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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来我校调研

我 校 隆 重 召 开 庆 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本期头条 / 报宣 / 文  李  光    赵殿辉 / 图   

 本报讯 自治区党委副

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

于 6月 9日来我校调研党

史学习教育推进情况。布

小林主席指出，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目标要

求，推动铸魂育人不断走

深走实。

	 布小林主席详细了解

了我校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

况，深入蒙古族合唱基地班

和舞蹈班观看教学并作点

评，听取学校为学生办实事

情况介绍，走进学校宿舍、

食堂，详细了解了学生们的

学习、生活情况。

	 在学校演艺厅，布小林

主席观看了师生们排演的

红色经典歌曲《黄河大合

唱》。

	 在与师生们交谈中得

知我校是教育部“音乐党

史”系列活动内蒙古自治

区指定参演高校时，她指

出，要将音乐艺术与党史

学习教育有机融合，歌颂

党的辉煌业绩，展现党的

信仰信念，让广大师生和

干部群众通过聆听红色音

乐，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

革和奋进新时代的恢弘历

程，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精神血脉。

	 布小林主席指出，要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讲好党

的百年故事、发挥党史育

人的作用。要结合奋斗精

神传播信仰、结合伟大实

践讲透理论、结合党史资

源讲活思政课，讲出党的

理论背后的实践根源、实

践基础，引导广大师生进

一步增强对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信心。

	 布小林主席指出，要

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

密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师

生深入学习党史特别是党

在内蒙古的历史，树牢正

 布小林主席在我校蒙古族合唱基地班调研了解学生学习情况

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

族观、文化观、宗教观，

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

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

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认同。

	 布小林主席强调，青

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

未来。要把党史学习教育

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

起来，引导青年学生从学

习百年党史中激发信仰、

获得启发、汲取力量，自

觉当好红色基因的传承者、

革命精神的践行者，努力

做好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贡献青春力量。

	 布小林主席还专程到

我校和林格尔新校区调研，

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了解

学校发展规划和教育教学

工作。

	 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

办公厅党组成员祁世林，

自治区党委高校工委书

记、自治区教育厅党组书

记、厅长黄雅丽，自治

区财政厅党组书记、厅

长张磊参加调研，我校

党委书记刘前贵，党委副

书记、院长黄海，党委副

书记赵海忠，党委委员、

副院长赵林平，副院长

孟显波分别陪同调研。这

是我校独立设置成本科院

校后，布小林主席第二次

来到我院进行调研视察。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激发广大党

员干事创业热情，凝聚攻

坚克难力量，不断推动学

校各项事业向前发展，6

月 25 日上午，我校隆重

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学校领导

班子成员，各基层党组织

书记、副书记，老党员代

表，“两优一先”代表，

在校师生党员代表参加了

大会。大会由校党委副书

记、院长黄海主持。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

声中拉开帷幕。校党委

书记刘前贵为到场的党

龄在 50 年以上的老党员

代表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并向老党

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

高的敬意。

	 大会举行了新发展党

员入党宣誓和老党员重温

入党誓词仪式。校党委书

记刘前贵同志领誓，全体

党员面对鲜艳的中国共产

党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

誓，响彻会场的铿锵誓言，

激昂心头的真挚情感，让

现场所有人都深受感染，

更加坚定了作为共产党员

终生不渝践行誓言的初心

信念。

	 会上，校党委书记

刘前贵代表学校党委向全

校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向在场获得“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

