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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夕照，胡杨如金，一顶蒙古包升起袅

袅炊烟。牧民们围坐一圈，两名舞者在其间翩

翩起舞，马头琴声回荡在天地之间。舞姿飘

逸，乐声悠扬，歌声空灵，远方仿佛传来了阵阵

驼铃……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的阿拉

善盟。此时，阿拉善盟乌兰牧骑队员们正为牧

民表演舞蹈《金驼梦》。

一舞终了，掌声雷动。这支舞蹈的创作

者、阿拉善盟乌兰牧骑演员金格日勒，终于可

以坐下来，为我们讲述乌兰牧骑的故事了。

“你们来了，就像干旱的
草场迎来了雨”

1986 年，17 岁的金格日勒成为一名光荣的

乌兰牧骑队员。36 年来，他累计行程 26 万多公

里，走遍了阿拉善 31 个苏木乡镇、100 多个嘎查

村，最多时每年演出 240 余场，一年中 1/3 时间

都在农牧区下乡演出。

乌兰牧骑，意为“红色的嫩芽”，后被引申

为“红色文艺轻骑兵”，是适应草原地区生产生

活特点而诞生的文化工作队。在内蒙古自治

区，共有 3500 多名乌兰牧骑队员，他们与金格

日勒一样，从草原到戈壁，从兴安岭到黄河岸，

常年活跃在基层一线。

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是乌兰牧骑的常

态。金格日勒是土生土长的阿拉善人。这里气

候干燥，常年风沙大，下基层演出时，风大阻路、

车陷沙中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地广人稀的内蒙

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牧民的聚居点动辄距离上

百公里，乌兰牧骑队员们往往一下基层就是十

几天甚至几十天，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常年

深入基层，个中艰辛难以想象。一代代乌兰牧

骑队员们始终默默坚持，哪里有牧场，歌声和舞

蹈就到哪里。

十几年前的一天，金格日勒和队友来到阿

拉善盟额济纳旗演出。牧区没有像样的演出场

馆，他们就把大巴车作为背景，露天表演。演出

进行到一半，风突然大了起来，裹挟着黄沙，吹

得人睁不开眼睛。“有队员问我，要不要停下

来？”金格日勒知道，这风一刮可能就是一天一

夜，如果推迟演出，难免会耽误后面的演出进

程。看着牧民们期待的目光，他当即决定，“坚

持！”乌兰牧骑队员们迎着狂风放歌起舞，风沙

越疾，他们的舞蹈越刚劲有力，风声越大，他们

的歌声越高亢动情。金格日勒回忆：“演出结

束，大家身上像是穿了一件沙子做的衣服。”

今年初春，阿拉善盟乌兰牧骑小分队来到

阿拉善右旗，一演就是半个月。26 岁的小分队

队员布日德，从小在城里长大，这是他第一次

深入牧区这么久。时间一天天过去，网络不

畅，路途漫长，年轻的队员有些吃不消。“平均

每天演出四五场，每场之间几个小时的车程，

连续十几天，不疲惫是不可能的。”同在小分队

的金格日勒看出了布日德的不适应。他告诉

布 日 德 ：“ 这 是 每 个 乌 兰 牧 骑 队 员 都 要 经 历

的。下次演出时你仔细观察，牧民们的眼神中

有一种力量，会驱散你的疲惫。”

渐渐地，布日德明白了金格日勒所说的这

种力量。“我们来到一个老牧民家里演出，我们

刚下车，天空就飘起了雨点，这在春天的阿拉

善盟是很少见的。”这位牧民居住的地方，方圆

几公里只有他一家人。布日德至今还记得老

牧民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你们来了，就像干

旱的草场迎来了雨，这是我最幸福的一天。”那

天演出，布日德格外用心。演着演着，老牧民

的眼中泛起了泪花。看着流泪的牧民，布日德

也鼻子一酸，歌唱的嗓音也变得哽咽。布日德

说：“环境越艰苦，就说明这里的人越需要我

们，我们就越要把欢乐和艺术带到这里。”

