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祖国北疆的内蒙古大地上，有一片广
袤无垠的草原，这里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
是文化的交融之地。电影《野马部落》如同
一幅精美的画卷，将这片土地上黄河、草原、
农牧交织、多民族聚居区多姿多彩的生活画
卷呈现在观众眼前，让我们看到了一群年轻
人在党的领导下带领村民共同创业、致富家
乡的感人故事，感受到了北疆文化的独特魅
力和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

返乡创业，乡村振兴的希望之光

影片中，巴根、陆小野、马帅等一群年
轻人 ，带着对家乡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憧憬，
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草原深处。他们放弃了
城市的繁华与舒适，选择在草原上扎根，开
启了一段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创业之旅。他
们用自己的知识和创意，打造了一个原生
态露营基地，将草原的自然之美与现代露
营文化完美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
活力。

在创业过程中，他们面临着诸多困难和
挫折。资金短缺、技术难题、市场推广……
每一个问题都像一座座大山，压在他们肩膀
上。然而，巴根却态度坚定：“乐乐需要照
顾，爸爸病成这样，借钱也要治病，这样回
城我还是个人吗？”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对家
乡的深情和对家人的责任感。正是这种坚
定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不断前行。他们深
入研究草原生态，学习露营知识，向当地牧
民请教经验，不断优化露营基地的设施和
服务。从搭建帐篷到规划营地，从准备食
材到组织活动，每一个细节都倾注了他们
的心血和汗水。随着露营基地的逐渐成
熟，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他们在草
原上扎营，欣赏着美丽的自然风光，体验着

独特的草原文化，享受着宁静与惬意。露
营基地不仅为当地带来了经济收入，还带
动了周边农牧民的就业和发展，成为乡村
振兴的一张亮丽名片。年轻人的返乡创业
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
担当，也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的希望与
未来。

亲情爱情交织，感人至深的动人旋律

《野马部落》不仅是一部关于创业的电
影，更是一部充满亲情与爱情的温暖之
作。影片中，亲情和爱情如同两条细腻的
线索，贯穿于整个故事之中，交织出一曲感
人至深的动人旋律。在亲情方面，主人公
巴根与家人的关系是影片的一大看点。他
离开城市回到家乡，起初遭到了家人的不
理解和反对。父母担心他们在草原上吃苦
受累，希望他们能留在城市里过上安稳的
生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看到孩子
们在草原上拼搏奋斗，为家乡的发展做出
贡献时，父母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他
们开始支持巴根的事业，甚至参与到露营
基地的建设中来。这种从不理解到理解，
从反对到支持的转变，体现了亲情的深厚
与伟大。影片中，父母那充满担忧与关爱
的眼神，那默默支持的身影，无不让人感动
落泪。它让我们明白，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

爱情在影片中同样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主人公巴根和小野在创业的过程中，结识了志
同道合的伙伴，彼此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
他们的爱情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没有奢华浪
漫的场景，却在平凡的生活中绽放出耀眼的光
芒。他们一起在草原上搭建帐篷，一起为游客们
准备美食，一起面对创业中的困难与挑战。在相

互扶持、相互鼓励中，他们的爱情愈发坚定和深
厚。影片中，那一幕幕温馨浪漫的场景，如在月
光下相互依偎，在草原上携手奔跑，都让人为之
动容。他们的爱情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不
在于物质的富有，而在于心灵的相通和相互的支
持。

镜头语言生动活泼，草原风光的绝美呈现

《野马部落》的镜头语言堪称一绝，唯美
生动让观众倍感亲切。

景别的运用
全景与远景：影片中多次使用全景和远景

镜头来展现内蒙古草原的广袤无垠，以及黄河
与草原交融的壮丽景色。这种景别不仅突出
了自然环境的宏大，也衬托出人物在大自然面
前的渺小，传达出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中
景与近景：中景镜头常用于展现人物之间的互
动和情感交流，例如巴根与父亲、巴根与小野
之间的对话场景。近景镜头则更多地用于捕
捉人物的面部表情，细腻地展现角色的内心情
感，如孟克叔对儿子的爱与支持，以及乐乐的
自闭症逐渐康复的过程。特写镜头：特写镜头
在影片中被用来突出细节，如草原上的露珠、
手把肉的制作过程、漫瀚调的表演等。这些特
写不仅丰富了影片的文化内涵，也增强了观众
对草原生活的代入感。

