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视干线·在慕士塔格冰峰上高歌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

织策划，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倾力打造

的歌舞片《歌声的翅膀》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和新疆人民剧院首映后即引发社会各

界好评。文艺工作者及时开展创作研讨

会，对该作品能利用歌舞片的形式，展现

新时代新疆音乐青年，不甘创作高原，勇

攀音乐高峰的精神给予高度肯定。电影

紧紧扣住“中国梦”和“精神传承”两个层

面，将现代青年追逐音乐梦想与上一辈

“守边护国”“无私奉献”的精神紧紧地勾

连在一起——逐梦之旅得到精神传承的

滋养。影片达到了“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使命

任务。

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自1959年成立以来，始终发扬艰苦奋斗、

勇于奉献的精神，立足新疆文化发展实际，创作、译制了大量题材

各异，反映新疆各族儿女为保卫、建设、发展祖国边疆团结向上、奋

勇拼搏的中国好故事。《歌声的翅膀》是高黄刚导演带领的团队，用

耳目一新的方式再一次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呈现新中国成立70年

来，新疆这片热土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迁，感受新疆优美的旋律、

动人的舞姿和各民族和睦相处，各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现代

新疆。

在慕士塔格冰峰上高歌
——观《歌声的翅膀》有感

□ 晁正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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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歌舞展现大美新疆，匠心独具

我国新疆素有“歌舞之乡”的美誉，生长在这

块土地上的人们不分民族和睦共处，在长期交往

交流中文化交融，广袤的土地也赋予了这里人们

直爽、率真、热情的性格，似乎每个人都具有先天

的音乐舞蹈细胞。纵观新疆本土电影创作，我们

似乎也经常看到电影中对少数民族歌舞的展现。

新疆题材电影的编剧和导演对新疆的歌舞是情有

独钟的。之前广春兰导演的所有新疆电影都有新

疆歌舞元素充斥其中，新疆歌舞或多或少都在广

春兰导演的新疆电影中得到展现，这充分表明广

春兰导演对新疆多彩的歌舞非常痴迷。她曾写

道：“迷人的新疆歌舞，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就留下

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北京念书的时候，每当

看到新疆歌舞都非常的迷恋。”之后在《不当演员

的姑娘》《西部舞狂》《火焰山来的小鼓手》中都在

恰当的时候，融入了新疆歌舞。具有富饶歌舞资

源的新疆导演在拍摄新疆本土电影时会自然而然

运用新疆歌舞表现主题、渲染气氛，如《塔克拉玛

干的鼓声》《你美丽了我的人生》等等，但是这些影

片并不是歌舞片，电影中的歌舞元素只是为展现

新疆地域风情而设定的。作为类型电影的歌舞片

是指电影中音乐和舞蹈成为观赏的主要兴趣中

心，音乐和舞蹈进入叙事并成为叙事模式中重要

因素的电影。《歌声的翅膀》是新疆第一部大胆进

行尝试的歌舞类型片电影，正是运用新疆的优势

文化资源，给全国观众奉献上了一台视觉听觉大

餐。让我们随着三位音乐追梦人感受边疆的自然

风景、人文景观和民风民情，感受到我们新疆好地

方。达到歌舞与情节设计、人物形象的塑造融为

一体，互相升华，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电影一开始就从新疆之星歌舞大赛开始

的。江寒、加尔肯和迪里三个不同民族的青年组

成的石榴籽组合在歌手大赛上成功晋级并进入

复赛后，为了寻找本真的音乐，他们竟然放弃多

少人梦寐以求的复赛机会，决定去民间采风，寻

找有底蕴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音乐。影片也正

是通过这三个小伙子深入人民生活的视角将新

疆丰富的各民族音乐歌舞艺术通过不同的场景

展现在观众眼前，三位青年也从采风中陶冶了情

操，洗涤了灵魂，精神世界得到了升华，最后在慕

士塔格冰峰上向世界现场直播新创作的歌曲。

影片构思巧妙。采风从新疆塔城的手风琴博

物馆开始，带着江寒儿时的梦想，观众朋友们与他

们三人从北至南一起饱览了大美新疆的五彩湾、

赛里木湖、伊犁草原、喀什古城、塔什库尔干、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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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格峰等美景，欣赏了充满活力的新疆歌舞感受