“直到今天，那奶茶的香
气还留在我的心扉”

多年过去了，队员们第一次在牧民家中过夜

的情景，金格日勒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冬

天，演出结束后已是傍晚，距离下个演出点还有

约 6 个小时的路程。“老额吉执意留我们住下来，

我们几个队员在一个蒙古包里挤着睡。”夜深了，

蒙古包外寒风呼啸，老额吉把炉子烧得旺旺的。

第二天清晨，老额吉熬了一锅热热的奶茶。“直

到今天，那奶茶的香气还留在我的心扉。”

队员们临走时，老额吉提出了一个请求，她

想听一首传统的蒙古族民歌。但此时小分队中

的歌唱演员正在另一个嘎查村演出。“老人说，

我们走后，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次相见。”看着老

人期盼的眼神，舞蹈演员出身的金格日勒拿起

话筒，和队员们齐声高唱起来。“唱完后，老人拉

着我们的手，不住地说‘我们的乌兰牧骑’！”

群众需要什么，乌兰牧骑就要演什么。自

1957 年第一支乌兰牧骑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

旗成立以来，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这支“红

色文艺轻骑兵”的不变信条。为满足群众多样

的文艺需求，“一专多能”成为乌兰牧骑队员的

必备素质。金格日勒说：“能唱能跳，能演会

排，懂器乐会主持，这是我们对每名队员的要

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演员数量有限的情

况下，演出时不留遗憾，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曾有人质疑：“如今网络发达，给牧民的线下

演出还有必要吗？”金格日勒认为，只有到最基

层，才能与农牧民产生更直接的交流。“对乌兰

牧骑队员而言，演出是情感的沟通、心灵的沟

通。对居住极为分散的牧区群众而言，面对面

的演出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文艺演

出，每次下基层，乌兰牧骑队员们还会积极参加

志愿服务，送书送药放电影，修车喂马剪羊毛。

“乌兰牧骑不仅是文艺队，也是宣传队、服务队。”

不深入基层，不了解基层，就无法创作出

鲜活的好作品。广阔天地，既是乌兰牧骑队员

们喜爱的舞台，也是创作灵感的无尽源泉。骆

驼的步态，胡杨的摆动，牧民赶羊的动作，都是

动人的舞姿。风吹动沙丘，牧民挥动鞭子的声

音，都是美妙的音符。通过将专业知识与农牧

民日常生产生活相结合，近年来，阿拉善盟乌

兰牧骑创作了音舞诗画剧《天赐阿拉善》、民族

音 乐 剧《阿 拉 善 传 奇》、蒙 古 剧《萨 吾 尔 登 情

缘》、话剧《东风呼啸起》、舞蹈《卫拉特舞韵》

《美丽的科泊尔》《美》、原生态器乐组合《戈壁

汉》、歌曲《爱的承诺》《爱在阿拉善》《再唱赞

歌》《等你回家》、小品《心锁》《空巢老人》等一

系列优秀作品，深受当地农牧民的喜爱。

“我会坚持把好作品送到
农牧民身边”

演出之余，金格日勒经常带着年轻的乌兰

牧骑队员看望一位老人，今年 79 岁的罗莫日

根。罗莫日根曾是阿拉善盟乌兰牧骑的前身

——阿拉善盟民族歌舞团的团长，也是金格日

勒加入乌兰牧骑后的第一个老师。

“我经常带他们下乡。”那时，小儿子尚在

襁褓之中，下乡演出时，罗莫日根就把孩子带

在身边，“演出忙，队员们就轮流帮我带孩子。

有一次实在忙不过来，演出结束后，发现孩子

靠着手风琴睡着了。”

罗莫日根年轻时，下乡演出的条件比现在

要艰苦得多，“团里只有一辆卡车，还总坏。我

们下乡时，都是队员骑着骆驼，马车上装着乐

器，一走就是好几天。3 月份开春时出发，8 月

份才能回来。”在罗莫日根的记忆中，很多牧民

此生也许只有一次机会看到乌兰牧骑演出，所

以队员们都特别卖力，能多演一场就多演一

场，能多走一家就多走一家。

“老团长对艺术的追求深深影响着我们”，

金格日勒说，“连续几十场演下来，歌声不减

弱，舞姿不走样。老团长常说，要把每场演出

都当做第一场。”

