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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行 2021 届毕业生

毕 业 典 礼 暨 学 位 授 予 仪 式

强化组织推动力，推进自治区
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提速提质发展

张世超 ○本期头条 / 赵殿辉 / 文  李  光    赵殿辉  / 图   

	 学习了中宣部、文
化旅游部、国家广电总
局、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
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
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一直在思考一个
问题，即文艺评论究竟应
该有怎样的社会职责和担
当？反思自己近四十年的
评论实践，我认为这项工
作有三个维度，即接受者、
创作者和全社会。面对三
个维度，要有三方面的职
责和担当，一个是辅导，
一个是引导，一个是倡导
即建构。

											一
	 多年前听说过这样一
个故事。有一年，喜剧大
师卓别林到中国来访问，
朋友请他吃特色小吃，他
没有咀嚼就把一个小汤圆
咽了下去。虽然口感润滑，
却觉得有些噎。过后，朋
友又请他吃馄饨，他幽默
地说：“不吃不吃，别看
它长了两个小耳朵，我也
认识它。噎、噎呢。”朋
友很奇怪，就用筷子把馄
饨夹开露出了里面的馅，
请大师吃。卓别林很吃惊：

“原来里面还有内容啊！”

当他细细咀嚼并品出了食
品的美味时，就向朋友“申
请”重新去品尝“那个没
长耳朵的汤圆”。这个故
事说明一个道理，在文艺
欣赏活动中，有许多读者
和观众容易像卓别林吃元
宵那样，对作品囫囵吞枣，
不求甚解，这时，就需要
文艺评论家的辅助工作。	
	 《意见》中提出，
要“开展专业权威的文
艺评论”就是要推进文
艺评论家以其使人信服
的力量和威望，帮助广
大人民群众能够细细品
味各类文艺作品的“滋
味”，避免不解、误解，
甚至曲解其内涵。当然，
要从事“专业权威的文
艺评论”，首先需要评
论家具备三种本领，一
是对特定艺术门类本体
研究的本领，二是对作
品的内容和形式辩证把
握的本领，三是从时代
的特点出发提炼作品价
值倾向的本领。
	 就其艺术的本体研究
而论，评论家如不能深谙
各种艺术门类“质的规定
性”，就很难通过评论工
作辅导欣赏者尽享作品的
美学内涵。如果不能掌握
音乐之所以为音乐的质的
规定性，就很难从音色、
节奏、旋律、和声、曲式、
复调、配器等不同层面
进行真正“懂行”的审美
解读；如果不能掌握美术
之所以为美术的质的规定
性，就很难从平面构成、
立体构成、色彩构成或焦
点透视、散点透视等视角
进行真正“懂行”的辅助
鉴赏；如果不能掌握电影
之所以为电影的质的规定
性，就很难从蒙太奇、剧
本、表演、摄像、美术、
音乐等综合力量的高度进
行真正“懂行”的艺术分
析，如此不一而足。所以，
当人们接受一个作品往往
缺乏“本体论”视角的时
候，就需要真正懂行的评
论家予以有的放矢的辅
导。例如《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对其中“起来，不愿
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
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等歌词所配旋律中的三连
音就没太注意。这样，便

很难充分理解聂耳在救亡
运动如火如荼的历史背景
下为《义勇军进行曲》作
曲时的情感和思想。三连
音，表达的是极不稳定、
极为迫切的一种情绪。所
以将“奴隶的”“我们的”
歌词处理为三连音，才能
够准确传递出这首歌曲的
主题思想。所以，辅助广
大的文艺欣赏者或者艺术
的二度创作者接受或呈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忽略三连音的运用就会形
成艺术的缺憾。因而，要
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文艺评
论家不仅要学术有专攻，
而且还应一专多能。

