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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蒙古剧脱胎子蒙古族叙事体短调①民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初，产生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佛寺、大板、沙拉、大巴

等乡和南良、推棚、四方庙、官营子屯等蒙古族聚居地，迄今已

有三十余年的历史，是个新兴的少数民族地方剧种。

一源 流

(一)寺庙建筑及其喇嘛文化的发展

自蒙古族在蒙古贞(今阜新、彰武西部、内蒙库伦旗)定

居，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此间由于印度、西藏宗教的影

响和西土默特等地蒙古族的迁徙流入，很多喇嘛僧侣来此传播佛

教，并自明末清初开始，先后在阜新地区建起大小庙宇三百多

座。清政府规定“优待”喇嘛人，并号召蒙古族每家只留一个儿

子务农，余者都当喇嘛。因为喇嘛不准婚配，这固然是当朝对蒙

古族繁衍的一种扼杀，然而由于学经、念经的需要，当喇嘛要从

小学习藏文、蒙文，这就又从另一方面促进了蒙古族民族文化的

发展；涌现出不少很有造诣的蒙医、蒙师、小说家、说唱艺人和

“经箱”艺人(即寺庙音乐演奏员)。寺庙文化也成了当时民族

文化的中心。

(二)近代蒙古贞的民间口头文学

I、叙事体短调民歌

蒙古贞的民间1：1头文学中民歌出现最早，至今已有七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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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特别是发展，增建寺庙后这三百年中更为兴盛。很多民歌

在全国蒙古族聚居区普及传唱。阜新蒙古族地区更享有“民歌之

海”的美称，并传有“三人同行，其二必是·达古沁’(歌手)，

其一也是。胡尔沁’ (故事员)"的佳话。

蒙古族民歌分抒情、叙事两种。流传于蒙古贞的则多是叙事

体民歌。
’

叙事体民歌故事性强，多用说唱形式，由民歌手边说边唱

(有时他人伴奏，有时自拉自唱)，一人表演众多人物，与“胡

尔沁”说唱故事相仿；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沙拉乡查哈尔村的白

连生，曾见一位老者，手握五个钢球，让钢球在双手掌上往来撞

击，形成节奏，并与一妇女对坐，分脚色演唱民歌。由此看来，

这时的民歌演唱已由单人说唱进化到脚色对唱，并有了“打击

乐”伴奏，很象双人“好来宝”表演，但比“好来宝"丰富、形

象，并开始趋于人物化。

2、乌力格尔(书曲)和好来宝
’ 蒙古贞的乌力格尔和好来宝，原是单人表演，有说有唱。乌

力格尔说唱并重，多演唱长篇故事，好来宝则以唱为主，多演唱

历史或一人一事，～谈古论今，即兴而作。后来好来宝发展到“代

依勒查嘎”。“代依勒查嘎”有情节，有人物，双人表演，在三

十——四十年代还很盛行。

乌力格尔和好来宝都有固定的曲牌。乌力格尔的曲牌有“小

姐下楼”、“将军令”、“仙人下山”、“龙虎斗”、“黄莲
苦"等六十六个，好来宝也有“燕丹公主”、“灯笼颂”、。“走

马歌力、“巴拉其乎"(抢问抢答)、“代青国力等二十多个。

3，民间传说、故事、祝词和哀词 ·

蒙古贞有丰富的人物、历史、风物传说，有各式人生仪礼、

宗教信仰习俗、民间和神话故事。如成吉思汗、嘎达梅林、赛

吉拉乎等历史人物、地方英雄志士传说，蒙古贞历来的史事传

说，山川、寺庙、村落形成的风物传说，婚礼、葬礼、庙会，节

日、欲。食，穿裁‘经济、家庭等仪礼习俗；。砧女夭譬，≯，火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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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誓牡丹班、“斑坞"等神话和“巴拉根仓"、“小喇