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金格日勒担负起了培

养人才的任务。额日登塔娜，是金格日勒最得

意的学生之一。2007 年，额日登塔娜从阿拉善

盟右旗乌兰牧骑来到阿拉善盟乌兰牧骑，开始

跟着金格日勒学习舞蹈编排。

“年轻队员对艺术的理解也在影响着我

们。”金格日勒说，“现在演出条件好了，队员们

外出学习交流的机会也多了，每个人提升的速

度都特别快。”

额日登塔娜告诉我，现在，年轻的乌兰牧

骑队员在坚持深入基层的同时，也会积极参加

各类培训和比赛，提升业务素质。“有时候，老

师还要跟我请教呢！”2016 年，额日登塔娜前往

国外进修，研究方向是民族舞蹈理论。“我希

望，乌兰牧骑能够走向更辽阔的舞台，向全世

界展现中国形象，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如今，她已经成为阿拉善盟乌兰牧骑编创室主

任，与金格日勒共同创作的《美丽的科泊尔》等

节目获得诸多奖项。

几十年深入基层，让金格日勒印象最深的，

就是许多农牧民群众看到印有“乌兰牧骑”字样

的红旗时雀跃的样子。“多年前，乌兰牧骑的前

辈们骑着马、赶着勒勒车，从一个蒙古包到另一

个蒙古包，所到之处，观众们也是欢欣雀跃。”

