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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现今新历史叙述、新史话、
草根史谈之类的书出版了不少，有的发行量
很大，不乏佳作。但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过
多迎合了消费历史的趣味，夹杂了不少戏
说、调侃、戏谑的成分，其学术含量较低，历
史的可信性和严谨性也打了折扣。那么，有
没有一条新的思路和写法呢？也就是说，既
能化解历史原著的语言、名词、典故的深奥
难解的障碍，又不失其记述历史的宝贵的原
创性和可靠性；既不纠缠在某些现今已失去
意义的旁逸斜出的细节上，又在大的历史真
实脉络上不走样，眉目清晰；既不显出某些
学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冰，也不满足于浅
尝辄止的热闹戏说。我的这种期待，在特·官
布扎布的《蒙古密码》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作者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独特的行文方式，
从而有声有色地展开了对一个伟大民族的
历史脉络的深入探寻。

首先，这部书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它
把许多悬念提出来，引发读者的兴趣。比如，
书的开头就提出，蒙古人的祖先究竟是谁？
长久以来流传着一个看似神奇却很荒唐的
说法，即苍狼和白鹿是蒙古人的兽祖。而真
实的情形却是《蒙古秘史》给出的答案：“成
吉思汗的根祖是苍天降生的勃尔赤帖那和
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问题出在，明代文人
将此段译为“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
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这一
译，引出了无数种误读和演绎。通过进一步

研究，特·官布扎布给出的答案是：勃尔赤帖
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是成吉思汗22代
远祖，是蒙古乞颜部落的头人。他们以动物
之称取名，约生活在公元 8 世纪中叶。这个
答案是特·官布扎布给出的，但又并非他个
人的随意解读。由于作者此前翻译过蒙古典
籍《蒙古秘史》，这就为后来写作《蒙古密码》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我们还应该看到，《蒙古密码》虽
然采用了大众化的、更为人情化、通俗化的
叙述方式，但并不意味着它本身没有深度。
事实上，这部在语感和态度上亲近读者的著
作，不乏具有历史高度的、整体性的深入思
考。比如它认为：“一个民族的发展与壮大，
无疑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在
那些发挥推力作用的因素中，有些因素是软
性的、次要的、辅助性的，而有些因素则像那
执掌枯荣的季节气候，带有绝对的根本性和
关键性。”所以，“在蛮荒年代的历史框架下，
观察一个民族发展、壮大的过程，首先关注
的应该是这个民族与大地自然的相互关系
和这一关系的变化情况。也就是说要观察这

个民族繁衍发展的生存形式。”《蒙古密码》
就以这样的视角观察和分析了古代蒙古人
与大地自然的关系，并通过这一关系的变化
解读了其生存形态的变迁和快速发展的内
在原因。

当然，所谓大历史解读，并不是满足于
几条干巴巴的“规律”解说，或满足于粗疏
的、高头讲章式的史实陈述。其实，历史从来
都充满了偶然性、传奇性、非理性，其中个人
性格情感因素以及特定情势的影响，在历史
长河中起到的作用，真是微妙而巨大。好的
历史陈述，不能漏掉这无数富于戏剧性的血
肉丰盈的细节。据该书叙述，自与塔塔儿部
族和大金朝廷纷争起来后，以合不勒为可汗
的蒙古部族联盟和英雄的属民们就陷入了
恨仇相报的历史泥潭。从此，仇恨像个无处
不在的幽灵，遍布蒙古高原的平原与高地，
充斥在大漠南北的空气与心灵中。一年又一
年，仇恨生仇恨，杀戮继续着，战争继续着。
后来，身处塔塔儿部族和大金朝廷夹击之下
的蒙古部族渐渐败下阵来，并一步步走向败
落的深渊。