嘛"等民间故事⋯···等等，都从各方面展现了蒙古民族的历史，

生活画面和特点。

年祝词、婚礼祝词、哀阋除表现了蒙古族仪礼习俗外，同时

又都是造诣很高的诗。如蒙古贞的婚礼祝词，共有一千五百多

行，加上情节解说词共三万多字，记叙了蒙古族婚礼全部过程的

十七道过场。其中有美好的祝愿，也有对后代的谆谆教诲，有对

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赞颂，也有对自由幸福的美好憧憬。

丰富的蒙古族民族、民间文化是蒙古剧形成和诞生的渊源和

基础。

二诞生、发展

(‘)蒙古剧的雏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于公元一九四七——一

九四八年间，占领并开辟了蒙古贞地区。蒙古族群众欢天喜地，

建起文艺队，配合中心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泡子乡的私塾先生安瑞

超，编写的((慰问军属》，配以蒙族民歌“明月"的曲调，进行

了演出。其中有对话、对唱；还有扫地、挑水等舞蹈动作。虽然

基本还是表演唱形式，-但已按“老贫协班、“青年妇女"、“军属

大娘’’等人物脚色化装扮演。一九四九年春节期间，佛寺乡秧歌

队慰问军属；’北河拦屯的图格勒等民歌手，在秧歌队打场后演唱

民歌((新明月势，从“送郎参军”演到“夫妻思念’’，也是一男一

女，装扮夫妻，对话对口昌，形式别致，内容感人，常常唱得军、

烈属和群众热泪盈眶，深受人们喜爱。上述形式的演唱，已成为

蒙古剧的胚胎。

(二)第一个居4邑的诞生

寺庙文化和日头文学的兴起，．特别是号称“东藏”I的蒙古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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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喇嘛寺院——瑞应寺中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如祝词、哀

词、安代、查麻、好来宝、乌力格尔、文学创作和翻译)的繁衍

和发展，都促使蒙古贞短调民歌很快进入了极盛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蒙古族人民的喜庆之情，又推

动了民歌形式的变革。

一九五一年秋，佛寺乡小学教师郭振义、布和，为配合“抗

美援朝"和试行新婚姻法宣传，最先把一首控诉封建包办婚姻罪

恶的短调民歌《桃儿》，节选了部分段落，按照故事情节设置人

物，组织学生排练，用一把四胡伴奏，在集市上彩唱演出。《桃

儿》的演出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不久，近邻南梁村副村长德

力根扎布(锡伯族，汉名：韩起龙)从佛寺小学《桃儿》的主演

吴金锁处得知情况，又从他经常观看的汉族的京、评、梆子戏中受

到启发，觉得光演片断或光演唱而无表演，光有人物而“戏”不

足似难以满足观众需要，于是他找来汉文手抄本《桃儿的故

事》，让读小学四年级的弟弟图力古热(汉名：韩起祥)口译成

蒙语，再由该村的扎木苏喇嘛执笔，按故事情节改写成较完整的

蒙文脚本，更名《花儿》。并于当年冬季，由德力根扎布亲自组

织业余剧团排练演出。《花儿》情节完整，表演细腻，服装略为

整齐，伴奏乐件也由一把四胡增到中四胡，低四胡，二胡、横笛

等四件，并加进了鼓、锣、钹、木鱼等打击乐。无论在本乡各村

演出，还是到佛寺、北河拦、团山、卧凤沟、三家子、赵家等地

演出都受到欢迎。一九五二年春，参加全区文艺比赛大会，受到

嘉奖。这年秋、冬季，原佛寺《桃儿))剧组也改演了《花儿》，

附近水泉村业余剧团也排了《花儿》。于是，诞生了蒙古剧第一

个剧目。

(三)五十至六十年代初的一度兴盛

南梁村剧团的((花儿》剧组坚持活动五年之久。受其影响，

大巴、大板、沙拉、国华等地的民间艺人也相继将更多的短调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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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体民歌敷衍成剧。南梁村《花见》尉组酌活动直到一九五七年