2019 年，《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条例》正

式颁布实施，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乌兰牧骑的

事业发展。从勒勒车到卡车，再到为所有乌兰

牧骑统一配备的大客车……如今，乌兰牧骑的

演出条件越来越好，演出形式越来越丰富，覆

盖的农牧民数量也越来越多。“罗团长那个年

代，几个月才能跑遍的区域，我们现在半个月

就能覆盖到。”额日登塔娜说。

近年来，在金格日勒的指导下，阿拉善盟乌

兰牧骑推出的大型民族歌舞晚会《驼乡的祝福》

《金色阿拉善》等已成为阿拉善盟文化艺术领域

的“金字招牌”。此外，金格日勒还多次担任内蒙

古自治区文化使者，将民族文化传播到世界舞台。

“无论身在何方，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心一

直牵挂着茫茫瀚海，牵挂着戈壁上生活的农

牧民。我会坚持把好作品送到农牧民身边，一

直到我走不动的那一天。”金格日勒说。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乌兰牧骑—

扎根基层 为农牧民服务
本报记者 翟钦奇

在近期闭幕的“第十

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

杂技比赛”中，中国杂技团

的《逐 风 者·男 子 集 体 车

技》节目荣获金奖。这是

中 国 杂 技 团 第 九 次 荣 获

“金菊奖”。

《逐风者·男子集体车

技》创作者聚焦新时代奋

斗者，以“逐风者”为形象，

刻画新时代中国人民踔厉

奋发的精神风貌，用杂技

语言展现昂扬的精神、高

远 的 志 向 和 向 上 向 前 的

生 命 状 态 。 意 气 风 发 的

“ 逐 风 者 ”，既 是 面 向 未

来 、引 领 潮 流 的 技 艺 达

人 ，也 是 志 存 高 远 、勇 往

直前的时代弄潮儿，更是

砥砺前行、创造历史的平

凡英雄。

近年来，中国杂技团

坚持守正创新，追求“高精

尖”的创作原则，通过技艺

本体、装置道具等艺术呈

现 的 创 新 ，进 行“ 别 开 生

面 ”的 创 作 实 践 。《逐 风

者·男 子 集 体 车 技》是 一

次 颠 覆 传 统“ 车 技 ”表 演

的 艺 术 实 践 ，在 技 术 难

度、行进速度和控制精度

等各个维度上，充分体现

出创意之美。

在同类作品中，这个

节目率先打破女演员集体

表演程式，采用男演员穿

插翻腾的表现手法，突破

传统“车技”“转圈”式的表

演，在节目一开场就给人

耳目一新的视觉感受。许

多技术动作在“车技”类节

目中都是首次应用。行进

串小翻、行进抖轿子等装

置，也是首次在“车技”类

节目中出现。

演员们通过长期的训

练，在克服自行车拐弯时

运动惯性给技艺稳定呈现

带来难度的基础上，设计

了大量高难技术动作。比

如，传统“车技”为避免撞

车最忌“对向行进”。该节

目第一次应用了“人车对

穿”技术设计，其中，“人跃双车”动作更要在行进中克

服跨度、高度和宽度等一系列高难条件。背翻 720 度、

背上前翻 540 度、站四节等，也是首次在“车技”类节目

中亮相的高难技术。

艺术精度依靠扎实的基本功。节目中腰、腿、顶的

呈现，巧妙自然、轻松自如，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实则是

建立在强大基本功基础之上精准而默契的配合。节目

中的骑行演员对自行车的精准掌控，也是经过认真打

磨掌握的高难技艺。他们不仅要控制好车速和自行车

的稳定性，更要精准地控制好自行车之间辗转腾挪时

的微妙车距变化，为下叉、对穿、跑背等技艺的呈现提

供稳定的配合与支撑。节目还改变了传统“车技”的慢

骑行状态，用流畅的快速表演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力。男演员们帅气的力量感和潇洒感，淋漓尽致地展

现出了“逐风者”们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传递出饱满

的情绪感染力。

值得一提的是，节目突破了传统“车技”类节目的

“攒活儿”状态，展现“真功夫”。中国杂技团早在 1950
年建团之初，杂技表演艺术家金业勤的“车技”类节目

就赢得金牌。经过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接续传承，“车

技”类节目不但成为中国杂技团的保留节目，而且不

断被推陈出新。《逐风者·男子集体车技》的成功，是有

力证明。

中国杂技艺术一直享誉世界。未来，中国杂技团

将到更广阔的赛场和市场中去，用富有创意的中国技

艺，继续擦亮中国杂技这张“文化名片”。

（作者为中国杂技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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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广人稀的内蒙古自治
区阿拉善盟，牧民的聚居点动辄
距离上百公里，乌兰牧骑队员们
往往一下基层就是十几天甚至
几十天，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

几十年深入基层，让金格日
勒印象最深的，就是许多农牧民
群众看到印有“乌兰牧骑”字样
的红旗时雀跃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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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阿拉善盟乌

兰牧骑演出剧照。

图②：阿拉善盟乌

兰 牧 骑 演 员 金 格 日 勒

（右一）下乡演出。

图③：2022 年 8 月，

土默特左旗乌兰牧骑在

基层演出。

图④：牧民在观看

阿拉善盟乌兰牧骑演出。

以上图片均由翟钦

奇提供

制图：赵偲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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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写的阿拉善盟乌兰牧骑，是内蒙古

自 治 区 大 地 上 70 多 支 乌 兰 牧 骑 的 缩 影 。 自

1957 年第一支乌兰牧骑成立以来，一代代乌兰

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不畏艰苦，长期在戈

壁、草原上为农牧民演出。“不漏掉一个蒙古包，

不落下一个农牧民”，是他们的生动写照。

60 多年来，意为“红色嫩芽”的乌兰牧骑，

深扎在生活沃土，根植于广袤田野，在人们的心

田根深叶茂。常年的演出和服务让乌兰牧骑同

农牧民们建立了深厚感情。乌兰牧骑的长盛不

衰印证，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文艺

带着“露珠”和“泥土味儿”，观众便会喜闻乐见，

作品就能永不过时。

天当幕布地为台，乌兰牧骑的舞台何其辽

阔！生活成舞亦入曲，唱不完、演不尽，他们总

是迎着朝阳又出发。

迎着朝阳又出发
王 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