										二
	 《意见》中强调“要
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坚
持正确方向导向……注重
文艺评论的社会效果，弘
扬真善美，批驳假恶丑，
不为低俗庸俗媚俗作品和
泛娱乐化等推波助澜。”
因而，评论家在艺术欣赏
初级阶段对接受者的“辅
助”重在“言之有物”，
到了中级阶段的“引导”
就重在“言之有据”“言
之有理”了。因为，这既
是与文艺欣赏者的对话，
也是与文艺创作者对话。
	 客观地讲，任何一部
成熟的文艺作品，都是有
层次的。如何引导欣赏者
发掘其重点，攻克其难点，
思考其疑点，感慨其共鸣
点，评价其焦点，是需要
文艺评论家耗费心血且有
独到见解的。这种见解一
定是以社会问题为前提，
以创作者的真实情感为基
础的。
	 获得文华大奖的原创
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
令人瞩目。当有人质疑，
为 了 保 护 384 只 羊，11
岁的龙梅和 9 岁的玉荣饱
受暴风雪的摧残，值得
吗？为什么还要通过艺术
作品再度呈现？显然，这
是现实中许多人的困惑。
然而文艺评论家却可以通
过对全剧逐层的分析，引
导人们正确理解作品的主
题思想。是的，今天的少
年儿童大多是独生子女，
他们像小太阳一样得到长
辈无限度的宠爱，娇生惯
养的“90后”“00后”“10
后”就带有社会的普遍性。
所以，当那些背着书包甚
至还背着儿孙的家长以并
不夸张的动作出现在舞台
上时，一种天天都可以见
到的情景被强调了出来。
继而，当观众看到玉荣被
冻伤了一条腿，姐姐心疼
得背起妹妹时，玉荣的一
个动作便深深打动着人
心。“一只、两只、三只、
四只、五只……”此刻的
玉荣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疼
痛，她念念不忘的是阿爸
临行前的嘱托：“羊群是
公社的，一只也不能丢！”
在此，一个振聋发聩的词
汇便会荡击人心灵：责
任！！！责任！！！培养
孩子们的责任心，是主创
人员的思想诉求，也是全
剧的戏眼。能否引导观众
通过这样的重点领悟作品
的主题思想，就是文艺评
论家的职责和担当。
	 无独有偶。近年，
谭维维的一首《给你一

 本报讯 雨过盛夏，

又到了一年一度送别毕

业学子的时节。7 月 6 日

上午，内蒙古艺术学院

2021 届毕业生毕业典礼

暨学位授予仪式在北校

区演艺厅隆重举行，我校

869 名毕业生即将从母校

扬帆起航，踏上新的人生

征程。

	 校党委书记刘前贵，

党委副书记、院长黄海，

党委副书记赵海忠，党

委委员、副院长赵林平、

蔡广志，副院长孟显波，

学校党委班子成员，学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各

部门和各二级学院负责

人及教师代表、家长代表

一同见证了毕业典礼这

一庄严时刻。校党委副书

记赵海忠主持毕业典礼。

	 典礼上，校党委书记

刘前贵为毕业生代表颁

发了毕业证书、学位证

书。院长黄海作了毕业

致辞。

	 黄海院长首先向圆

满完成学业的同学们表

示热烈祝贺和美好的祝

愿！向为同学们成长成

才倾注心血的老师和家

长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

衷心的感谢！

	 黄海院长在致辞中

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之际，同学们

见证了这一伟大的时代，

这是一个不断变革创新

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

蓬勃朝气的时代，更是

一个奋斗者勇于奋斗的

时代。同学们生正逢时，

我校开展走访慰问
老党员、老干部、困难党员活动

我 校 赵 媛 副 教 授 的 《 书 籍 装 帧 设 计 》 课 程
被 认 定 为 自 治 区 级 精 品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本报讯  在党的百年

