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执行主编：范永 责任编辑：许素红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2年12月8日 星期四 / 文艺评论 /

文艺
评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守中华文化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场 书写新时代新生活书写新时代新生活
◎◎何燕敏何燕敏

党的二十大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
报告中多次提到了“文化”，在第 8部分“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
煌”中 ，对未来我国文化建设做出了系统阐
述，提出具体要求。我作为一名文艺工作
者，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深感未来任重而道
远，只有踔厉奋发，在时代的召唤中踏实耕
耘，才能不负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
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新时
代，党领导人民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
了重大成就，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这给我们艺术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素
材，我们要满怀深情地把中国人民在伟大实
践中的一个个生动故事，塑造成具有充满时

代感召力的艺术作品，这是我此时最想表
达的心愿。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要求：“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
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
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
事，文艺工作者必须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
紧跟时代的创新创造能力。不具备这样
的能力，文艺作品就不会有感召力，文艺
作品的感召力一定是由思想高度和艺术
创造的高度共同构成的。要想讲好中国
故事，创作者既要不断加强自身对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学习，
也要不断深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向
生活学习，向人民学习。我们的作品既要

塑造历史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更要
塑造当代生活中自强不息的人民。这样
的作品才能展示出一个充满历史主动精
神又具有智慧和力量的可信中国；这样的
作品才能引导人们知史爱国，自信自豪；
这样的作品才能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蓬勃的朝气和追梦圆
梦的时代样貌。

我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多年来始终
把坚持主旋律创作当成自己追求的目
标。回顾这十年，我2012年创作表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无限热爱内容的歌舞诗剧《呼
伦贝尔大雪原》；2013年创作以中华传统
历史文化为内容的歌舞诗剧《红山之光》；
2015年创作以阿尔山三角山哨所边防英
雄为题材的音乐剧《相思树》；2017年创作
以环境保护为题材的寓言舞剧《库布其》；

2019 年创作以内蒙古骑兵为历史题材的
舞剧《骑兵》；2020年创作以民族团结为题
材的音乐剧《阿克苏之爱》；2022年创作以
乡村振兴为题材的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
活》等一系列舞台剧作品，我十分感慨并深
刻体会到一名文艺工作者只有把自己的视
角和情感融入人民，把思想和创新融入艺
术创作，把责任和追求融入伟大的时代，才
能让作品展现出巨大的精神能量，才会让
人民真正喜爱。

我想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以美沟通
心灵，以诚记录时代的，只要我们心中有担
当，坚持不懈用创新的艺术语言表现新时
代的发展变化，我们文艺工作者就一定会
在新时代有新的作为。

（作者系国家一级导演、内蒙古舞蹈家
协会主席）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
族的未来和希望。只有把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金种子”从小根植在每个
孩子的心田，未来才能收获中华民族大
团结的硕果。2022年 8月，由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自治区文联组织编写、中国少
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石榴籽绘本丛
书》，是自治区探索民族团结教育从娃娃
抓起的示范性成果。

《石榴籽绘本丛书》精心挑选了 12
个民族团结的经典故事，图文并茂地向
孩子们描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
史发展脉络，让孩子们从一个个生动有
趣的民族团结故事中、一幅幅惟妙惟肖
的插图配画中，潜移默化地感悟民族团
结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这些深刻的
道理。

该丛书用《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
藏》这两个汉唐时期的和亲故事，阐明了
数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游牧民族与农
耕民族间通过姻亲方式亲密合作、互通
有无，形成了骨肉相连、唇齿相依的民族
关系的史实。两位名留青史的和亲公
主，在与兄弟民族紧密结合的过程中，成
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使者，成为向兄
弟民族传播团结友爱精神和先进文化技
术的使者，受到各族人民的共同尊敬和
爱戴。该丛书用《胡服骑射》这个战国时
期的故事，阐明了学习使人进步的道理
和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生命
力所在。孩子们通过学习这个故事，明
白骄傲自大的抱残守缺只能使自己落后
挨打的道理，从而领悟中华民族敏而好
学、见贤思齐的优良传统，深刻认识正是
各民族相互学习借鉴、不断交往交流交
融，才能共同缔造灿烂多彩的中华文化。