到了生活在这里淳朴善良的各民族的民情民风。

影片用歌舞充分展示了新疆各族人民热情、奔放、

真诚的性格。对我国新疆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塔

吉克族等各民族歌舞的展示往往都是用群舞的方

式表现，并没有刻意突出某个民族独特的舞蹈，舞

蹈呈现的是各民族共居、共生、共乐的本真面貌，

而这种各民族共歌共舞的丰富文化土壤正是江寒

三人取之不尽的民间文化资源。

二、新疆处处是歌舞，歌舞是人们的日常

一部好的歌舞电影需要画面、音乐、舞蹈三

者高度合作才可以完成。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

的纯本土歌舞片《歌声的翅膀》是一次全新的尝

试也是一部成功的尝试，那正是因为新疆大地有

如此丰富的歌舞资源造就的，而影片也处处能感

受到歌舞是新疆人们的日常。无论走到任何一

个角落都会有歌舞相伴，而这些来自人民的艺术

也正是三个音乐人最后取得成功的源泉。江寒

北上第一站就遇到了身着各式民族服饰的舞者

在手风琴手的伴奏下载歌载舞。别具北疆风格

的一家小院葡萄藤架下是一位慈祥的老妇女在

院落歌唱，这些温馨的画面给人安静、祥和静谧

的生活感。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马蹄声，成千上万

骏马在这里的隆重登场，我们领略到新时代的玛

依拉和加尔肯的爱情故事和极具现代风格的哈

萨克族歌舞。身着现代生活服饰的哈萨克族青

年男女在美丽的蓝天、白云、草原、森林的映衬下

尽情欢歌畅舞，哈萨克族牧民享受着现代生活的

欢乐之情，哈萨克族的豪迈之情透过歌声与舞蹈

得到尽情展现。江寒的老师和女友互表爱意时，

一首深情的《送你一支雪莲花》已表现出青年男

女通过情歌表达互相爱慕之情，卡拉库里深蓝的

湖水是老师与女友爱情的见证。给人留下印象

最深的莫过于三人来到喀什高台民居采风的一

段。在这里我们被老少妇孺不分年龄，不分性别

的人群对音乐和舞蹈酷爱所感染。迪里的叔叔

克里木虽然是在高台民居开餐厅的老板，但他心

中对音乐舞蹈的热爱从未改变，餐厅放着 90年

代风靡中国大地的流行歌曲视频，使来到餐厅的

小朋友们都不禁随着歌曲舞动着身躯。品完精

美的喀什美食后，克里木来到高台之上，放飞信

鸽，鸽哨声一响，民居的人们有的骑单车、有的滑

滑板、有的跑酷……男女老幼用各种不同方式齐

聚一起，鼓声响，唢呐起，在现代电子合成乐器伴

奏下街舞、集体舞、双人对舞轮番上演，影片此时

达到了高潮。欢歌笑语，生活喜剧如此巧妙结

合，歌舞就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新疆歌舞的多

样性、丰富性和感染力一定会激起观影的每一个

观众的音乐细胞和舞蹈细胞。回荡在影院的音

响效果也具有震撼力。在人类所有艺术中，音乐

和舞蹈历史悠久，这两种艺术靠人自身感官就能

实现，音乐和舞蹈相辅相成、相互依存，表达着人

类共通的情感，它具有非功利性和诗意特征。影

片通过一个个歌舞场景展现了新时代新疆草原、

牧区、村庄、城镇处处充满着幸福的欢歌笑语，人

们生活富足，精神丰富的美好生活。

三、用心组织情节结构，叙事富有张力

影片情节组织展现出编导的良苦用心。在

短短90分钟的歌舞叙事中，要将新中国成立70

年来，新疆这片热土发生的时代巨变、历史进步

和社会发展以及新疆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现实展

现出来，同时还要追求歌舞叙事的艺术性。于是

影片运用倒叙、插叙等多种叙事方式，使我们跟

随江寒从手风琴馆出发踏上圆梦之旅之时，层层

剥开他的心结。从小生长在塔什库尔干的江寒

父亲是一位驻守边疆的军人，因工作忙碌将江寒

托付给江寒的音乐老师。为了帮助江寒过河去

学校，老师的一根指头被过河索道割断从此再无

法弹奏出美妙的音符。老师将手风琴送给了江

寒，并且希望他今后能创作出好的音乐作品。也

正是因为有这份音乐情节江寒才能毅然决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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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电影开始的那一幕，他的耳边总是回荡着大赛