华诞到来之际，我校党

委书记刘前贵，党委副

书记、院长黄海，党委副

书记赵海忠，党委委员、

副院长蔡广志等校领导在

学校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的陪同下，分别走访慰问

了我校部分离退休老党

员、老干部。

	 慰问中，校领导们亲

切询问了老同志们的生活

和身体状况，向他们送

上组织的关心和诚挚的祝

福，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

和节日问候，并为党龄超

过 50 年的老党员颁发了

“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

章，为离休老党员、老干

部及困难党员送上了慰问

金。各基层党组织也积极

开展了走访慰问困难党员

活动，向本单位困难党员

送去慰问金和学校党委的

亲切问候。				（组织部）

 本报讯  近日，内

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发布

了《关于公布高校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认定评审

结果的通知》（内教高

函〔2021〕39 号）， 对

2018 年以来立项建设的

136 门高校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进行了评审认定，

其中本科高校 54 门课程

被认定为自治区级高等

学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我校设计学院赵媛副教

授的《书籍装帧设计》

获得认定。

	 2018 年起，自治区

教育厅开始立项建设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我校

共计 8 门课程获批立项

建设，分别是：刘润的

《当代蒙古族题材文学

作品通读》，胡日查的《综

合版画教你如何变废为

宝》，赵媛的《书籍装

帧设计》，师占成的《曲

式与作品分析》，斯琴

的《舞蹈基本功在线训

练课程》，黄珂玮的《畅

学普通话》，荆建设的《中

国画与画论——探秘画

中知识》，刘燕的《市

场营销与创新创业项目

训练》。经过三年的建设、

推广和应用，我校在线

开放课程建设取得了长

足进步，推动了我校课

程新形态改革与建设，

引领课程建设逐步向互

联网 +智能 +技术发展，

将高阶性、创新性和挑

战度在在线课程中体现，

开启了五大类一流课程

建设征程。截止目前，

我校共获批自治区级一

流本科课程 12 门，有力

支撑了我校获批的国家

级、自治区级一流本科

专业的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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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颜色》在媒体上广为
流传。作品只有两段歌
词，前后和中间有三段
道 白， 许 多 听 众 对 其
华阴老腔与现代摇滚
的混搭和谭维维的音色
非常感兴趣，但是对于
道白和歌词的内涵却感
到迷茫，这就需要文艺
评论家的思想引导。“他
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高桌子、矮板凳，都是
木头。”听到第一段道
白，听众就觉得是废话。
“太阳圆、月亮弯，都
在天上”“娃娃一片片，
都在塬上转”，第二段、
第三段道白也让听众不
知所云。然而，当领悟
到废话绝不废的时候，
其深刻性便会令人叹为
观止了。那么，怎样正
确理解这些“废话不废”
的深刻内涵呢，就要以歌
曲与道白的关系为依据，
去挖掘其深刻的主题思
想了，评论家在艺术鉴
赏中的“引导”性由此
可见。“女娲娘娘补了天，
剩下块石头是华山。鸟儿
背着那太阳飞，东边飞到
西那边。”下面的歌词是
鸟儿在飞翔中所见到的
“为什么天空变成灰色？
为什么大地没有绿色？为
什么人心不是红色？为什
么雪山成了灰色？”“为
什么沙漠没有绿洲？为什
么星星不再闪烁？为什么
花儿不再开了？为什么世
界没了颜色？为什么我们
知道结果，为什么我们还
在挥霍？”一连串的疑问
是对人的欲望的拷问，同
时也把严重的生态问题

推到了听众面前，那些
道白的力量由此显现了
出来，第一段告诉人们
事实就是事实，第二段
告诉人们规律是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第三
段警醒人们千万不要无
度地攫取大自然，那样
会危及子孙后代。这样
言之有据的分析和挖掘，
一首流传广泛的歌曲其
思想力量才不会被埋没。
这样的引导，显然也是
文艺评论家的职责和担
当。
	 文艺评论最忌讳的
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大话
和空话，尤其是那些没
有针对性的“废话真理”，
更是将文艺评论推到了
文艺创作者不愿意阅读，
艺术欣赏者也不愿意阅
读的尴尬境地。因而，
文艺评论只有知人论世，
言之有据，紧锁作品，
才能接地气，才能有旺
盛的生命力。

										三
	 《意见》指出：“健
全文艺评论标准”就要
“坚持从作品出发”“把
政治性、艺术性、社会
反应、市场认可统一起
来，把社会效益、社会
价值放在首位。把更多
有筋骨、有道德、有温
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读
者观众。”着眼鱼龙混杂
的艺术市场，无论小说、
小品、歌曲，还是影视剧，
确实存在着一些群众“喜
欢”而境界不高的作品，
这就需要用明确的价值
取向，倡导接受者在深
度道德体验的基础上，