该丛书用《凉州会盟》《土尔扈特万
里东归》这两个元朝和清朝时期的故事，
阐明了各兄弟民族共同维护祖国统一、
共同铸就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的史实。《凉州会盟》
的故事，展示了中华先贤们以民为本的优秀品质、依靠互
相尊重和真诚沟通来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化干戈为玉帛的
政治智慧。《土尔扈特万里东归》的故事，展示了中华儿女
心向祖国的赤诚情怀、中华民族历久弥坚的民族向心力和
凝聚力。孩子们把这样精彩的故事装在心里，在读到闻一
多先生的《七子之歌——澳门》时，就会产生深深的心理共
鸣，就会感受到那一声声“我要回来”表达的是怎样的爱国
情感，就会知道自己肩负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是多
么伟大和光荣。

该丛书用《瓦氏夫人抗倭》《锡伯族万里戍边》这两个
明清时期保家卫国的故事，阐明了兄弟民族团结抗敌的爱
国主义精神。我们伟大祖国的辽阔疆域是各族人民繁衍
生息、繁荣发展的共同家园，绝不容许外敌侵略我们的国
土、蹂躏我们的家园、奴役我们的人民。在保家卫国的光
荣义务上，没有民族之分，甚至也没有男女之别，瓦氏夫人
就是勇担抗击倭寇重任的巾帼英雄。锡伯族戍边将领面
对新婚妻子“咱们可以不去吗？”的提问，坚定地回答：“服
从命令是战士的天职。我们不去，漫长的边境线谁来守
卫？边疆的百姓谁来保护？”这些故事告诉孩子们，爱国主
义不是难懂的大道理，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孩子们把这
样的答案装在心里，在读到李大钊先生的“中国是中国人
的中国，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的话语时，才
能切实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情怀。

该丛书用《彝海结盟》《半条被子》《骑着毛驴上北京》这
3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故事，阐明
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鱼水情深的深厚感情。红军长征
途中，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民族地区与各族人民并肩战斗，红
军将士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与各族人民
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各族人民正是从红军将领和普通
战士的言行中深切感受到“红军是给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

“共产党和人民血脉相通、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新疆于田
的库尔班老大爷有着和“白毛女”一样的悲惨遭遇，被旧社
会的财主老爷们欺负成无家可归的“野人”。共产党和解放
军帮他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妻子和女儿，又分给他生产生活
资料，让他真正成为自己新生活的主人。对共产党和毛主
席的感激之情，是驱动库尔班老大爷几次三番要骑着毛驴
上北京的主要动因。这个故事让孩子们切实感受到共产
党、毛主席和各族人民的心是紧紧连在一起的。而这正是
各族人民拥护党的领导的根本原因。

该丛书用《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这两
个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族人民共同投身现代化建设和携手
共渡难关的故事，阐明了新中国各族人民“兄弟齐心，其
利断金”的道理。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现
代化建设的，“一五计划”时期的包钢建设项目，是举全国
之力在民族地区建设的大型国家工程，也是民族大团结铸
就的工业成就。包钢建设项目的成功，体现了党领导各族
人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体现了
中华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同开创幸福生活的
凝聚力和创造力。3年困难时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政
府收养的三千名孤儿“因为粮食不足，面临营养不良、疾病
甚至夭亡的威胁”时，是内蒙古数千名像都贵玛一样的额
吉们尽心尽力地抚养了这些“国家的孩子”。这些生动的

民族团结故事，帮助孩子们理解国家
对于我们每个人意味着什么！知道了
这样的故事，当孩子们再次唱起“我们
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时，心里一
定会感受到祖国各民族大团结的温馨
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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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牧骑是享誉国内外的草原文艺轻骑兵。
1957年 6月 17日，内蒙古草原上诞生了第一支乌兰
牧骑队伍——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2022年是乌
兰牧骑成立65周年，60多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
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
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
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骑在为人民
服务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所积累的实践经
验以及所彰显的时代价值值得珍惜和弘扬。