该怎样看待仇恨，作者有颇为精彩的发
挥。他说：“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最不该播种
的是仇恨，最不该放大的也是仇恨，最不该
追报不止的还是仇恨！仇恨是一堆血光之
火，它的燃烧必将导致热血生命的不断毁
灭。然而，曾经的王者们似乎明知山有虎偏
向虎山行，任意地制造和放大了很多仇恨，
不仅使生命付出了几多代价，而且在一些地
方遗留下了纠缠至今的纷争之根，使人类美
好的愿望遭受一次次的尴尬和无奈。”

最后，我想就作者反复强调的“生存圈”
与“无障碍对接”问题谈点看法。作者说：“历
史上的北方狩猎游牧人为什么一有足够的
能力就要无一例外地越过长城向南发展？为
什么一有足够的能力就要无一例外地谋求
或完成与中原农耕大地的无障碍对接？”在
作者看来，因有富饶的物产和丰足的生存
资源，每个生存圈的中心区域都会成为人
们竞相挤进或争取无障碍对接的永恒目
标。“于是，挤入中原，与中原大地进行无
障碍对接的需求就成了我们东方各民族版
图认同的心灵指向。就在这心灵指向的一
次次对接中，一个伟大国家的版图就连接
形成了。这就是我们依偎而生的伟大母
亲——中国！”这样的解读，突出了爱国主
义，但是否符合历史上民族纷争的深层原
因，是否用“无障碍”掩盖了某种无法跨
越的障碍呢？历史上民族间征战不息的真
正原因是什么呢？

《蒙古密码》这部历史文化长篇散文的作
者——特·官布扎布，怀着一种民族与时代的责
任感、使命感，倾听祖先从远处走来的脚步声，对
蒙古族历史和文化进行了还原性、艺术性地思
索、追问与描画。作品鲜明地展示出蒙古民族的
人文图谱、演进逻辑和前进的起点。这是一部充
溢历史精神的散文，又是一部洋溢着诗情画意的
历史。

蒙古族的族源、历史，成吉思汗的伟业，蒙古
帝王陵墓等，是世界性的话题，也是迷雾重重的
难题。涉及这方面的题材，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同
时在选材和提炼上，又是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巨大
挑战。《蒙古密码》的作者在选材上是非常严谨和
精当的。他所依照的材料几乎都是经典性的文
本，如《蒙古秘史》《蒙古民族通史》《史集》《世界
征服者史》《蒙元王朝征战录》《成吉思汗与今日
世界之形成》《圣武亲征录》和《元史》等。即使对
于这些经典性的文本，作者也是以历史唯物论和
人类学的科学态度，以一个艺术家的良知和勇
气，给予了精细地鉴别和诠释。

图腾崇拜是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曾有过的原
始崇拜。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来，有的作品用“苍
狼”和“白鹿”演绎蒙古民族的某种性格特征是无
可厚非的。但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维度来看，有
的学者把“苍狼”和“白鹿”这对动物冠以“图腾”
的帽子，硬扣在蒙古民族的头上，甚而把这说成
是民族的来源，这样的推演既不科学也缺乏美
感，更不符合蒙古民族的集体记忆与品格，甚而
渗透着明显肤浅的偏谬。作者在《蒙古密码》里综
合比照了各种史科和传说，认定“孛儿帖赤那”与

“豁埃马阑勒”是一对人间男女，是以动物命名的
人，而不是创造族人的动物。这不仅让“逝去的祖
先不再被误读困扰，但愿他们在岁月深处的长梦
永远平静安详”，也使得当今的天宇和心灵，荡除
了千古的尘埃，显露出澄澈鲜亮的本色。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经历了风云激荡的变革
与创新。这期间，文学逐渐恢复了自由、审美和担
当的主体精神。这在历史题材的书写上体现得尤为突出。《蒙古密
码》的作者在这样的文学创作环境中，以自己的知识学养和丰富想
象，构建了文学化的蒙古族精神心灵史，描绘出一条发源、兴旺、发
展和壮大的路线图。他所选取的事例，都带有路标性的意义，都是
民族发展进程中的节点、重点和拐点。在成吉思汗之前，重点描写
了阿阑豁阿这位圣母以及合不勒汗、俺巴孩汗和忽图剌三位大首
领。作者通过想象和逻辑，推断出孛儿帖赤那的第 11代儿媳阿阑
豁阿即为最靠近、最清晰的蒙古民族圣母。