镜头运动
固定镜头：影片中使用固定镜头来展现

草原生活的宁静与质朴。例如，镜头固定在
草原上，展现牛羊悠闲地吃草，或是村民们
的日常劳作，这种固定镜头营造出一种平
和、真实的生活氛围。移动镜头：移动镜头
则用于表现人物的动态和情感变化。例如，
巴根在草原上奔跑，寻找生病的父亲，移动
镜头突出了他的急切与焦虑。在创业过程
中，镜头跟随人物的行动，展现了他们努力
奋斗的场景，增强了故事的节奏感和紧张
感。手持镜头：在一些情节中，导演使用了
手持镜头来营造真实感和紧迫感。比如在
创业团队遭遇困境时，手持镜头的晃动感让
观众更能感受到他们的无助与挣扎。

构图与色彩
影片在构图上注重对称和平衡，尤其是

在展现草原文化和传统活动的场景中。对
称的构图展现了民族文化的庄重与仪式
感。而在表现人物关系时，构图则更加灵
活，通过人物的位置安排来体现角色之间的
关系和情感变化。

影片的色彩运用丰富且富有层次。草
原的绿色与天空的蓝色为主色调，营造出清
新、自然的氛围。而在表现人物情感时，色
彩的运用则更加细腻。例如，乐乐从自闭症
中逐渐康复的过程中，画面色彩从灰暗逐渐
变得明亮，象征着希望和新生。

镜头组合与节奏
蒙太奇手法：导演通过蒙太奇手法将不

同场景和情节进行组合，使故事更加紧凑和
富有张力。例如，将创业团队的失败与村民
们的帮助交替剪辑，突出了团结的力量和人
性的温暖。

节奏控制：影片通过镜头的长短和剪辑

节奏来控制故事的节奏。在创业过程中的
艰难时刻，镜头较短，剪辑节奏较快，突出了
紧张感；而在展现草原生活的美好时，镜头
较长，节奏舒缓，让观众能够沉浸其中。

文化元素的融入
民族文化的呈现：影片巧妙地将草原音

乐、漫瀚调、二人台等民族文化元素融入镜
头语言中。通过镜头的切换和画面的呈现，
让观众感受到蒙古族与汉族文化的融合与
传承。

舞台艺术与影视的结合：影片打破了传
统喜剧电影的模式，将电影与舞台艺术相结
合。例如，一些场景中加入了舞台化的表
演，通过镜头语言将舞台艺术的魅力展现出
来，使影片既有戏剧的张力，又不失电影的
真实感。

领略北疆文化的独特魅力

《野马部落》深入挖掘北疆文化内涵，不
仅凸显了黄河“几字弯”恢弘磅礴的地域风
貌，还体现了黄河文化和草原文化融合，山
西、陕西、内蒙古民俗文化的互鉴。野马牧
场真实的生活场景，增加了作品题材的厚度
及科普性，加强了整体的视觉效果。影片
中，野马在草原上自由奔跑的画面，不仅展
现了草原的生机与活力，更象征着“蒙古马
精神”。这种精神，是内蒙古人民在长期的
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它代表着坚韧不
拔、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质。影片通过镜头展
现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了北疆文化的独特魅
力。

更为重要的是，影片深刻地展现了民族
团结的主题。在露营基地的建设和发展过
程中，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互帮助、相互支持，
共同为乡村振兴努力奋斗。电影主人公们
与当地农牧民们一起交流创业经验，一起探
讨草原文化，一起解决遇到的困难。他们不
分民族，不分彼此，像一家人一样团结在一
起。这种民族团结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创业
过程中，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影片通过这些生动的细节，向观众传达了民
族团结的重要内涵。