建构正确的审美标准。
	 就春晚小品来看，
主创人员不乏对社会问
题的深刻揭露和尖锐批
评。但是，当我们深知
“童叟无欺”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商业领域
的道德规范时，就认识
到了小品《卖车》《卖拐》
的社会负面作用。博得
观众阵阵笑声的同时，
带有欺骗性质的“忽悠”
不再是贬义词，而成为
了人们一笑了之可以接
受的“中性词”。一部
作品的社会影响力不可
小觑，评论家的职责就
是要在指出问题的同时，
在社会上倡导深刻的道
德体验，建构向上向善
的价值标准。
	 只有走进生活，才
会在作品中融入真情实
感；只有把生活咀嚼透
了，才会产生真知灼见；
只有创作出深刻的情节
和动人的形象，才能体
现艺术家和作家的真才
实学。毕竟，真才实学
是创作者在艺术形式和
技巧技法方面十年磨一
剑的本领，真情实感是
创作者有感而发的审美
必然，真知灼见则是创
作者绝不人云亦云的正
确而透彻的思想。如果
说，真才实学、真情实感、
真知灼见可以作为构建
评论文艺作品优劣的标
准，那么，通过对各种
文艺作品的评价，激励
人们建构正确的价值观、
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是
文艺评论的职责和担当。

 近期，中宣
部、文化旅游部、
国家广电总局、中国文联和中国作
协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
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我校部
分教师积极参与了自治区文联组织
的建言献策的网上讨论。本期刊发
的两篇文章选发于自治区文联“内
蒙古文艺”网站，作者从实际出发，

结合自身的创作
实践、理论研究

与评论写作体悟，有感而发，针对
性强，值得一读。文艺评论历来是
我校教师及内蒙古文艺家的弱项，
且作者队伍需要培育扩展、作品数
量与质量都亟待强化提升，这是我
校实现办学新目标及自治区建设文
化强区的必然之选。

编者按

	 中宣部、文化旅游
部、国家广电总局、中国
文联和中国作协联合印发
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
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
的出台是及时的，是在
“十四五”开局之年对文
艺评论工作方向的引领和
指导，为制定“十四五”
文艺方面的改革发展规
划，提供了加强文艺评论
工作的政策支撑。《意见》
的出台也是非常具有针对
性的，其中提出的“要把
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原则
要求、“要开展专业权威
的文艺评论”“要加强文
艺评论阵地建设”“要强
化组织保障工作”等指导
性措施，切中了文艺评论
时代发展的命脉。
	 从作品影响力和精品
数量到人才队伍规模与年
龄结构，内蒙古的文艺评
论力量应该是需要重点提
升加强的。这一点也是自

治区文联“十四五”时期
“重点文学艺术创作”“文
艺人才培养”两个规划
纲要中计划着力解决的
要点。
	 基于此，建议有二：
一是要倡导评论家致力于
转变评论观念和文风，
要求评论家撰写评论不能
缺失“提出问题”，也要
有针对性地分析症结，开
出解决问题的药方；二是
要大力加强文艺评论工作
的组织化程度，强化推动
文艺评论发展的组织推动
力。要进一步推动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传
播，加强选题策划，扶持
重点文艺评论力量。
	 对重点扶持项目或工
程作品可以推动进行全国
评论名家的会诊、会评，
让评论家对文艺创作真正
产生有效的触动作用。
对有潜质的人才要力推
进名校、进名家工作室进

修、历练、提高，也可以
分类创办文艺评论高级研
修班，尤其是要加大对艺
术评论人才培养的力度。
要推动传统文艺评论与网
络文艺评论阵地的优化融
合，力争在全国大平台推
出更多优质网络文艺评
论，使之成为内蒙古文艺
评论发展的最大增量，形
成内蒙古文艺评论的新的
提质增量点。
	 组织推动力的内涵很
丰富，还包括出台针对性
的评论项目扶持政策、提
升具体项目或工程的组织
统筹能力、提高项目论证
指导水平、改进和优化工
作推进机制、提升文艺评
论精品力作的稿酬等等，
是个系统化的合力，这是
加速和稳步推进自治区新
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最有
力途径和保障。

李
树
榕
自
选
文
集
《
艺
术
识
见
》
封
面

（下转第二版）

 校党委书记刘前贵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
学位证书

 校党委副书记、院长黄海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
证书、学位证书

 毕业生签名留念

 毕业生签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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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副书记、院长黄海发表毕业致辞