“反右"运动开始才终止。

一九五三年起，大板乡二板村农民艺人那木海，先后编写了

《云良》、《嘎达梅林))、《兴格尔扎布努、《奔布来》、《桃

儿》等五个剧目，并亲自参加演出。一九六二年还由团长隋凤德

带队到内蒙古自治区的哲盟科左中旗，后旗和达尔罕等地区演

出，受到蒙民群众欢迎和区政府的多次表彰。哈达户稍乡四方庙

村农民艺人尹扎布(汉名：包成文)，自一九五六年起，先后编

导了《三英》、《达那巴拉》等七个蒙古剧。六十年代初，他还

把《自毛女》、《刘胡兰》等译成蒙文脚本交村剧团演出。先后

到过扎兰乡的干主尔庙、苏勒营子等地。直到一九六四年“四

清"运动开始方停止活动。大巴乡道不歹树农民作者金福山在一

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四年的八年中，共编写《云良》、《奔布来》、

《翻身民兵却扎布》、《教谢懒汉》等七，八个剧目，其中《云

良》、《翻身民兵却扎布》上演后曾受到市，县奖励。泡子乡的

那木汗于～九六三年一年中，编导了《明月》，《阿拉坦丁合

尔》和《云良》等五个剧目。《云良》和《阿拉坦丁合尔))分别获公

社的优秀节目奖和创作奖。该乡勿拉本村教员韩德清还编写了现

代题材的蒙古剧“第一个春天》和Ⅸ除害》，并获县里嘉奖。一九

五六年，阜新县广播站还首次播放了国华乡官营予村白玉连编导

的蒙古剧《奔布来》。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全县已有十四

个蒙古剧业余剧团，近二百名演员，还涌现出郭振义、布和、扎木

苏等十多名蒙古剧作者，积累了《花儿》，强桃儿》、((云良汾、

《嘎达梅林》、《奔布来》等十一个由民歌改成的蒙古刷和《翻

身民兵却扎布》、((教训懒汉》，Ⅸ光荣军属》、((第一个春

天》、《除害》、《羊山打虎》、((抢妻》等七个现实题材的创作剧

目以及《爱社如家))、《刘胡兰》、《自毛女》等汉译蒙文剧本。

六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末的露文化大革命”期间，那

木海等蒙古剧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第，绝大部分蒙古剃脚本被

没收、焚毁，蒙古刷一度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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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复兴

一九七九年末。图力古热任佛寺公社文化站站长。在公社党

委，特别是党委书记海龙宝(酲鸟银其其格》作者之一)的支持

和市、县有关部门帮助下，．再次组织队伍，搞起蒙古剧。首先他

编导并亲自主凌了《王子争亲》。一九八O年参加县首次少数民

族文艺调演，获创作、表演奖。接着，他又先后编写并导演了((鸟

银其其格))、《牡丹仙子j》、《闹分家》等剧目。其中《乌银其

其格》除在本乡、本县演出外，还参加阜新市少数民族文艺调

演，获优秀节目奖。县、市、省乃至中央画报社、国家民委及八

省区蒙古浯文协作办公室等单位的很多领导观看了此剧，都给予

肯定和鼓励。一九八二年春，该剧组随县政府参观团去吉林省前

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呼和浩特市

等地进行慰问演出。截至一九A．Z年末，此剧演出达一百七十多

场，观众近十万人次。

一九八一年，大板乡的那木海、那木斯来裙包凤山，又对

((桃几》进行了整理并组织演出，到一九八二年末演出了七十多

场。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二年闻，沙拉和大巴两乡，先后成立了

半农半艺的蒙古剧团，分别排演了《莫德来玛))、《云良》和《参

姑娘》。

受这些农民戚团的影响，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民族文工团也先

后编演了《达那巴拉》，和《那布其公主》等蒙古尉目。目前，佛

寺、大板、沙拉、大巴等四个业余剧团共有演、职员七十多人，

初步形成一支蒙古刷演出的骨干队伍，并培养和锻炼出一批剧作

者，积累了二十多个保留尉耳。有十一名蒙古剧业余演员被内

蒙、吉林省前郭尔罗新蒙古族自治县、黑龙江省多尔布特蒙古族自

治县等地文艺团体选用。 一一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党、政领导部门和文化业务部门重视蒙古

剧的发展。一九八。年至一克八二年末，县民委给佛寺乡剧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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