电影《野马部落》以其独特的视角、生
动的镜头语言和感人至深的故事，为我们
呈现了一幅大学生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
兴的壮丽画卷。它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
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感受到了亲情与爱情
的温暖与力量，领略到了北疆文化的独特
魅力，更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了民族团结
的重要意义。这部影片不仅是一部优秀
的文艺作品，更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价值
和时代意义的现实主义佳作。它将激励
着更多的人投身到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
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
献自己的力量。在北疆这片充满希望的
土地上，大学生们的创业故事如同一首激
昂的逐梦之歌，永远回荡在草原的上空，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为了家乡的繁
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北疆大地上的逐梦之路
—— 浅评电影《野马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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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马部落》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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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文评点文评点

认识水孩儿已经8年了。8年间，水孩儿出
版了多部长篇作品，主编了十几本散文作品，
其中报告文学《黄河好人》入选内蒙古文学重
点创作扶持工程，获了不少奖项。水孩儿的散
文深具感染力，文字细腻，常能从细微之处勾
勒出生活的真实和人间的苦涩，如她的《苦菜
花》《镇上有个供销社》等。此次她的散文《内
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荣获了“2024年度中
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为内蒙古文学赢得
了荣誉。

《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以写实的笔
法，记述了唐山大地震对水孩儿全家精神和心
灵上的深刻影响，尤其对父亲造成的难以平复
的精神创伤和心理阴影。文章以细腻的笔触
与深沉的情感，回顾这一沉重的历史记忆，展
现了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渺小与坚韧。水
孩儿通过父亲的视角，将宏大的历史事件与个
人命运紧密相连，表达了对逝去亲人的深切怀
念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让读者在感同身
受中体会到历史的厚重与生命的顽强。

作者将唐山大地震的集体创伤，通过父亲
在养老院梦中惊醒呼救的细节，转化为个体生
命的微观叙事。父亲在阿尔茨海默病的混沌
中反复复现地震场景——“房梁折断”“孩子被
压”“洪水袭来”“二哥在树杈上”——这些细节
不仅是灾难的具象化，而且也是家庭集体记忆
创伤的沉重负荷。作者用这样一个颇具无奈

的时光小切片，连接起过去与现在，让读者能
够穿越时空的阻隔，亲身感受到那场灾难所带
来的冲击与影响。可想而知，作者的内心是百
味杂陈的，但她依然冷静地展开叙述，并不将
自己内心的微澜轻易展露出来，而是留给读者
体会这命运的苦涩和无奈。

言近旨远是好散文标准之一。这篇散文
颇似史铁生散文的内敛和厚重。史铁生散文
的特点在于其深刻的思想性和对生命意义的
不断探索。他善于从日常琐事中提炼出深刻
的哲理，用简洁而富有力量的语言，表达对人
性的深刻洞察和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水孩儿
的这篇散文，同样展现了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
考，将个人经历与历史事件相结合，以细腻的
笔触描绘出内心深处的波澜，与史铁生的散文
有着一种共通的冷峻与温情的滋味，让读者感
受到深沉的震撼和共鸣。

厚积薄发是好散文的标准之一。一篇成
功的散文背后，一定有大量的积聚和沉淀。水
孩儿这篇散文，把不写之写、不言之言发挥得
恰到好处。她没写父亲是如何进了养老院，又
是如何生活和治疗的；没写自己因为父亲的病
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压力，遭遇了什么样的
困境；没写父亲无数次梦中惊醒，对地震造成
的创伤和难以平复的慌乱，给她自己造成了什
么样的痛苦……但她通过对父亲病中行为和
往事回望的平静叙述中，把这些难言之痛都写

入了文章的背后，做到了厚积薄发，将许许多
多难言的人生百味和命运无奈都压入了简短
的文字中。她的文字简练有力，没有冗余的修
饰，却能在寥寥数语中勾勒出深沉的情感和复
杂的内心世界。她多用短句，力求每一字都有
千钧之力，每一句都含万钧雷霆。