副院长孟显波为基层就业毕业生代表颁发路费补贴

基层就业毕业生代表胡雯琦发言

 校党委委员、副院长赵林平宣读我校《2021 届
本科毕业生毕业资格及学士学位授予资格审核结果》

校党委副书记赵海忠主持毕业典礼

 颉元芳教授代表全校教师向毕业生作离别赠言

毕业生代表刘占强发言

 1974 年 7 月，我校学生在西苏旗赛汉乌力吉公社那达慕大会上表演女生合唱

 校党委委员、副院长蔡广志宣读《内蒙古艺术学
院 2021 届优秀毕业生名单》

2021 届 毕 业 生 毕 业 典 礼 暨 学 位 授 予 仪 式 剪 影
 ●向乌兰牧骑学习
	 1964 年，在全国突
出政治，抓思想政治工作
的大气候下，我校开展了
“三大学、一大抓”（即
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解
放军、学习乌兰牧骑，大
抓思想政治工作）活动，
要求突出政治，提高阶级
觉悟，抵制资产阶级腐朽
思想的侵蚀，做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要
求班主任和做学生工作的
教师下到班级、宿舍里，
与学生同吃、同住，随时
随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
特别是预备部的老师，更
是辛苦，帮助孩子们洗衣
服，拆洗被褥，领回家里
洗澡，督促练琴、做作
业，真的就像学生的父母
一样。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
大大提高，琴房里总有人
在练琴，许多学生早起晚
睡抢琴房。曾发生过这样
的故事：有个器乐班的学
生，每天早晨起得晚，总
也找不到琴房。有一天夜
里，睡了一会儿后他就独
自去琴房练琴，窗外黑糊
糊，周围一片寂静，只有
他的琴声在荡漾，心里很
是得意。练了很长时间，
有点累，天还不亮，就趴
在桌上睡着了。早起练琴
的同学推醒他时，刚刚 5
点，因为他没有手表，根
本就忘记了时间。
	 那时学校的治安好，
秩序好。学生去教室上课，
宿舍的门从来不锁，窗户
总是开着的，几乎没有丢
过东西，真是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倒是发生过这
样的故事，舞蹈班的女同
学下课回来，一推门，食
堂养的一只母鸡咯咯地叫
着从宿舍走出来，她们进
去一看，被窝上有一个热
乎乎的鸡蛋，她们捧在手
里，笑出了眼泪。校园里
几年前栽种的桃树、杏树、
桑树相继开花结果，金黄
的杏子，紫红的桑葚挂满
枝头，没有人偷摘，都是
等到完全成熟后，统一采
摘，然后由学生会的干部
推上车，挨门挨户地送到
各个班级和老师家里，
大家共同分享自己的劳
动果实。
	 这个阶段学校的教学
工作很有成绩，是建校后
师生们共同攀登的第一个
高峰。先后毕业的学生大
都成为自治区各级文艺团体
的骨干或领导干部。特别
是培养出像宝音德力格尔
（声乐）、德德玛（声乐）、
拉苏荣（声乐）、李镇（器
乐）、布日固德（绘画、
书法）、斯仁那达米德（马
头琴）等一批闻名国内外
的艺术家。这个阶段，学
校也有了新的发展，新建
的校舍，整洁的校园，红
瓦灰墙，绿树红花，营造
出一个典雅幽静的学习环
境。教学步入正轨，教学
设备齐全，那 60 多台钢
琴，使许多学校和团体羡
慕不已。			
	 学生在学校里，从课
堂上可以学到许多知识，
但是对一个学生说来，影
响他最大的还是校园里的
人文精神，是教师的表率