光荣加入党组织的新党员

和“两优一先”代表表示

祝贺，他指出，老同志们

在与党同呼吸、共命运的

过程中淬炼了坚强党性，

涵养了高尚情操，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

程上，我们更需要学习老

同志在党言党、在党爱党

的赤诚情怀，学习老同志

在党忧党、在党为党的奉

献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革命精神。

 刘前贵书记指出，百

年历史和现实再次证明，

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

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

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

心骨。实现中国的富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

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

党的领导。2020年，校党

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在精准抓好疫情防控

的基础上，深化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健全完善政治、

思想、组织、作风、制度

建设体系，逐步推进教育

教学改革，申报成功 4 个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获批艺术学理论一级

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推

动新校区复工建设，建成

图书馆二期工程，学校改

革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新

的成绩。希望全体党员能

够始终牢记宗旨、发扬传

统、传承薪火，时刻牢记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和担当，在新的起点上再

接再厉、争创佳绩，为推

进内蒙古艺术学院事业发

展砥砺奋进、再立新功！

 会上，校党委副书记

赵海忠宣读了学校《关于

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

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

作者的决定》。校领导为

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进行了颁奖。（张正函）

布小林主席调研我校新校区建设规划

	 我 1959 年考入内蒙

古艺术学校，成为首届舞

蹈专业班学生，自那时起

我便把全部的心血和青春

奉献给了自己所挚爱的舞

蹈艺术事业。

	 在校学习期间，我的

个人条件并不是最好，有

几次因专业考试成绩不理

想差点被淘汰掉。是我的

恩师乌云老师不辞辛苦、

百般教诲和帮助，才使我

坚持下来，最后以优异的

成绩完成了五年的舞蹈专

业学业。为了保持舞蹈演

员的身材，五年学习期间，

就从来没有敢敞开肚子吃

过一顿饱饭，每天坚持超

负荷跑步和基本功练习。		

	 毕业后，我被分到了

哲盟歌舞团，又因工作需

要被派到新成立的通辽市

文工团担任舞蹈编导。后

来，我考上了内蒙古民族

大学中文系（成人教育），

又有两次抛家舍业去北京

舞蹈学院深造。之后，我

开始转向舞蹈教学和舞蹈

研究领域，成为哲里木盟

艺术学校创始人之一。

	 我苦心研读舞蹈史，

不断吸收养分，一次次深

入蒙古族聚居的草原牧区，

一点一滴吸收和梳理民间

舞蹈的精髓，不断发掘少

数民族舞蹈的珍贵内涵。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

便在舞蹈创作中吸收和借

鉴许多外来的舞蹈语汇，

打破了过去舞蹈的旧有程

式和格局，舞蹈《悔恨》

荣获了首届科尔沁艺术节

创编一等奖、表演一等奖。

	 为了加强理论教学，

提高学校的创编水平，哲

盟艺校专门成立了创编

室，由作曲家吴云龙老

师、理论家李尚义老师和

我三人组成。我们 3人每

天加班加点研究和探讨。

吴云龙老师为我的舞蹈创

作写了不少曲子，激发了

我的创作灵感，至今都使

我不能忘怀。李尚义老师

资历很深，不仅懂音乐理

论，而且阅历丰富、知识

渊博，文学造诣很高。他

对我在写作方面的指导和

理论方面的提高起到了很

大作用。两位老专家是我

的恩师，也是我的益友，

真挚的情感永远留在我心

上。这个时期我编写了《蒙

古舞教材》《舞蹈基本功

教材》《舞蹈形体教材》

《舞蹈编导与速记法》《舞

蹈——安代舞》《舞蹈概

论讲座》，这些教材成为

我后来专著的原始素材。

	 一、《儿童舞蹈》
	 1986 年，我的第一

本书《儿童舞蹈》（蒙古

文版）由内蒙古少儿出

版社出版发行。我把孩

子爱跳的舞蹈画成人物

动作图解，再配上音乐

和场记调度路线图，如

蒙古族舞蹈《骑马舞》《筷

子舞》《献哈达》《安代舞》

等等。受当时条件所限，

该书只发行了蒙古文版。

	 二、《蒙古族青少年
舞蹈》
	 1989 年，我的第二

本书《蒙古族青少年舞蹈》

（汉文版）出版发行，内

蒙古教育厅指定为中小学

生课余活动教材。这本书

