她与主持人刘家熙等表演了

一家祖孙三代的温馨和睦，感动了全场，

并一起为观众带来那首经典的《映山

红》。节目的间隙设计了猜灯谜的互动环

节，带动了现场观众的参与。

朝鲜族歌唱家蓝剑的独唱音乐会

《蓝能可贵》是秋季演出季的亮点之一。

蓝剑的歌迷、朋友专程从各地赶来，与蓝

剑共同进行一次音乐之旅。蓝剑用美声

的方法、民族的韵味、通俗的感觉、戏曲

的板眼演绎了多种风格、多个民族的特

色歌曲。蓝剑出访过世界各地30多个国

家和地区，是中华文化的传播使者。在多

年的艺术追求中，他深入基层，到少数民

族同胞聚居的边远山区为百姓演出。足

迹遍及祖国的高原边防、海岛礁堡；在抗

洪、非典、民族节庆，都把歌声送到第一

线，送到少数民族同胞的心中。作为演出

嘉宾的德德玛为观众们带来了《美丽的

草原我的家》《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等

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他们以母子合唱

的方式对老歌进行了全新的演绎。几位

神秘的嘉宾更是特意来为蓝剑送上一份

深情满满的礼物，他们是蓝剑多年来资

助的96位各族孩子

的代表。几位孩子的

到来，也让观众从另

一个侧面解读到蓝

剑的“蓝能可贵”。

壮族器乐演奏

家雷滢音乐会则为

听众带来了独弦琴

艺术独一无二的荡

气回肠、酣畅淋漓

的视听盛宴。

独弦琴又称幸

福之弦，是京族古老

的民间弹奏乐器，流

行于广西的北海地

区。它的造型别具一格，是泛音演奏乐

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富有浓郁的南

国风情。雷滢是目前为数不多的能够演

奏独弦琴的演奏家，她以娴熟的演奏技

巧、独特的演奏方式，与多位艺术家一

起，带领观众行走于沙滩椰林、南国水

乡，感受草原的豪情、边疆的风貌、楼兰

的神秘，倾听大自然的奇妙乐曲，为观众

打造了一次独一无二的音乐之旅。

据了解，雷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独

弦琴的发展和创新，她将独弦琴这一少

数民族传统乐器与现代时尚流行的音乐

元素相结合，开创了新的演奏手法，并区

别于传统，创造了全新的独弦琴音乐形

式。雷滢2001年加入女子十二乐坊，以

流行音乐形式演奏中国音乐。在当晚的

音乐会中，第一代女子十二乐坊的成员

也来为雷滢助阵，演奏了多首经典曲目。

9月 28日晚，中央民族歌舞团少数

民族青春歌舞秀《色香味全》在民族剧院

带领观众一起感受56个民族中最绚丽的

颜色和最醇正的味道。此次歌舞秀在传

统少数民族歌舞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

创新与改编，融入了多种现代舞台元素，

打造了一个跳动的五彩斑斓的画面。《高

原》《葡萄架下》《蒙古骏马》《花香裙雨》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灿》《双》《叼羊》

《猜调》等涵盖藏、蒙、维、回、壮、傣、哈萨

克等民族的经典歌舞节目轮番上演，炫

目的灯光、动感的韵律、婀娜的舞姿、流

动的队形，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彩和

独特在精美的舞台表演中一一呈现，尽

显浓郁的民族特色和蓬勃的时代精神。

吹奏乐演奏家、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

前“轮回”乐队主唱吴彤重返舞台，和大

提琴演奏家关正跃合作的一曲《燕子》唱

得柔情似水，而新创作的古曲《将进酒》

张力十足，苍劲高亢，博得了全场雷鸣般

的掌声。

10月 7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

歌舞团土族大型歌舞诗《彩虹部落》上

演。《彩虹部落》立足于源远流长的土族

民族文化土壤，取材于波澜壮阔的历史

画卷。在跌宕起伏的历史沿革链条中，撷

取了土族发展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

几段精彩、悲壮、辉煌的故事，以序幕（比

武招亲）、策马西迁、喋血昂城、兴国安

邦、多彩丝路、赤岭相会、彩虹家园和尾

声（盛大婚礼）八个场景，生动再现了土

族历史变迁及民俗风情。

10月11日上演的四川省阿坝州民族

歌舞团的歌舞晚会《故乡多彩阿坝》是秋

季演出季的最后一场。演出以“文化阿

坝，美丽家园”为主题，紧紧围绕阿坝州的

地域文化、民族风情、魅力山水、感恩情愫

的独特元素，充分体现出阿坝州独特的文

化优势，艺术地展示阿坝州精神家园的艺

术个性，传递出阿坝州的生态之美、人文

之美、风情之美、和谐之美。通过歌、舞、

诗等舞台表演，描绘出新阿坝的欢乐、祥

和、安宁。

（民 文）

民族歌舞2015秋季绽放北京舞台

话剧《秘而不宣的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