作用，教师的学识、人品、
气质、风度、一言一行，
甚至举手投足都会对学生
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这
种作用也许影响他的一
生。那时，教师的宿舍就
在校园里，使学生有更多
接触教师的机会，也便对
教师提出更高、更全面的
要求：用自己的学识和品
格给学生以积极的潜移默
化。教师对自己也有所约
束，在日常的生活中特别
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避免在学生中产生不良
影响。
	 艺校的学生，年龄小，
正是世界观、人生观形成
的时期，组织好学生的校
园生活，开展有意义的活
动，寓教于乐，在快乐中
受到良好文化的熏陶，非
常重要。
 ●举办第一期乌兰牧
骑训练班
	 1971 年 6 月， 教 职
工返校后，筹备开学的各
项工作全面展开。行政
方面主要修复被破坏的校
舍、教学设备，购置必须
的教学用品。同时开展公
物还家活动，许多教职工
把运动中散落在自己家里
的图书、桌椅、乐器交还
学校，为开学上课做着一
切准备。
	 确 定 开 学 时 间 是
1972 年春天。在正式招
生之前，先举办了一期乌
兰牧骑训练班，目的是“练
练兵”。各专业科（队），
立即动手编写短期培训的
实用教材。
	 由自治区文化局发
文，根据当时的行政规划，
每个盟选派两个力量较
强、贡献较大、活动较好
的乌兰牧骑来学校接受培
训。共有 8 个队参加了培
训。他们分别是：锡林郭
勒盟的镶黄旗乌兰牧骑、
阿巴嘎旗乌兰牧骑；乌兰
察布盟的丰镇县乌兰牧
骑、清水河县乌兰牧骑；
巴彦淖尔盟的中后旗乌兰
牧骑、五原县乌兰牧骑；
伊克昭盟的鄂托克旗乌兰
牧骑、达拉特旗乌兰牧骑。
	 9 月，乌兰牧骑训练
班 开 学，
培 训 期 3
个 月。 当
时的教学
计划定为：
对乌兰牧
骑队员进
行全面培
训， 教 学
与实践相
结 合， 在
进行专业
训练的同
时， 对 他
们原有的
演出节目
进行加工、
提 高， 并
对其新创
节目给予
辅 导， 结
合创作实

践讲解创作知识。结业时，
每个乌兰牧骑都要拿出一
台新节目。
	 开设的专业课程有：
舞蹈（基本功、蒙古舞）、
声乐（民族唱法、长调）、
器乐（各乌兰牧骑队有
什么乐器开什么课，以民
乐为主）、排练课。结合
创作向学员教授了旋律写
作、和声、配器、文学写
作等基本知识。教学除共
同课外，基本上以队为单
位活动，教师分配到各队，
和学员一起活动。当时，
乌兰牧骑是文艺战线上的
一面旗帜，所以号召教师
向乌兰牧骑学习，请先进
的乌兰牧骑队员做报告，
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模
范人物和活动方式。
	 这次的训练班办得很
成功，教师热情高，责任
心强，除上课外，还进行
个别辅导，深入排练场，
手把手地教。学员们大都
没有进过专业学校，所
以特别珍惜这次难得的机
会，学习热情很高，刻苦、
认真。在 3 个月时间里，
教师和学员结下深厚的感
情，结业时师生依依不舍，
不少人流下惜别的热泪。
经过 3 个月的紧张学习，
不但个人在业务上有明显
的提高，而且每个队都按
期完成了创作、排练任务，
8 台晚会都很精彩。文化
局和有关领导观看了各乌
兰牧骑的汇报演出，对学
校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乌兰牧骑训练班为下一步
的长年制学生的招生、教
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2 级学生的学习
情况很好，领导和教师都
很高兴，到 1974 年时，
开始考虑毕业演出。这 3
个专业的学生，在招生时
就有所设想，比如音乐，
管弦乐学生是按双管乐队
编制（即每种管乐器2把，
小提琴8把，大提琴4把，
低音提琴 2 把，定音鼓 1
个等）招的，毕业后即可
组成 1 个小型的交响乐
队。民乐也可组成一个较
好的民族管弦乐队。京剧
专业学生是按角色行当招

收的，比如老旦、青衣、
花旦、老生、花脸、小生、
丑等等，行当齐全，可以
排演各种大型现代戏，而
且有配备齐全的京剧特有
的乐队，再加上管弦乐就
可演出。记得一次期中教
学汇报，4个“李奶奶”、
4 个“李铁梅”、4 个
“ 李 玉和”同时登台，
赢来一片喝彩声。
	 根据学生的情况，大
家决心做好毕业演出这篇
大文章，增强自信，激励
师生办好学校。经过慎重
思考，多方征求意见，决
定排练全场芭蕾舞剧《白
毛女》和 1 台民族歌舞晚
会、4个京剧折子戏（《红
灯记》《智取威虎山》《龙
江颂》《海港》）。角色
实行 AB 制，一个角色多
人担任，一方面使更多的
学生受到锻炼，另一方面
也可向社会展示人才和教
学成果。
	 1974 年 10 月，舞蹈
科副主任张伟率领舞蹈教
师卢鸣、梁舒茹、王立章、
王嘹亮以及部分学生去大
同歌舞团学习《白毛女》，
回来后开始排练。学生热
情很高，写决心书，表示
不怕苦，不怕累，坚决拿
下《白毛女》，向母校献
礼。大块的红色标语贴在
墙上，气氛热烈，情绪高
涨。女学生首先锻炼立足
尖，这是很苦的，几乎所
有女生的脚都因不习惯穿
芭蕾鞋和长时间的足尖站
立而流血、肿疼，甚至化
脓。她们不让老师知道，
偷偷抹上药，包扎起来继
续练。她们的精神很感人，
老师看着学生浸出鲜血的
舞鞋，心里酸酸的，可是
为了早日排出《白毛女》，
狠狠心，咬咬牙，抹抹眼
泪再练。舞蹈教师乌云、
白铭、张伟、卢鸣、梁舒茹、
王立章、沈文奎、敖德木勒、
王嘹亮等人白天晚上辅导
学生，纠正动作，修饰舞
姿。
	 与此同时，京剧、管
弦乐队、民乐队、民族
歌舞节目都进入紧张的排
练、创作工作中，一边上