修改了两三遍，在即将付

印时，发现舞蹈图片和文

字有些对应不上，内蒙古

教育出版社来电话要我立

即来呼市再次修改审稿。

	 经过两天两夜的长途

奔波，终于来到了呼市，

没有来得及休息，就一头

扎进工作室里。经过四个

多小时的认真工作，刚刚

把文字和舞蹈图片对号入

座整理好，我爱人突然来

电话说：“妈妈有病了，

你快回来吧！”我当时并

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还说：“你就辛苦点，

多照顾两天吧！我这里实

在走不开。”我爱人说：

“你必须赶快回来！”说

完就把电话给挂了。我怎

么也没有想到前几天的离

别竟成了我和老母亲的永

别。母亲突然病逝，对我

打击很大，审稿工作便停

了下来。后来我被调到了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工

作，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开

始重新启动这本书的出版

工作。他们在出版之前特

别慎重，要求我找找北京

舞蹈学院的有关专家再为

此书校对鉴定。北京舞蹈

学院吕艺生院长和北京舞

蹈学院民间舞教授罗雄岩

老师曾对此书做出过高度

评价和赞扬。

	 本书终于 1989 年出

版发行，当我拿起这本新

书时，心中千头万绪，没

有太多的兴奋，只有对母

亲深深的怀念。

	 三、《幼儿舞蹈》
	 我的第三本书《幼

儿舞蹈》（蒙古文版），

是责任编辑乌云其木格主

动帮我翻译成蒙古文的，

1990 年由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出版。当时各盟市旗

县很需要蒙古文书籍。

	 书的封面设计很漂

亮，画面上是一个蒙古族

女孩在立足舞蹈，很有动

感、很有民族特色。书中

的音乐是我校的几位音乐

专家给写的，再加上美术

系的专业老师给我配的小

孩舞蹈图，很有舞蹈感觉，

又有民族气息，得到了各

界人士的好评。书出版后

很快就销售出去了。这本

书的出版和畅销，给我带

来了舞蹈艺术人生的成就

感，更坚定了我当初对舞

蹈事业的追求与梦想，给

我增添了更多的创作力量。

	 四、《中小学生舞蹈
指南》
	 我的第四本书《中小

学生舞蹈指南》是 1991

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作为自治区课外活

动的教材，内蒙古教育厅

对于这本书很重视，由当

时的教育厅副厅长经大平

作序。听说厅领导给我的

书作序，我高兴地到教育

厅去找他，他正好不在，

他的秘书很痛快地答应代

厅长写了书的序言，拿去

让经副厅长签名时，经副

厅长很不满意，当着我的

面批评了秘书，坚持要亲

自写序。后来他在序中这

样写道：“长期以来，一

些中小学的音乐课尚且被

语文和数学主课给挤占，

课外舞蹈活动更是形同虚

设，教师缺乏、设备短少、

资料不足，使中小学舞蹈

活动开展无望，第二课堂

冷冷清清。在这种情况

下，高守贤、韦元岩同志

的新作《中小学生舞蹈指

南》一书出版了。这是作

者集三十多年的舞蹈实践

经验，针对中小学生舞蹈

教材奇缺的实际情况编写

而成的，是中小学生、幼

儿园舞蹈教师必备的工具

书，对专业性文艺团体、

大中专院校的第二课堂及

业余爱好者也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这本书出版后确实受

到了自治区中小学校老师

和学生们的欢迎。后来我

还经呼市教育局的邀请，

多次去给各学校音乐老师

上舞蹈课。

	 五、《舞蹈概论》
	 1991 年，我的第五

本书《舞蹈概论》由内蒙

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

国家还没有统一的舞蹈教

材可用，各校都是使用自

己自编的教材。本书前言

中的一些话，是我的肺腑

之言：“《舞蹈概论》过

去有人写过，将来还会有

人写，编者从事舞蹈事业

几十年，登过舞台、上过

讲台、编过节目、写过文

章，但却从来未敢想写一

本《舞蹈概论》。我爱舞

蹈胜过一切，我热心于舞

蹈教学，我热恋着哺育我

长大成人的这块土地，我

久久地陶醉在这块五彩缤

纷的民族舞蹈艺术的原野

之中。但我的家乡也有荒

山、沙漠，我们所辛勤耕

耘的舞蹈理论园地上仍有

未被充分垦植的沃土。翻

开我们的舞蹈史册，至今

在我工作的艺术学府，还

没有一本自己的《舞蹈概

论》，于是我和丈夫便鼓

足勇气，写下这本‘引玉’

之作。”

	 为了这本书的出版，

我多次骑自行车来往于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修改

稿件。记得有一次路过

一处建筑工地，不小心

被几根钢筋挂倒，把我

脚踝骨给摔断了，当时

疼得无法行走。人说伤

筋动骨一百天，然而我

仅在家休息了十几天，

便让我的丈夫用自行车

推着我，拖着带石膏的

腿艰难地来到学校上舞

蹈课。

	 《舞蹈概论》这本书

出版后，不仅中专学校用

作教材，舞蹈大专生也作

为教材来使用。

	 六、《儿童舞蹈启蒙》
	 1992 年，内蒙古人

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

第六本书《儿童舞蹈启蒙》

（汉文版），由当时的教

育厅厅长白音作序，自治

区主管文教的副主席赵志

宏题写书名。书印出来后

发现封面有一个错误，就

是将“舞”字误写成了“午”

