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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瀚剧是流行于内蒙古西部地区、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蒙汉两族文化融合的戏曲艺术，是以二人台艺术
为母体的一个新的地方戏曲剧种，是祖国戏曲百花园中一株年轻而又美丽的小花。 
      上世纪80年代初，内蒙古自治区和包头市先后召开了艺术座谈会，提出“振兴二人台，创建新剧种”的
口号，并将有着丰厚艺术资源的原包头市民间歌剧团作为新剧种的实验基地，经过艰难的探索和实践，明
确了创建新剧种的指导思想，即“博采众家之长，化为自身血肉，保持发扬个性，开拓自家道路”的24字
方针，于1986年宣告该新剧种诞生！ 
      漫瀚剧的诞生，较好地继承并丰富发展了二人台艺术的表现手段，她以“突出地方特色，增加独有剧
目，完善声腔建设，强化戏曲因素”为立意，较好地保持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无论是时代性、
历史性、现实性还是审美性，都大胆地追求开拓创新，融合求美的独特艺术风格。 
      例如由我主演的漫瀚剧《忠烈碑》，就着重体现了人物的塑造和民族思想情感的把握。只有掌握和应用
好内心世界的人物塑造，才能更好地感悟民族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展示民族情感性格的体现。 
      在实践中，我体会到，无论是演员的表演素质，还是掌握创作方法的规律，演员作为心灵与躯体并存的
机体，所创造的角色一定是具有内外部性格特征的。 
      在漫瀚剧《忠列碑》的创作中，我对男主人公裕谦的塑造，就是在深化体现“情动于衷，而形于外”的
人物塑造下，进行了丰满、鲜明的情感和性格化的刻画。 
      在剧目的排演和实践中，我主要的创作手段是用形体、唱腔、念白来体现人物的认识的，但更重要的是
内心的体现“要化身为角色”。一方面始终要清醒地把握与控制自己对人物的塑造；另一方面又必须全身
心地投入，用自己的生活与艺术上的修养以及利用自己丰富的肢体语言来创造角色，以求达到“容动而神
随、形现而神开”的表演境界，从而将一个栩栩如生的蒙古族英雄展现在观众面前。 
      然而，每个剧种都具有其各自的特色，尤其是音乐和唱腔上的区别。只有在了解本地区特色的基础上，
创作出符合戏曲音乐规范的声腔体系，才能成为本剧种的标志。 
      以《忠》剧为例。在音乐的唱腔上，她具备了强烈的地方和民族音乐的色彩，按新剧种的音乐规范设计
了散、慢、流水、捏、急等五类十种板式。以板式变化为主导，兼用曲牌专调的戏曲音乐综合体制。除此
之外，她还借用了歌剧的合唱、伴唱、戏唱等形式，重点吸收应用了蒙古族音乐的旋律以及长调、短调的
演唱方法，还把马头琴这一蒙古族的特色乐器应用在加强人物形象的表现和地方特色、民族特点的感染力
上，既保留了“二人台”的原汁原味，又升华和发展了漫瀚剧的演唱特色，如《忠》剧《望大海》这一中
心唱段就是其中的典范。 
      漫瀚剧在唱法上的革新，是时代的需求，是戏曲进化的体现，它把戏曲、民歌、美声、轻声等多种演唱
技巧自然融为一体，在发声和唱腔上取得了跨世纪的突破，是当代观众所需求的审美情趣，是将母体艺术
和时代要求相映生辉恰到好处的结合，是对于“剧本是基础，音乐是关键，唱腔是中心，演员是决定因
素”这一新戏曲格式的充分肯定。 
      漫瀚剧的独特艺术风格，从侧面揭示了古老的中国戏曲在当代社会里所表现出的新的生命力，她为祖国
戏曲百花园增添了新的花色，也开拓了民族戏曲艺术的新途。 
      生长在塞外，带着北国泥土芬芳的漫瀚剧，前途是光明的。让我们同奏振兴稀有地方剧种的强音，为民
族地域先进文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让漫瀚剧这繁花似锦的艺术事业、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再展新
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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