课，一边排练，两不误。
为《白毛女》和京剧折子
戏、民族歌舞制作布景、
道具、服装、灯光也是很
繁重的工作，几乎动员起
全校的力量，投入到辅助
性工作当中，成为布景、
道具制作车间的大礼堂，
通宵灯火不灭，夜以继日
地绘景、制作道具。演
“李玉和”缺大盖帽，急得
剧组团团转，抗美援朝转业
回来的军人干部张玉家同
志得知后，就瞒着家人把
从抗美援朝部队带回来的
军官帽献了出来。演出结
束半年后，孩子偶然在舞
台仓库里发现，舞台上
“李玉和”戴的蓝色的大
盖帽就是用蓝墨水染了的
自己父亲的军官帽，当时
大哭一场，拿回家泡了好
几天也没洗出原来军绿的
原色，常常望着曾经威武
的、如今却洗得发白的军
官帽发呆。
	 当时没有补助，没有
夜餐，每人发5块奶油糖，
大家没有怨言，快乐地忘
我工作，为驱散困倦，到
雪地里吹吹风，甚至用雪
搓搓手，清醒以后接着干。
这是建校以来规模最大、
节目最多、牵扯面最广的
演出，依靠自己的力量，
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如
期完成了毕业演出的艰巨
任务。
	 歌舞晚会的节目，民
乐合奏有《边疆喜讯到北
京》《苗岭的早晨》，独
唱有《赞歌》《北京颂歌》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
河》，独奏有《扬鞭催马
送粮忙》《草原新牧民》，
舞蹈有《草原上的红卫兵
见到毛主席》《挤奶员》
《纺织姑娘》《洗衣歌》
等等，还有晋剧《内蒙古
好地方》。
	 1975 年 3 月 初， 在
料峭的春寒中，三台节目
在呼和浩特上演。在当时
人民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的
情况下，能看到如此高水
平的演出，真是难得的艺
术享受。演出现场观众如
痴如醉，掌声如潮，经久
不息。白毛女（张明娟饰）

的 30 多 个
“挥鞭转”，
期 间 两 次
响起掌声。
这 次 毕 业
生 演 出 引
起 极 大 的
轰 动， 是
内 蒙 古 艺
术 界 的 一
件 大 事，
也 是 内 蒙
古 艺 术 学
校 继 1963
年 以 后 的
又 一 个 艺
术 高 潮，
向 社 会 各
界 展 示 了
学 校 雄 厚
的 师 资 力
量， 展 示