白描勾勒是好散文的标准之一。在回望
父亲带领家人振奋精神、重建家园的过程中，
作者并没有展开叙述，而是抓住了事件本质，
用简短的语言勾勒出整个家庭的人生轨迹：

“几场风吹过，几场雪落下，孩子们就长大了。”
这颇具张力与人生哲理的白描，焉能不让人怦
然心跳、浮想联翩？

之后日子怎么过，生活怎么熬，作者都没
有写。只写父亲要盖房子。为了给老大、老二
娶媳妇盖房子，父亲开始挖土坯。这里也没怎
么写，只写了一句：“三天下来，偌大的麦场上
便摆满了土坯，远远望去，像一个又一个万里
长城。”作者没写挖土坯的艰辛、劳累，只用了
一个“万里长城”就传神地写出了父母亲的坚
韧和决心。命运不照拂苦命人，一场大雨把打
好的土坯化为了泥汤——这种转折笔法让文
章横生波澜，让读者在惋惜之余，更加感受到
生活的残酷。

散文最撼动人心的是情感的力量。一个
人走到最后，最深沉的悲伤还是来自亲情的纠
缠。这种亲情的纠缠，既让人感到温暖和依

靠，又让人感到挣扎和束缚。血脉里的无言付
出，亲情中的相互搀扶，既有甜蜜的相守，也有
相互的纠葛。父母亲为了孩子的幸福，默默承
受着生活的艰辛，他们的付出是无言的，却又
是那么深沉。而当孩子们面临困境时，亲情的
力量又让他们相互搀扶，共同渡过难关。然
而，正是这种高尚的痛苦，构成了作者散文中
最撼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它让读者在阅读的
过程中，不仅感受到了亲情的伟大和无私，更
深刻地体会到了人生的艰辛和不易。

“故乡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从内蒙古刮来的
风吹过冀东平原，吹过斑驳的屋顶，吹动了父亲
坟头破烂不堪的白幡。此时，我在内蒙古，想起
冀东，已泪流满面。”

这篇散文弥散着深厚的亲情力量，也激荡
着岁月变迁的深情回望。它让我们看到，在生
活的重压之下，亲情是如何成为支撑我们前行
的重要力量。同时，也让我们反思，在追求个
人幸福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忽略了那些默默
为我们付出的人。散文中披露的心灵隐秘
史，不仅仅是对逝去时光的深情回望，更是对
人性美好与缺憾的深刻感悟。它让我们明
白，真正的悲伤，不是泪水与绝望，而是在经
历风雨后，依然能够怀揣着爱与希望，继续前
行。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内蒙古文艺
评论家协会会员）

心灵深处的深情回望
——评“2024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获奖作品《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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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诗歌的
版图上，诗人王发宾的

《天山独库公路》犹如一
座用诗行垒砌的精神丰
碑，以其独特的亲历者
视 角 和 深 沉 的 情 感 力
量，为共和国建设史上
这段可歌可泣的筑路传
奇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史
诗。这部诗集不仅是对
13000 名工程兵用血肉
之躯开凿天路的深情礼
赞，更通过多层次的文
学建构，让那段被风雪
掩埋的历史重新焕发出
震撼人心的光芒。

作为独库公路建设
的亲历者和工程标兵，
王发宾的诗歌具有撼人
心 魄 的 真 实 力 量 。 在

《开 挖 铁 力 买 提 隧 道》
中，诗人以白描般的笔
触再现了施工的艰辛场
景：“一锤一锤在山体上
敲下石印/一印一印无数
次的凿打/石头磨成了石
粉/山体被凿开一个个钻
孔”。这些质朴而有力
的诗句，将战士们“手破
了，流出血化成脓/谁都
不在乎，脚冻了/仍然要
踏碎石头”的坚韧意志
刻画得入木三分。特别
是“一件破棉袄背起千
年的孤独”这个极具质
感的意象，既写出了物
质的匮乏，更彰显了精
神的富足。

这条贯穿天山南北
的 562公里公路，每一寸
都凝结着筑路官兵的血
泪。在零下三十度的极寒中施工，战士们不仅要
对抗“雪，每天都要下/冰，一层一层加厚”的恶劣
气候，更要面对高原反应、悬崖绝壁等重重考
验。据统计，在独库公路的建设中，有 200多名官
兵献出了宝贵生命，2000 多人在施工中受伤致
残。正是这些平凡的英雄，用青春和生命铸就了
这条被誉为“中国最美最险的公路”的交通奇迹。