历史，从来都充溢着当代意识的浓郁色彩。书写历史是为了发
现当代的前景和现实的梦想。而历史的文学书写，居首位的是文
学。面对民族历史的追问，对伦理的反思，才可显示出思想的光芒。

《蒙古密码》没有停滞在狭隘和庸常的泥淖里，而是站在时代的高
度，摆脱了思维的惯性，坦率地对传统中的缺失和偏陋进行了反思
和批判。如对仇恨和战乱，作者写道：“翰歌台西征，实际上是愚
忠。没有必要再去拓展愤怒而仇恨的征战之路，实际上是伤蒙古族
元气的大缺口，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不幸。”正是这种自豪感和伤
痛感，激发了作者的创作诗情，激活了作品的灵魂。另外，《蒙古密
码》赞扬了俺巴孩汗亲自送女儿嫁给塔塔儿人，以重修和睦友好的
举动，同时，也肯定了汉朝与匈奴、唐朝与吐蕃的和亲做法。这应该
说是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国家情怀的。

多年前，我就听肖亦农说过，他要创作一部反映毛乌素沙漠
巨大变迁的长篇报告文学。那天，肖亦农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他
要走遍毛乌素沙漠的山山水水，寻找远去的大沙漠。“你们知道
吗？毛乌素沙漠在鄂尔多斯高原没有了，真的没有了……”肖亦农
说到这儿时，声音有些哽咽。我想，老肖这次是动了真情。

我曾读到过肖亦农创作的《人间神话——鄂尔多斯》《涅瓦河
上》《第五十位是民工》和“金色的弯弓”系列中篇小说等作品。从
他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出，鄂尔多斯高原无垠的沙漠与这个男人纠
结了几十年，他的青春汗水全部倾注在这浩浩无垠的大沙漠中，
守望沙漠就像守望他的生命一样。是毛乌素沙漠的渐行渐远，在
肖亦农的心中溅起了层层涟漪，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是鄂尔多
斯人伟大的生态实践和生态恢复，引得他热泪滚滚。他对鄂尔多
斯不但有着深厚的情感，更有着一个作家对他相守了 40多年的
土地的殷切期望和绿色担当。

于是，肖亦农一头扎进了毛乌素沙漠之中，开始了他的毛乌
素绿色传奇之旅。他拖着那条老寒腿在毛乌素沙漠里跋涉采风，
用了近 3年的时间走遍了毛乌素的沙地、沙梁，深入到种草植树
的治沙现场，行程越万里。2011年春，内蒙古实施草原文学精品
工程，为入选的每部作品聘请了北京的一些指导老师，肖亦农的

《毛乌素绿色传奇》也在其中，我被聘为这部作品的指导老师。这让我深感惭愧，但
肖亦农十分谦虚，很快就发来了他近两万字的创作大纲，一看都是硬打硬的干货。
但同时觉得事件和人物太多，需要梳理提炼，我建议他抓住最能打动人的事件深入
挖掘。

肖亦农3年的深入采访给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抓住毛乌素一隅，并融入
全球化的大背景，在行走中把人物事件串了起来。他多方听取意见并经过一番思考
之后，便一头扎进毛乌素沙漠的无定河边，开始了艰苦的写作。秋高气爽的时节，一
摞沉甸甸的稿子呈现在我们面前，刚看几页就被吸引住了，他那带着浓烈情感、带
着温暖和希望的写作将我们带入了毛乌素沙漠的往昔今生，其文学品位之高超出
了我对以往报告文学作品的认知和想象。