字，这可怎么办呢？当时

首次印刷接近一万册呢，

和出版社联系沟通的结果

是：重新印刷封面，封面

的字要重写。我硬着头皮

找了赵主席，他不但没有

不高兴，还连连对我说：

“不好意思，给您造成了

损失。”由于封面出现错

误，造成一定经济损失，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主动

减免了一部分印刷费用。

因为我正给党委机关幼儿

园上舞蹈课，封面小孩舞

蹈照片是幼儿园提供的，

书出版后我首先拿到了内

蒙古党委机关幼儿园来试

用，得到了幼儿园老师和

家长们的认可和欢迎。

	 从 1993 年年初，我

还完成了由内蒙古教育厅

组织编写、人民音乐出版

社出版发行的内蒙古九年

义务教育小学乡土教材

《音乐》全六册中舞蹈部

分的编写工作。又结合教

学工作，先后在《舞蹈》

《舞蹈艺术》《舞蹈研究》

《音乐舞蹈通讯》《内蒙

古日报》以及我校《草原

艺坛》、院报上，发表过

舞蹈文章一百多篇。

	 七、《安代舞》
	 科尔沁草原深处的库

伦旗，是著名的蒙古族民

间舞蹈安代的诞生地。这

里流传着许多关于安代的

动人传说。逢年过节举行

那达慕大会，到处都能看

到农牧民手挥彩绸跳安代

舞的欢乐场面。

	 我在哲盟艺校工作

期间，多次去库伦旗收

集安代舞素材。在库伦

旗文化局、乌兰牧骑、

文化馆等单位老同志帮

助和陪同下，跋山涉水、

翻沟跨坎。还前往白彦

花公社，找到著名“安代

舞”传承人哈达，又找到

吉米亚老艺人、安代舞少

壮派传人额尔敦巴拉。库

伦旗以九千九百九十九

条沟壑而著称，没有沟

壑的平原地带被沟壑挡

住，交通不便、信息闭塞。

我先后八次下库伦旗收

集过安代舞资料，回来

后经过反复推敲、验证、

排练，写出了两本舞蹈

教材。

	 1992 年，在学院领

导的支持下，在学院艺

术研究室的具体配合下，

我再次来到库伦采风，组

织哲盟艺校舞蹈科的学生

们排练“安代舞”教学录

像片。这时学院已经购置

了摄像机，委托音乐系主

任铁英谱写音乐，用我的

安代舞教材录制。还提前

一个月把我派到哲盟来组

织学生们排练，当时哲盟

艺校校长巴音桑给予了人

力、物力的大力支持，而

且把最好的学生抽调出来

交给我组织排练。排练

成型后，学院派沙痕老师

带队，吕宏久、章新建、

刘兰哈等老师一同前往通

辽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录

制。1992 年在艺术学院

的教学职称评定中，我被

破格评为副教授。这对我

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也是对我重新回到母校

工作的褒奖与工作上的

肯定。《安代舞》一书

1993 年由中国文联出版

社发行出版，封面由布赫

同志题字。

	 八、《舞论集》
	 我的第八本书是我多

年来舞蹈文章的合集《舞

论集》，由内蒙古教育出

版社出版发行。时任内蒙

古大学副校长兼艺术学院

院长、著名书法家温玉庭

题写书名。著名舞蹈家贾

作光老师作序。

	 贾作光老师在序言中

写道：“她是我的学生，

最为突出的优点就是扎

实，注意观察和吸取及总

结，善于把零散的收获归

纳起来，使其系统化、科

学化，以理论联系实际的

方法写出舞蹈教材，推广

应用到舞蹈高校、大中专

院校、以及中专班中去，

让更多的有梦想的、特别

是有舞蹈梦想的学生们受

益，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

得到广大师生的认可，得

到有关教育部门的普及和

推广，成绩斐然，受到社

会各界的好评。”“令人

佩服的是，高守贤还是一

位多面手，她能跳舞、也

能编舞、还能创作，这在舞

蹈界也是不可多得的。她具

有超人的勤奋精神，除了教

学仍勤耕不辍，她与爱人韦

元岩合作出版的《舞论集》

给内蒙古舞蹈园地带来了

新的滋养，同时也为中国舞

蹈理论建设送来了一股新

鲜的空气。对内蒙古舞蹈建

设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

推动作用。”