了所培养出的新一代高水
平艺术接班人的风采，扩
大了艺术学校的社会影
响，提高了知名度。
	 这一阶段，学校非常
困难，但教师热情高涨，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
服困难，无私奉献，再加
上学生学习刻苦，勤奋
努力，经过短短 3 年的
培养，一批优秀人才脱
颖而出：张诚心（圆号）、
敖登格日乐 ( 舞蹈 )、
张明娟（编舞）、刘文林
（器乐）、杨海源（声乐）、
杨忠才（二胡）、巴图（舞
蹈）、刘俊满（声乐）、
刘群（舞蹈）、苗幼卿（扬
琴、理论）、珊丹（舞蹈）
等人，以及我院舞蹈系的
呼和、李利利、戈根珊达、
曹贵臣皆毕业于该届。后
来在事业上都有所建树，
成为艺术事业上的佼佼者。
	 本届毕业生响应党的
号召，服从组织分配，到
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大多分配到
各旗（县）乌兰牧骑，只有
少数留在城市。张明娟（舞
蹈）、曹贵臣（舞蹈）、
杨淑敏（扬琴）、伊德新
（声乐）、王建中（大提
琴）、张美英（京剧）、
徐彩娣（京剧）、白耘（京
剧）留校工作，充实了师
资力量。
 ●举办“肃北蒙古族
自治县乌兰牧骑艺术人才
培养基地班”
	 2010 年 9 月 —2013
年 7 月，我院附属中专为
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代培了“乌兰牧骑人才培
养基地班”。甘肃省是全
国八省区蒙古语文工作协
作组织（简称“八协”）
成员单位，本着“八协”
协作精神，经甘肃省教育
厅、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批准，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政府与我院附属中专签订
协议，2010 年我院附中
面向甘肃肃北县定向招收
了舞蹈表演专业（兼学
音乐）学生 20 人，其中
男 8 人，女 12 人。招生
对象为初中在校生，年龄
在 13 至 15 周岁之间。本
班学制 3 年，列入了我区
2010 年中专招生计划。
	 该班开学典礼于2010
年 9月 20日上午在学院小
音乐厅召开。甘肃省酒泉
市政协副主席常寿，甘肃
省肃北县县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蔡俊堂，肃北县乌
兰牧骑艺术团团长萨仁花
等出席了大会。
	 2012 年 10 月 28 日
上午，甘肃肃北县乌兰牧
骑班在教学楼三楼排练厅
举行了阶段性教学汇报表
演，20 名同学汇报了舞
蹈基本功、蒙古舞组合，
还分别汇报了马头琴、古
筝、扬琴、钢琴、竹笛等
器乐演奏。
	 这是我院首次为甘肃
省代培学生。学院历史上
曾多次为吉林、新疆、西
藏等省区举办音乐和舞蹈
等专业代培班，广受称赞。
此 外，2014 年 9 月， 还
招收了阿拉善盟艺术人才
定向培养班。
 （原载于《春华秋实五十
年》，作者沙痕，张世超修订摘编）

成长于中国

最蓬勃发展的时期，又

身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强国征程”

与“人生征程”高度重合，

注定是不平凡的一代。

今天的中国开启了向第

二个百年目标奋斗进军

的新征程，也为同学们

建功立业、实现抱负提

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黄海院长说，同学

们要树立正确的人生目

标和坚强的生活信念，

永远保持健康向上的精

神状态。像习近平总书

记期望的那样：“在奋

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

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

我、奋斗之我，为民族

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

建设添砖加瓦。”要恪

守“德高艺美、智圆行

方”的校训，心里有火，

眼里有光，背负担当，

永葆艺术初心，奔向星

辰大海。

	 黄海院长最后祝愿

同学们能够像习近平总

书记要求的那样，做到

“矢志追求更有高度、

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

人生”，保持“出淤泥

而不染”的精神，学会

自律与坚持，牢记追求

的步伐，永记做人的本

性，相信梦想的力量、

正义的力量、青春的力

量。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奋力前行。

	 仪 式 上， 副 院 长

赵林平宣读了《内蒙古

艺术学院 2021 届本科毕

业生毕业资格及学士学

位授予资格审核结果》。

副院长蔡广志宣读了《内

蒙古艺术学院 2021 届优

秀毕业生名单》。副院

长孟显波为基层就业毕

业 生 代 表 颁 发 了 路 费

补贴。

	 教师代表颉元芳教

授代表全校教师向毕业

生作了离别赠言，基层

就业毕业生代表胡雯琦、

毕业生代表刘占强先后

作了发言。毕业生代表

向学校各岗位教职员工

代表和家长代表赠送了

鲜花。

	 典礼上，校领导和

各学院专业课教师为毕

业生举行了庄严的拨流

苏仪式。毕业生代表在

毕业典礼前演唱了歌曲，

深切表达了对学校的祝

福和对老师的感谢之情。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

当时。同学们，在新的

人生征程上，愿你们以

梦为马、不负韶华，胸

怀天下，不断前行，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

汇点，为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燃烧青

春岁月，书写新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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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签名留念 毕业典礼现场

“校史”中的红色记忆（二 ）

（上接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