肖亦农是一个富有思考的人。他认为，在中国，工业化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如
何在发展中达到与环境的和谐，也是全世界人民越来越关注的问题。鄂尔多斯和乌
审旗人民的实践，在辽阔的中国西部地区具有前瞻性。《毛乌素绿色传奇》给出了一
个明确的答案，毛乌素沙漠的消失正是工业化时代的一个绿色传奇。肖亦农在他的
作品中提出：让工业化思维进入生态领域，生态领域才会产生质的革命。

有专家称《毛乌素绿色传奇》是一次振臂高呼式的写作，表达了作者对工业化
进入生态领域的热情讴歌。在这部著作中让人看到的不仅是激情、文学，还有科学。
肖亦农抓住了毛乌素沙漠的现代灵魂。肖亦农在作品中写到了毛乌素沙漠的历史，
也写到了它所蕴藏的丰富文化，让读者触摸到了这片土地的根脉。

肖亦农用西部人打深井的方法对待作品。初稿完成之后，内蒙古文联、内蒙古
作协又在毛乌素沙漠附近主持了小型的研讨会，到会的评论家、科学家，甚至治沙
人针对他的初稿展开了批评讨论。肖亦农听取了这些意见之后，又闷头苦改了两个
多月，才终于将稿子交付给出版社。带着墨香的《毛乌素绿色传奇》面世不久就得到
文学界的好评，文字圆润、明丽、跳跃，灵动而又激情四射。非常巧合的是，这部书写
毛乌素沙漠奇迹的报告文学出版同时，另一件与此相关的事件正在进行，中国的毛
乌素治沙经验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得以介绍，受到了世界的肯定。联合国防
止荒漠化组织的官员认为，毛乌素沙漠的治理，是中国人民做出了“让世界向中国
致敬的事情”，并提出将在世界范围内给予推广和借鉴。

这正是肖亦农创作《毛乌素绿色传奇》时的初衷和热切盼望的未来。在他用心
血浇灌的文学书写里，再现了他多年的生命体验和时代思考，阐释了一个世界性话
题，生动地彰显了中华民族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坚韧执著的民族精神。这部作品获
得了许多普通读者及专家的热议和好评，并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毛乌素
的传奇从肖亦农的笔下走入了全国广大读者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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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诗作，是时代的折光，是诗人人格精神的外灼，
是诗人崭新的审美发现和价值判断，它包蕴着丰富的精神
内涵和文化内涵。因此，对于诗意的任何方式的追寻都是可
求而难遇的，而“一首完美的诗，应该是感情找到了思想，思
想又找到了文字”。读蒙古族诗人白涛的诗，我欣赏到了感
情、思想、文字恰切相融所呈现出的诗意之美，感受到了文
学才华、精神境界、历史感悟相谐相生所绽放的艺术光芒。
他的诗以蓝天、白云、草原、牧歌、奶酒、敖包、苍鹰、骏马为
主体意象，深刻地表达了对蒙古民族文化源流、历史变迁、
性格特质、精神命脉和现实生活的理解，生动表现了蒙古民
族的英雄气质和浪漫情怀，引领读者与他一起聆听历史前
进的脚步声，共同欣赏今天内蒙古欣欣向荣的景象。与传统
蒙古族抒情诗歌不同的是，白涛注重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
注重诗歌对生命展示的深度，在娴熟处理复杂的现代经验
的同时，为蒙古族诗歌提供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

阅读诗集《长调与短歌——一个当代蒙古人的草原诗
想》，我情不自禁地沉浸在诗人深刻的生命体验和独特的诗
意表达中。他诗作中营造的五彩缤纷的意象群落，让从未到
过草原的人怀着喜悦，凝视洋溢蒙古民族风情的时代画卷；
让到过草原的人怀着眷恋，重温在那里曾经感受到的独特
文化神韵。鹰和马是白涛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表达着作者
对游牧民族先祖的礼赞：“一只鹰投影于大地/一匹马投影
于天空/天空多么辽远/大地多么辽远/可以钦佩的先人我
的祖宗/只骑着马儿便走遍了世界。”（《从一只鹰开始》）这
是一种真实而难得的民族意识与情感自觉，在时间里绵延，
在心灵深处定位。