一 .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

概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一是始终传递党的
声音和关怀。始终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是乌兰牧骑
的基本任务。“1956年 6月，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试
点队和试点工作组乘坐马车，携带乐器、服装等，到
全旗各地巡回演出。乌兰牧骑试点队所到之处，通
过报告、座谈、说唱好来宝、放映幻灯片、借阅图书、
展览图片、广播等宣传形式，突出宣传牧业政策和抗
旱、保畜、饲养管理、植树造林、保护和利用水源等内
容。”2022年 7月，赤峰市翁牛特旗乌兰牧骑开展“礼
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庆“七一”颂党恩惠民演出活
动。活动期间，翁牛特旗乌兰牧骑先后到广德公镇、
其甘嘎查白音诺尔小组演出。翁牛特旗乌兰牧骑将
精心编排的《奶酒香飘北京》《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
阳》《高尤玛》等节目献给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欢庆中
国共产党的生日。

在乌兰牧骑的成长历史上，内蒙古自治区苏尼
特右旗乌兰牧骑、翁牛特旗乌兰牧骑是成立较早的
两支队伍。截止目前，乌兰牧骑已由创建初期的苏
尼特右旗和翁牛特旗2支队伍21名队员，发展到今
天的 75支队伍 3500多名队员。新时代，乌兰牧骑
队员们继续扎根生活沃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让党的声音在基层广泛传播，让党的政策在基层落
地，让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二是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基层服务。坚持
为人民服务、为基层服务是乌兰牧骑的初心和使
命。20世纪 50年代，基层文化生活贫乏，特别是牧
区分散居住的广大牧民，长期看不到戏剧、电影、文
艺演出。鉴于此，1957年 5月初，内蒙古自治区文化
局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半农半牧区的实际，提出“建立
一种装备轻便、组织精干、人员一专多能、便于流动
的小型综合文化工作队。”

队伍建成以后，乌兰牧骑的演出舞台“是草原、
是嘎查、是蒙古包，甚至是牛羊圈。它的观众是农牧
民、是基层的人民群众。观众多则几十个，少则三五
个，即使只有一个观众，乌兰牧骑同样要饱含激情地
跳好每一支舞、唱好每一支歌！”人民在哪里，乌兰牧
骑的舞台就在哪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演出
条件多么艰苦，乌兰牧骑为人民服务、为基层服务的
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三是始终发扬甘于奉献、勇于创新的精神。甘
于奉献、勇于创新是乌兰牧骑精神的重要体现。乌
兰牧骑从诞生那天起，就把服务到放牧点、服务到蒙
古包、服务到田间地头作为演出地点。无论是牧场
营地演出、田间地头放歌，还是奔赴边防哨所、踏遍
漫长国境线，抑或是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长途跋涉
的全国巡回演出，乌兰牧骑甘于奉献、勇于创新的精
神始终铭刻在每一位队员心中。

“演出、宣传、辅导、服务、创新”是乌兰牧骑综合
功能的直接体现。翻阅《乌兰牧骑回忆录》一书，老队
员荷花回忆到：“20世纪50年代，我们乌兰牧骑队员，
除了为农牧民演出文艺节目外，还有一项任务是帮助
他们搞生产建设。我们不给牧民老乡增添负担，自己
开火做饭。公社让我包了500只羊，放500只羊可不
是件轻松的事，既要让羊吃饱，又要让羊喝饱。我用
木桶从井里一桶一桶往上提水饮羊。除了放牧，我还

要兼顾一些其他工作。”互联网时代，为大力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上乌兰牧骑”随之诞生，“网
上乌兰牧骑”借助现代化网络技术，把乌兰牧骑的经
典剧目、优秀节目制作成小视频等音像制品，通过互
联网平台及时推送，扩大了乌兰牧骑的品牌影响力。