诗集的八卷本结构犹如一条蜿蜒的天路，完
整呈现了筑路工程的精神轨迹。开篇“把心交给
党”的铮铮誓言，终章“赓续红色火种”的信仰传
承，中间六卷则铺展开一幅幅感人至深的筑路图
景。在“哈希勒根冰达坂”的冰峰上，在“老虎口”
的绝壁间，战士们用生命丈量着信仰的高度。这
些天险在诗中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精神海拔的
象征。当“司令员登上冰达坂”的豪迈与“普通一
兵”的坚守相互映照，当“七口棺椁”的悲壮与“家
属来队”的温情形成对比，诗歌超越了简单的颂
扬，呈现出立体饱满的生命图景。

《大衣上的血说话了》与整部诗集的灵魂契
合。诗人以克制而深情的笔调写道：“几名战士
护送烈士遗体/到乌鲁木齐火化/1973年入伍的山
西战士陈德元/紧挨着烈士，遗体渗出的血/洇红
了他的皮大衣”。烈士鲜血染红的军大衣，成为连
接生死的精神媒介。“烟囱的烟，直直地顶住天/五
位烈士的灵魂/遥望着独库公路”的意象组合，构成
了天地人神的四维对话。而“这是战友的血迹/看
见它犹如看到战友/不能洗，我要守候/一辈子”的
朴素誓言，则让这首诗歌获得了越入时空的永恒
力量。

王发宾的诗集最动人的特质，在于将工程纪
实升华为生命哲学。“天瀑”与“红柳滩”不仅是自
然景观，更是与战士对话的生命存在；“鸡蛋粉”

“压缩饼干”这些时代符号，保存着特殊年代的真
实记忆；而“打导洞”的技术细节与“放电影”的文
化渴望，则还原了工程兵作为“人”的完整面貌。
在《被困的 28天》中，诗人记录了极端环境下的生
存意志；《抢救牧民》则展现了军民鱼水情深。这
些诗作让在悬崖绝壁间开凿公路的壮举，获得了
更为丰厚的人文内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诗集通过“炊事班”“架
线兵”等职能特写，以及“过春节”“家属来队”等
人性化场景，拼贴出一幅幅生动真实的军营生活
画卷。《克孜利亚》中“克孜利亚/像出升的一轮红
日/在海面上漂移玫瑰般的山崖瘦瘦巴巴/随着太
阳的升高/一层黄一层蓝渲染着天空/奇奇怪怪像
走进了布达拉宫/岩性变化着，形态无穷”这些描
写，不仅展现战士在天山用生命修筑天路，而且
感受到了大自然绝美奇妙动人画面。这些诗作
让冰冷的统计数据具象化为有血有肉的生命故
事。

当今天的旅人驾车穿越独库公路，惊叹于它
的壮美险峻时，王发宾的诗句让我们看见：那些
镌刻在岩壁上的年轻生命，那些被风雪永远凝固
的青春面容，才是这条天路最动人的风景。“乔尔
玛纪念碑”上镌刻的每一个名字，“吐尔根烈士墓
地”安息的每一缕忠魂，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信
仰与奉献的永恒故事。

这部表现血泪的诗集，不仅是对逝者的深情
告慰，更是对“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筑路精神
的永恒铭记。在这里，诗歌成为了最好的纪念碑
——它让那些平凡而伟大的灵魂，永远奔驰在他
们亲手开辟的天路上。正如诗人在《钢铁战士陈
小平》中写道的：“陈小平大声吼着，堵住它！/扑
过去坐在泉眼上/用自己的身体压住泉眼/并迅速
脱下棉衣填进去/水从他的脖子上喷起/像一条河
围绕着他……一个排填进 27件棉衣/19条棉裤堵
住了溢流/山洞避免了一次事故……”这种舍生忘
死、战天斗地的精神力量，将永远激励着后来
者。王发宾以诗人的敏感和战士的赤诚，完成了
一部具有史诗质感的筑路者之歌。

（作者系呼和浩特市诗词学会副主席、内蒙
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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