“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是人格创造冲动的表现。”（郭
沫若语）诗人在创作中会有意无意将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
准则、精神追求融入到诗作中，使诗歌具有鲜明的个人色

彩。纵观《长调与短歌》中的作品，能感知白涛的诗是来自灵
魂本真的呼喊，源于他个体遭遇及精神层面的追求与理想。
他对所处的境遇没有怨愤、没有迷茫，他的感伤来自对民族
文化、族群命运和草原精神清醒的认识和孤独的坚守。他在
诗中写到：“和曾经的先人一样/双脚扎在家乡的草原/心胸
远大，目光坚强”（《萨拉乌素源流》）；“我的孩子将带给子孙
们/以巨大的生命/那必定是马蹄敲击大地/与百灵搏击天
空的和声”（《一匹马和它对大地的亲吻》）。这种清醒镇定、
热血悲壮的声音来自具有史诗精神的蒙古男儿的心腔，如
此豪迈、掷地有声。诗人还精准地捕捉到了蒙古人在今天由
于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产生的心理变化、思想伤痛、现
实无奈。比如：“一捧黄沙/一阵清风/足以/还乡”（《一
个蒙古人和他的河流之歌》） 是含泪的微笑，勾起读者感
同身受的无限乡愁，让离乡远行的人不禁随诗人一起抬头
遥望那故乡的云天……纵览白涛的作品，不难发现诗歌既
是他精神生命的外化形式，也是他不断提升自己、审视自
己的精神良药。

以现代人的眼光对人类的生存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思考
是诗歌写作中的一个制高点。把诗歌写作当成对自我灵魂
的审视、拷问、净化与拯救生命，是生命至纯至真的境
界，也是诗人对诗歌最高层次的追求和面向永恒的诗歌宣
言。看得出来，白涛正在向这样的目标进发，努力用诗歌
来拷问灵魂。如果说对已然是成熟诗人的白涛还有更高期
望的话，我很想让他给自己自如顺畅的创作设置些障碍和
难度，或者说，我希望在他的诗中不仅读到独立性、精神
性、批判性，还要读到彻骨的疼痛，那是“我们被时间抛
弃，又被亲人们拒绝”的痛，是面对面坐着还想你的痛，
其间沁入心脾的该是对蒙古族文化、族群命运、草原精神
的深切思考和撼心绝唱。

蒙古族作家白雪林的小说集《一匹
蒙古马的感动》选了作者近年的 7部中
篇小说。这些作品，无论对现实的关
注，还是对往事的追忆，都贯穿着蒙古
族的自然观。或者可以这么说，这些小
说浸润着蒙古民族和谐而阔大的生命
观。这种自然观或说生命观，用一句话
概括，就是人与动物没有尊卑贵贱，故
而应该一视同仁，甚至在某些方面，某
些时候，马、牛、狗、羊以及狼等草原动
物比人更加具有生命的尊严，更贴近自
然的神性。

在《霍林河歌谣》中，作者写了三代
母牛的故事，特别感人的是其中两代母
牛与诺日玛生死相依的情感。小说最为
打动人的还是人与动物之间相互学习
的过程，写得真是动人。比如，为了帮助
小母牛查干伊娜克服胆小的毛病，诺日
玛接连三个夜晚陪她经受寒冷、恐惧与
不眠；为了让查干伊娜的女儿小牛犊吃
上母亲的奶水，诺日玛纵情沉醉地唱着
蒙古长调，直至查干伊娜的心在歌声中
变得柔软，流出了眼泪。