	 九、《艺术家的真实
故事》
	 这是我有幸出版的第

九本书，温玉庭先生在百

忙之中为这本书写了序

言，内蒙古文联副主席、

著名蒙古族书法家、篆刻

家艺如乐图为本书题写了

书名。学校办公室工作人

员贾华为书稿的成型付出

了不少的心血。该书收入

我采写的 9位知名艺术家

的事迹和我撰写的艺术人

生回忆录，共计 15 万字。
	 这是我晚年的辛苦结

晶，这些文章能够变成铅

字，继而又编印成书呈献

给广大读者，是与各位同

仁和同事以及领导们的大

力支持、无私的帮助、辛

勤的付出分不开的，借此

机会向他们表示最真诚的

谢意！

 （作者为我校退休教
师，著名安代舞专家。）

我的九部专著：一生舞蹈情缘的结晶
高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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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园  记  忆

	 布小林主席来到我校和林格尔新校区建设工地，
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布小林主席来到学校餐厅参观视察

	 布小林主席与参加演出的学生亲切交谈

	 布小林主席来到学校“爱心小屋”参观视察

建校初期的校门

	 布小林主席观看我校音乐学院师生排演的红色经典歌曲《黄河大合唱》并与参加排演的师生合影留念

布小林主席观看我校舞蹈学院舞蹈班教学并与师生合影留念

	 布小林主席与学生亲切交谈

亲 切 的 关 怀： 自 治 区 主 席 布 小 林 同 志 在 我 校 调 研 视 察 掠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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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艺术学校的创立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文艺人才的培养，在经济十
分困难的条件下，自治区人民政府便于 1951 年 9 月
在张家口市成立了内蒙古艺术学校，设置有舞蹈、戏
剧、音乐等科目，首届招收学员 40 多人。后来，由
于种种原因，艺校停办。
	 1957 年，时任内蒙古文化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
的布赫同志提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10 年了，各条
战线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了适应文艺事业的发展，
我们需要建立一所艺术学校。于是文化局向自治区政
府呈递创建一所综合性全日制的、规范化的内蒙古艺
术学校的报告。
	 1957 年 4 月，内蒙古文化局组建了内蒙古艺术
学校筹备处。学校规模暂定为在校生 300 人。筹备处
副主任张炯在教职工大会上发誓似地说：“我们大家
都要在附近为自己找一块坟地，那就是我们的归宿。
我们要为艺术学校贡献青春，贡献终身，生在这里，
死在这里！”，这句话真实表达了当时办学人的坚定
信念和胸怀。
	 9 月 15 日，在本校礼堂举行了内蒙古艺术学校
第一届开学典礼。布赫同志到会讲话。10 月 18 日，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发文，正式批准成立内蒙古艺术学
校。内蒙古文化局任命娜仁戈娃为党支部书记兼副校
长。内蒙古艺术学校从申办，到筹备、招生、开学，
都是在布赫副局长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他常常来学
校，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对教师的生活、工
作也很关心。1961年，宝音达来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