评委对他们歌曲中肯的评价，儿童情节强烈地涌

上心头，那个他上了大学后再也没有认真思考的

念头从来都没有如此强烈地充斥了他的全身。

他毅然决定放弃复赛去圆梦是必然。

影片除了这条主线外，非常注重细节的把

握，歌舞叙事富有张力。江寒与恋爱多年的女

友，在人生追求上产生了矛盾争执，女友生气跑

出房间时不小心将男女共舞的音乐盒撞落倒地，

音乐盒中的女舞者从盒中掉落出来，（此镜头据

克里木导演说拍了十几次，才取得满意的效果）

预示着爱情的危机，而故事的结尾，江寒的女友

理解了他的音乐之梦，亲手将掉落下来的女舞者

粘合完整，使音乐盒复原，也正是印证了结尾处

与江寒的破镜重圆。在牧区哈萨克族毡房中做

客时，长、幼、主、客的座次及吃饭的习俗在轻松

的聊天中得到自然呈现；鸽哨声一响，在喀什高

台民居为了去唱歌跳舞留下只刮了半边胡子就

扬长而去的手艺人等令人捧腹大笑的细节，使电

影生活气息浓厚，亲切自然。

四、传统歌舞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各

民族共居，共歌、共舞的美好生活

新疆目前拥有全国 56个民族成分的居民，

影片主要展示了新疆 8个民族的歌舞。中华民

族具有丰富的优秀传统歌舞艺术，新疆各民族的

优秀传统歌舞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

族在长期相互交流交往中，文化艺术相互影响，

取长补短，各民族歌舞具有自身独特的艺术魅

力，同时也具有其共性，那就是随着现代歌舞艺

术的发展，新疆各民族歌舞都恰如其分地吸收了

现代音乐、舞蹈元素，将传统歌舞艺术与现代歌

舞艺术巧妙融合，达到传统歌舞艺术的现代性转

化，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优秀传统歌舞艺术，使

其更具艺术性、审美性和娱乐性。

《歌声的翅膀》在音乐的制作和歌舞的编排

等方面，体现出浓浓的现代气息，展现出新疆新

时代新气息。改变了过去人们对新疆的刻板印

象和误读，展现出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极具现代

气息又具民族风情各民族共居，共歌、共舞的美

好新疆。

整部影片音乐的制作上足以体现出这些特

点。从主人公乐器的选择上，已体现出新疆文化

的多样性，江寒的手风琴是新疆各族人民生活必

备，多少人童年记忆中的音乐课就是老师背着手

风琴度过的；在新疆，少数民族结婚、迎亲的队

伍，是新郎带着由一个手风琴手和一群青年男子

组成的，他们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唱着欢快的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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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歌浩浩荡荡地去迎娶新娘。加尔肯和迪里背

着吉他，自从吉他被引进中国大地以来，它早已

成为音乐人的最爱之一。中华文化绵延优长，博

大精深的原因就是具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兼

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与江寒三人的采

风之旅，圆梦之旅让观众享受到了无与伦比的视

听觉盛宴。美丽的北疆牧场，从悠长的冬不拉独

奏将人们带到静谧美好的夏季牧场，随后现代合

成音乐强劲的舞曲《玛依拉》将传统哈萨克民歌

《玛依拉》进行全面升级改版，欢快的青年男女在

草原上尽情歌舞表达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喀什

高台民居中唢呐、架子鼓、手鼓、电子合成乐器交

汇而成的舞蹈音乐使影片歌舞艺术达到高潮。

从歌舞的编排来看也体现出与以往影片和舞台

作品不同的歌舞风格，我们感受到年轻人街舞的

奔放，群众麦西来甫的热闹，男女对跳的热烈，歌

声舞声汇聚着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展现出人们生

活欣欣向荣的景象。整部电影包含八首圆场歌

曲、四组歌舞、两段音乐剧，展现多达8个民族的

民风民俗，传统歌舞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

五、电影语汇寓意深刻，指向深远

该部电影在音乐舞蹈样式为主要承载方式

展现新疆各地奇美的风光和绚丽多姿的民风民

俗的同时，充分运用电影语汇展现作品主题，使

主题意蕴深远，让观众感受到寻梦青年精神得到

升华的必然。当江寒即将到达家乡塔什库尔干

时，遇到一群驯鹰者。在这里他听到了关于“鹰

重生”的故事。鹰要想重生，在40年的时候，必

须经过5个月的痛苦蜕变，它们要用指甲把羽毛

一根根拔掉，用自己的喙拔掉老化的指甲，当新

的羽翼、指甲长出后，它们获得了重生，还能再度

过 30年。该语汇正指向他们乐队的蜕变，不经

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乐队在经历采风路途的艰

辛，深入人民学习后，终于要在慕士塔格冰峰上

向世人高歌。而选择慕士塔格冰峰也是具有指

向深远之意。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

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

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

‘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而登向慕士塔格峰正

是影片在逐梦的主题之下，新疆音乐青年不甘创

作高原，勇攀音乐高峰，深入人民，深入生活的现

实实践。影片结尾新创作的歌曲歌词更能说明

这一点《歌声的翅膀》称得上是新疆儿女为祖国

七十周年献上的一份饱含深情的礼物。总导演

高黄刚坦言：“作为一个坚守在祖国边疆的文艺

工作者团队，我们始终将展示好新疆各族儿女，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团结一心，砥砺奋进的美好

图景作为首要任务，向世人展现当下新疆所焕发

出的勃勃生机、幸福荣光、一派祥和而又温暖的

大好山河。”

天山电影制片厂从成立以来，优秀的团队成

员就一直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富强为己

任，努力将最好的艺术作品奉献给祖国和人民，

最后我们要为天山电影制片厂敢为人先，大力创

新开拓，填补中国歌舞类型电影空白的勇气和担

当给一个大大的赞。

基金项目：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新疆红色文化资

源开发和利用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18BKS008）阶
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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