这种和谐阔大的生命观，也体现在

蒙古族的生死观上。白雪林的小说中，
不止一次地书写了草原人对于死亡的
无畏态度。大自然之中，草原之上，无论
是马、狼还是牛，它们的死也死得各得
其所，它们的终章与谢幕，不仅诗意盎
然，而且符合性格。小说《一匹蒙古马的
感动》中，那匹马为了奔跑竟咬断了手
指粗的铁马嚼子，当它累死在赛场之
时，“它平静地躺在草原上，呼吸渐渐减
弱，后来呼吸就停止了。可是它的眼睛
还睁得大大的，看着前方，看着草原，看
着草原上的地平线。它的灵魂一直在奔
跑，马的脚步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在这样的大自然之中，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也有着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相
似性。他们相互印证，相互温暖，相互爱
恋。比如《霍林河歌谣》中，诺日玛与达
瓦之间的情感，一个是单身自由、游走

于草原的木匠，一个是有一个女儿的、
能干善良的草原女人，他们相互爱恋了
20 年，却一直没有婚姻，这一切都是因
达瓦的自由个性造成的。然而诺日玛在
达瓦老病之时，果敢地将这位男子接回
家治病，而达瓦知道自己无药可医之
时，为了尽早结束痛苦，也为了不连累
心爱的女人，更为了生的尊严，达瓦竟
吞毛巾自杀。女人的无私与男人的高
贵，在小说里并不是通过高声呐喊讲出
的。相反，作者沉静地写着这一切，因为
这一切作为人的品质，之于草原人而
言，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说到日常生活，我以为在这部书
中，作者还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地方性
知识。这些地方性知识散落在 7部中篇
小说中，它们的存在，为我们更好地了
解草原、认识草原伦理，提供了丰富的

经验。比如，它写母牛生产，“母牛临产
前几天，尾巴根底下产道口会垂出一个
明亮亮的水泡，水泡一天天长，等到鸡
蛋那么大时小犊儿就要生了”。比如，作
为一个猎人如何发现旱獭，小说中写旱
獭油大，热量高，它们虽藏在一米深的
地下，却使得雪地中有一片雪融化。这
些都使我们领略到草原的生存智慧，而
且让我们也沉浸于草原古老文明的文
化传承之中。

在这7部作品中，我最为看重的，仍
是《巴尔虎情感》。这部小说深情地表现
了一个叫斯布勒的老人临终前所做的
几件事：教会孙子打旱獭、除掉了罕山
顶上的一只母狼、做了一张新毡子、做
了一副蒙古族的传统象棋、扎了一顶新
蒙古包。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那只他未
逮住的公狼来找他复仇，因老弱而无力
进攻，只蹲伏在老人的门口。而同样垂
暮而病危的老人走过去，心甘情愿地满
足这个也垂暮病危的老狼的最后一个
心愿——让它咬自己一口。小说细细
地写，耐心地讲述，没有任何夸饰的成
分，但是这种平静的力量却是强大的。

白雪林是一位感觉敏悟、富有才情
的作家，就中短篇小说创作而论，堪称高
手。集子《一匹蒙古马的感动》中共收入
了7部中篇小说。读完之后，形成的第一
个完整而突出的感受就是：这是“一组来
自草原的动人歌谣”。概而言之，《成长》
可谓是一曲作别少年纯情的挽歌，《霍林
河歌谣》与《巴尔虎情感》可称是一组关
于草原上的自然生态、传统习性与人文
情怀的恋歌，《一匹蒙古马的感动》堪为
一首人与马相互感动、灵性升华的赞歌，
而《萨仁格日勒的草原之旅》则可以说是
传统寻踪与原始生命冲动交织呈现的变
奏曲。