	 ●艰苦创业的第一个五年
	 从 1958 年开始，学校创作不断，演出不断。先
后去包头钢铁公司工地边劳动、边演出，去巴彦淖尔
盟三盛公水利工地慰问演出。电影班、话剧班将长篇
小说《草原烽火》改编成话剧演出。1960 年 1 月，
首届电影班毕业生在乌兰恰特演出大型话剧《降龙伏
虎》，师生同台演出了《革命家庭》。11 月，音乐
专业学生又上演了自编、自导、自演的清唱剧《邢燕
子》。
	 建校初期的 5年，是艰苦创业的 5年，也是劳动
最为繁重的 5 年。1958 年，全校师生去乌素图水库
劳动 1个月，去包头钢铁公司工地大炼钢铁 1个月。	
1960 年，由于学生逐年增多，原有宿舍无法容纳入学
新生，需要扩建，但当时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经
费缺乏，买不到木材，为解决这一矛盾，学校决定困
难不上交，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自
己动手解决学生宿舍。师生齐动手，脱坯，烧砖，垒墙，
仿陕北民居形式，不用梁柱，建起可容纳 100 人的窑
洞式学生宿舍 2栋，办公室 2栋。
	 1962 年，绿化校园时，购买了近百棵树苗，没
有运输车辆，师生们自己步行去苗圃用肩往回扛。傍
晚，大家顾不得吃饭，连夜栽种。现在校园操场上的
那三棵松树，就是当年绿化校园时，师生劳动的遗存。
	 每年的元旦，学校领导与教师坐在一张桌上会餐，
畅谈一年的收获，互赠礼品，同事情、师生情、同学
情，无处不在。教师都能尽职尽责，认真备课，细致
讲解，耐心辅导。早自习，晚自习，按时点名，文化
课教师进课堂，检查作业，专业课教师去琴房、排练
室辅导学生，特别是后进学生和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教师更要个别辅导，反复讲解，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是
当时一个响亮的口号。尊师爱生，蔚然成风。老师把
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和呵护。
	 食堂的炊事员和师生也保持着亲切的关系，领导、
教师、学生都亲切地称呼炊事员为大爷，他们也把学
生视为自己的孩子。学生因事回来晚了，已经睡觉的
大爷也会起床热饭给你吃。如果有谁生病，只要说一
声吃“病号饭”，大爷就会把热腾腾的鸡蛋面条送到
学生的床前。
	 预备部的小同学和音乐科的女同学，看到美术班
的大同学和舞蹈班的男同学饥饿的样子，他们很心疼，
尽管自己也不饱，但还是要少吃几口，把节省下来的
窝头，送给他们吃。那些大同学接到窝头，常常是流
着眼泪吃下去，他们知道小同学是饿着肚子省下来的。
这是怎样的友爱和品德呀！
	 校园里水位高，挖下 1 米就有清水涌出，地面很
潮，早晨起来，鞋上常常挂着水珠，舞蹈学生穿上滴
水的练功鞋走进排练室，老师怕他们穿湿鞋生病，就
把鞋摆在火炉旁边烘烤，下课时学生穿上热乎乎的鞋，
感受到的是老师的关怀，学校的温暖。
	 第一、二、三届毕业的 200 多名学生，后来大都
成为了自治区文艺舞台的骨干力量和我校优秀教师。
如，阿拉腾奥勒（作曲）、李德才（书画）、敖德木勒（舞
蹈）、白铭（舞蹈）、高守贤（舞蹈）、徐小哲（作家）、
李瑛（话剧表演）、李希林（话剧表演）、刘化非
（话剧表演）、方青（播音）、乌吉斯古冷（作家）、
阎甫（编剧）、刘汉一（编剧）、娜仁其木格（声乐）、
刘兴汉（笛子）、胡力亚其（三弦）、娜仁格日乐（古
筝）、郜锦仙（民间歌剧）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建校初期的5年，奠定了以后大发展的坚实基础，
确立了内蒙古艺术学校的办学使命和方法：一是以继
承、发展和弘扬民族民间艺术为己任。根据社会需要，

从实际出发设置专业，突出自身特色；二是继承传统，
志在创新，注意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世界观、艺术观；三是开放办学，不拘一格
聘任教师，在教学中坚持和发扬多元文化特点的优势。
	 1962 年 5 月 6 日，内蒙古文化局、内蒙古音乐
家协会与我校在乌兰恰特举行隆重典礼，祝贺著名马
头琴演奏家、75 岁的色拉西从事马头琴（潮尔）演
奏艺术 65 周年。在大会上，他接受了 7 名新弟子，
并按照蒙古族的习俗，举行了民间传统的拜师仪式。

