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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包相会》成了全场大合唱
《敖包相会》是一首广为流行的歌曲，是

上世纪 50 年代电影《草原上的人们》中的插
曲。3日晚，当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旋律响起
的时候，全场观众和蒙古歌唱家来了一次互动
大合唱，有的观众一边唱着，一边两手还情不
自禁地舞动起来。在后台，一位蒙古男演员看
到观众也唱起蒙古语时很惊讶，他用不太流利
的汉语说：“他们会唱？”

“我觉得蒙古语唱法更有韵味，我花了好几
个月才学会唱蒙古语的《敖包相会》。”一名今年
28岁的郑州小伙子饶有兴致地说，他和爱人是
去年结婚的，在婚礼上，他唱的就是这首歌，用蒙
古语唱的。“嘿嘿，当天我也算是一唱成名呀，现
在还常常有朋友夸我的蒙古语歌唱得好。”

送给母亲的歌唱出共同的心声
“……心儿找妈妈却总也找不见，用伤感

的心里碰撞的梦，呼唤着孩子回来吧妈妈，我
亲爱的妈妈啊……”《亲爱的妈妈》歌声响起，
悠扬的旋律伴着蒙古歌唱家饱含深情的演唱
让现场观众思绪飞腾。一些陪着母亲的观众
似乎听懂了乐曲的含义，不时地看看妈妈，有
的拉起妈妈的手。聚光灯闪亮处，不少观众眼
里已噙满泪水。“这首歌就像我们小时候唱的
《妈妈的吻》，我们感谢妈妈给了我们生命却不
求回报的伟大母爱。”在郑州做生意的许先耘

先生感叹说，父母养育了他 30多年，现在父母

都70多岁了：“我却很少在家陪伴两位老人家，

以后还是尽量抽出时间多陪陪他们。”

在当晚蒙古歌舞演出的节目单中，记者发

现，有不少歌颂母亲的歌曲，如《父母双亲》《世
界母亲》《戈壁家乡》《雕花的马鞍》等。《戈壁家
乡》表达了子女无论走到哪儿，都牵挂着母亲
和父亲，“就要别离阿爸阿妈，孩儿出嫁到远
方，阿爸阿妈保安康……”

当晚的17个歌舞节目，表达了蒙古演员们
对家乡的思念，对母爱的感恩，对童心的向往，
这些纯蒙古语的曼妙歌舞，也给浮躁的都市人
一次静静坐下来聆听的机会。

曲终人未散，观众、演员欢聚一堂
在合唱《世界母亲》终了的时候，所有蒙古

演员走到台上，跳起了舞蹈，目送观众离去。
然而，让蒙古演员意想不到的是，郑州市民也
不忘回报和感恩，纷纷站了起来，鼓掌感谢他
们。随后，观众纷纷走上台去，和演员一一握
手合影。

“在 90 多分钟的演出中，我对每个节目
都心动。”今年 60 多岁的牛女士几乎是第一
时间和小女儿跑上台前和演员们握手的。
牛女士说她对蒙古有着别样的情结：“我 8
岁就去了蒙古，在那儿生活了 28 年，那里是
我的第二故乡。所以，为了看这场演出，我
等待了很久。”

“我虽然听不大懂歌词，但我很喜欢，我能
感觉出每首歌和每支舞蹈里表达的蒙古风韵，
太谢谢你们了。”来郑旅游的张先生连说赶上
蒙古歌舞的专场演出，太兴奋了。

“每当音乐响起，舞蹈跳起，我都仿佛置身
于蓝天绿草牛羊遍地的大草原，想起蒙古族人
民豪迈的性格来……”演出结束，不少观众聚
集在一起，对蒙古演员精彩的表演表达溢美之
词，其中就有好几位懂蒙古语的在观众和演员
中间当起了义务翻译。

蒙古歌舞用真情诉说母爱
深情激扬，观众落泪 《敖包相会》则成了全场大合唱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
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哟,你
为什么还不跑过来哟……”10月3日晚，
在郑州市青少年宫演出的蒙古艺术家们
给郑州市民带来了更多心灵上的感动，
一首首歌曲深情激扬的旋律仿佛把观众
带到了茫茫大草原，而颂扬伟大母亲和
励志的歌曲，又让观众几度落泪。曾在蒙
古生活了28年的牛女士激动地说：“太让
我心动了，我好多年都没听到这么好听的
歌曲了。” 晚报记者 鲁燕/文 张翼飞/图

男的刚劲粗犷，女的柔美多情，刚柔并
济，诉说美好的爱情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