对生命及生命中灵性的关注，是这
些作品共同具有的特点。作者直面草原
的现实，关注草原上的自然生态、当代人
的生存状态，并把想象力扩展到万物有
灵的整个草原大地，以探寻那生命中的
隐喻，并试图向生命的源头走去。如《霍
林河歌谣》，小说开头写主人公诺日玛出
于怜惜与“救它一命”的想法，从老相好
达瓦那里把那头将要被旧主人卖到屠宰
场的白底红花的老母牛买回家，还给它
起了个名字，叫莫日根（聪明的意思）。
在诺日玛的精心照料下，莫日根健壮了
许多，还生下了小牛查干伊娜（白姑娘的
意思）。而在小说的结尾，写“从诺日玛
死后的这一天，查干伊娜就再也不吃东

西，也不喝水，每天就在坟前，在那土里
寻找着，后来它的体力已消耗殆尽，就悄
无声息地趴在那座坟旁边。”“它现在把
身上所有的劲儿都耗尽了，也叫不出来
了，只有眼泪在默默地流淌。查干伊娜
死了。”这是个凄然的结局，近乎一个寓
言，让人读来感动复感叹。

《成长》也是一篇尤其引人深思的作
品。少年哈达是草原上的孩子，他曾经
为草原的美景着迷；他曾看着8月里打草
的场面欢欣，他觉得“那时男人、女人、
孩子们和牛羊都是最美的”；他曾与比
他大两岁的同伴吉木斯姐姐两小无猜，
纯情相待。后来，在劳动的磨砺中，

“他觉得自己霎时间长大，长高了，长
壮实了”。特别是经历了周围人们对他
与吉木斯的关系怀有淫猥之心的猜测，
并因此扒掉他的裤子，他因受辱而持刀
报复这件事后，他变了。过去那个天真
无邪、满眼纯净的哈达不见了。“他长
大了，一夜零半天，他走完了他全部的
15年。而在他一夜之间长大的同时，他
又觉得失去了许多东西。”小说触及到
生命中一个尴尬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
痛处。每个人都必然要经历成长，但在
长高、长大的同时，则已失去了生命中一
些可贵的、美好的东西；在世俗而喧扰的
境遇中成长，可以渐渐懂得生计及得失
判断中的应对，但却丢失了像草原一样

自然烂漫的天趣。或许，“成长”本身就
是一个悖论？

再看《一匹蒙古马的感动》。这部作
品从故事架构的表层来看，似乎并不新
鲜，因为在关于草原题材的文学创作中，
写马或人和马的故事的，一直以来都
有。而这部作品的特别之处在“感动”
上——人与马相互感动——尤其突出人
对马的感动。而且那“感动”的过程与细
节描写，在作者的生花妙笔下扣人心弦，
让人读来同样是感动唏嘘。蒙古马查黑
勒干在全旗那达慕大会赛马比赛中，拼
尽全身的力量而奔跑，那情景令人心悬
与慨叹。查黑勒干的表现感动了整个那
达慕大会上的人，感动了科尔沁草原。
而查黑勒干的力量是哈萨尔等用爱所赋
予的——人性美的力量，通过富有灵性
的马得以表现。

白雪林擅长写自己感觉中的东西，
擅长写场景氛围。如《巴尔虎情感》中写
老猎人斯布勒带着小孙子打猎的情景，

《萨仁格日勒的草原之旅》写哑巴桑杰率
霍林河草原上最后一支勒勒车队到乌珠
穆沁拉盐的往返沿途经历，都有很强的
感染力，会自然而然让人有身临其境之
感。白雪林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感觉，是
伴以自己的深刻体认与思考的，特别是
在生命情调与人性张扬方面。

但我认为，集子中的《到呼和浩特挣
钱去》与《硝烟中的巴尔虎草原》这两篇
小说并不是太精彩。前者存在的突出问
题是编故事的痕迹较重，缺乏作者的真
情实感。后者给我的感觉是题目与框架
较大，但内在的东西却比较单薄，人物也
不够生动与饱满。

巴尔虎草原之歌
□何向阳

写不完的乡愁，唱不罢的浩歌
□徐忠志

为生命而咏叹的歌谣
□宋生贵

内蒙古“草原文学重点作品”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