二 .乌兰牧骑的实践经验

总结乌兰牧骑的实践经验，一是明确方向，牢固
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文
艺观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1989年 2月 17日，中
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中提
出，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
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长期稳定
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根本保证。乌兰牧
骑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创作了《顶碗
舞》《草原儿女爱延安》《团结之歌》《永远的乌兰牧
骑》等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
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是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奋进新时代的宝贵经验，也是
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关键。乌兰牧骑在
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实践中，以实际行动诠释着社
会主义文艺就是人民的文艺这一本质。

二是不忘初心，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奋斗目标。“美好生活不仅是指更高水平的物质
生活，更是意味着精神生活的高品位。”实践证明，乌
兰牧骑在演出中做到了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
心，乌兰牧骑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践行着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1964年 11月 26日，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
艺观摩会演在北京隆重开幕，内蒙古乌兰牧骑代表
队参加开幕式。12月31日，周总理接见了乌兰牧骑
全体队员。周总理称赞乌兰牧骑是社会主义的新生
事物。要求乌兰牧骑要走向全国，到全国各地去巡
回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把乌兰牧骑精神带到全国
去。”1965年，乌兰牧骑开展全国巡回演出，3支乌兰
牧骑代表队深入基层，服务百姓，巡回演出走遍全国
28个省市自治区，演出600多场，宣讲30多场，为各
族人民群众送去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增强了文化交
流，促进了民族团结。

三是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实事求是，通常是指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实事求是
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石。现实生活
中，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
愿望出发。乌兰牧骑是党的文艺方针同内蒙古自治
区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组织了工作组，到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进行了为期3
个月的调查。工作组经过调查研究后一致认为：“鉴
于牧区、半农半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和居民点及
其分散的种种特点，要使农牧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丰富
起来，必须建立一种装备轻便、组织精干、人员一专多
能、便于流动的小型综合文化工作队。”值此，乌兰牧
骑诞生了，这种结合地区实际的做法，符合了事物发
展的内部规律，也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三 .乌兰牧骑的时代价值

乌兰牧骑的时代价值，一是不忘初心，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服务意识。“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以及社会变

革的决定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源于人民、
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
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
艺。”文艺创作就应该反映好人民心声，真正做到以
人民为中心。60多年的光辉历程，显示了乌兰牧骑
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乌兰牧骑在基层实践中，
始终把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作为演出的出发点，始
终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换而言之，文艺只
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发展、顺应人民群众意
愿、反映人民群众关切，不断进行生活积累和艺术创
作，才能不断推出文艺精品，进而彰显文艺作品的时
代价值。

二是牢记使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担使命，就是要牢
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
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内核，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
实践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
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
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60多年来，乌兰牧骑深入基层
演出，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
新时代，乌兰牧骑将继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
创作导向，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撑。

三是求真务实，坚持文艺创新发展理念。“坚持一
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
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
质。”“求真务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核心内容，也
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是
党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的根本保证。”

根据乌兰牧骑老队员乌国政的回忆：“上个世纪
50年代，在内蒙古大草原，大型文艺团体下不来、走
不动，旗文化馆有时下去搞点活动，主要限于辅导，
远远不能适应客观要求。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不能
按照老一套的做法，必须代之以适应实际情况、又能
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做法。”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
变的，变化就是发展，发展就是创新。乌兰牧骑艺术
节、乌兰牧骑文艺精品创作工程、网上乌兰牧骑等不
同形式的呈现，体现出乌兰牧骑不断创新发展的理
念。

四是增强“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所谓认同，是指个人对自我的一定社会身份的理
性确认，是个体在一定的社会中保持行为能够具有持
久动力的根源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
的是“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
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
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是
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乌兰牧骑已经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已经成为促进各民族团结
进步的力量源泉。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新时
代，乌兰牧骑将继续把多民族文艺要素融入到作品
创作之中，增加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共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总体而言，乌兰牧骑已经成为全国文艺战线的一
面旗帜，60多年的光辉历程，乌兰牧骑所形成的优良
传统、所积累的实践经验以及所彰显的时代价值，已
经成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激励着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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