	 ●乌兰夫同志的重要指示
	 1963 年初，内蒙古文化局布赫副局长找莫尔吉胡
副校长谈话，布赫副局长说：我们有些青年演员，唱
得不错，但是他们没有受过正规训练，需要提高。艺
校办个研修班，给他们提供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布
副局长并表示要亲自担任班主任，可见对此班的重视。
后由于工作太忙，未能来校，莫尔吉胡副校长主动提
出担任班主任，布赫副局长才放心。
	 学校于该年举办了青年演员声乐研修班，经文化
局遴选，6 名歌唱家入学，他们是宝音德力格尔、
德德玛、恩克、斯仁道尔吉、索布德、昭那斯图。
	 1964 年元旦，我校在新城宾馆演出。自治区主
席乌兰夫看完演出后，非常高兴，接见参加演出的全
体师生。乌兰夫主席指示说：要培养民族艺术人才，
要后继有人。我们要培养小宝音德力格尔，小哈扎布，
小斯琴塔日哈。
	 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莫尔吉胡先任音乐
科主任，后任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他大抓教学工作，
抓课堂教学，抓教学的规范化，强调教学的系统性、
科学性，尤其重视对基础知识、基本功的加强，提高
了学校教学质量。
	 党支部书记、校长宝音达来主持全面工作后，在
师资建设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一是爱才，二是对
人较为宽容。一次，他在会上说：“只要专业老师好
好教学生，培养出人才，我情愿给你们端尿盆。”这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宝音达来能坚持这样的用人标准，
是很难得的。到 1966 年，内蒙古艺术学校的教师队
伍得到极大加强和全面提升，教师中艺术院校的毕业
生和本校毕业生经过深造后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已
占到总教师数的五分之四，再加上来自演出团体的名
演员和有艺术实践经验的文艺工作者，组成了我校高
水平的师资队伍。

	 ●头一个辉煌的十年
	 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15 周年文艺评奖中，
莫尔吉胡的《只因为有了人民公社》《我们的太阳
毛泽东》，辛沪光的《东风从北京来》《一支山歌拴
住两颗心》，吕宏久的《白云山中有匹青龙马》获音
乐奖。苗文琦获搜集整理民间艺术奖。苗文琦的学术
论著《二人台初探》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关于二人
台艺术的专著。
	 1963 年，学校举办全区青年演员声乐研修班，
1966 年，又举办了手风琴进修班。1964 年春天，掀
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师生们在副校长莫尔吉胡的带
领下，文化科、音乐科、舞蹈科的老师首先行动起来，
满怀热情，夜以继日地进行创作、排练，5 月初，在
乌兰恰特演出了歌舞剧《焦裕禄》。这次演出又一
次向社会展示了学校的整体实力，树立了学校的良好
形象。
	 1963 年春天，我校师生根据龙梅、玉荣为保护
集体羊群与暴风雪搏斗的英雄事迹，创作、排练的清
唱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在乌兰恰特演出；由 1964
届舞蹈毕业班全体师生
排练、演出的大型舞剧
《狼牙山五壮士》（内蒙
古军区军乐队伴奏），气
势宏伟，场面热烈，极具
震撼力量，在社会上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
	 1965 年秋天，内蒙
古文化局决定调集全系
统的演职人员，集中优势
兵力，排练大型舞剧《椰
林怒火》。《椰林怒火》
场面大，演员多，以我校
为主与内蒙古歌舞团联
合演出，我校部分教师
和高年级的学生参加了
排练演出。这次演出标志
着我校达到了自治区级
表演团体的水平，同时也
得到社会的公认。后来每
有重大演出，都有我校参

加。1971年，内蒙古第一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也是内蒙古歌舞团与我校联合演出的。
	 这个阶段学校的教学工作很有成绩，是建校后师
生们共同攀登的第一个高峰。先后毕业的学生大都成
为自治区各级文艺团体的骨干或领导干部。特别是培
养出像宝音德力格尔（声乐）、德德玛（声乐）、
拉苏荣（声乐）、李镇（器乐）、布日固德（绘画、
书法）、斯仁那达米德（马头琴）、尼格木图（影视
表演）、张合昌（小提琴）等一批著名艺术家。
	 学校初建前十年，全校教职工只有 80 多人，党
员 10 人左右（由于干部调动，人数不确切）。1969
年实施军管，学校恢复了秩序。从兵团回来以后，一
面筹备招生，一面组建了新的行政机构。这期间又发
展了一批党员，共有党员 30 多人。1973 年，李荣儒
调来我校，任党支部副书记，并让他筹备组建艺校党
委，后因故未能如期成立。此时，刘佩欣已调出学校，
宝音达来也调文化局工作，但仍任我校党支部书记。
	 1976 年 11 月 4 日，经内蒙古文化局党委批准，
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艺术学校委员会。书记：
宝音达来，副书记：李荣儒，委员：李中、王诗学、
张伦。下设 4 个支部。音乐支部书记：王诗学，舞蹈
支部书记：张玉家，行政支部书记：李中，后勤支部
书记：靳崇荣。
 （原载于《春华秋实五十年》，作者沙痕，张世
超修订摘编）

“校史”中的红色记忆（一）

色拉西老师（左）指导达瓦学习马头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