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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
和深厚的民族志研究功底，精心创作的一部小说。在这
部作品中，迟子建不仅仅是一位小说家，更是一位深入
探究民族文化的学者。她通过对额尔古纳河右岸这片

土地及其上生活的鄂温克民族的细致描绘，展现了那里
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民族文化。

在这部小说中，迟子建巧妙地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历
史交织在一起，通过一位年近百岁的鄂温克族老妇人的
口吻，反映了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发
展。在她的笔下，鄂温克族的日常生活、信仰和家庭观
念跃然纸上，仿佛一幅生动的画卷。她不仅描绘了这个
民族如何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安家立业，还细腻地展现了
他们对自然界的那份深深的敬畏和尊重。鄂温克族的
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悲欢离合，更是整个民族在历
史长河中沉浮的缩影。

《额尔古纳河右岸》仿佛是一扇充满魔力的窗户，透
过它，我们这些充满好奇的外界人士得以窥见鄂温克族
那充满神秘色彩、引人入胜的生活画卷。这本书不仅仅
是一段文字的叙述，它更像是一幅生动的画卷，将鄂温
克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以及他们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生活方式，一一展现在我们眼前。通过作者细腻的笔
触，我们仿佛能够听到额尔古纳河畔的风声，感受到鄂
温克人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和敬畏。书中不仅描绘
了鄂温克族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还展现了他们面对
现代化冲击时的坚持与适应，让我们对这个民族有了更

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本值得一
读再读的好书，它不仅增长了我们的知识，更拓宽了我
们的视野，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深刻的触动。

迟子建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详实的民族史料，使得
作品具有了极高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她对当地民
族的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进行了细致入微
的描写，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遥远而又神秘的世界。
通过这些生动的描述，迟子建不仅向读者展示了额尔古
纳河右岸地区的自然美景，更让读者感受到了那里人民
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

此外，迟子建在小说中还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以及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她通
过对额尔古纳河右岸生态环境的描绘，表达了对自然的
敬畏和对生态平衡的重视。同时，她也提出了在全球化
背景下，如何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使之不被同化和消
亡的深刻思考。

总的来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不仅是一部文学作
品，更是一部关于民族、历史、文化、生态的深刻剖析。
迟子建以其精湛的笔触和深邃的思考，为我们呈现了一
个多维度、立体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让这部小说成为
了解和研究该地区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

一扇了解鄂温克族历史变迁的窗口
□ 黄金铎

垄垄上读诗

美好，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
——浅读王征珂诗作《鹅卵石和星辰》

□ 李汉超

在常人眼里，鹅卵石与星辰是风马牛不相及，它们
毫不相干，但在诗人王征珂看来，它们不仅情深意长，而
且还在繁衍后代——

“甚至汉江河边的鹅卵石/也直起了腰身，踮起了脚
尖/翘首迎接从天而降、如梦如幻的星辰//鹅卵石的嘴
唇和脸额上/星光是慈恩，星光是火烛/星光是一缕缕绵
长又绵长的热吻//星光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春天里，
鹅卵石在岸边排卵/怀上一群有棱有角、有血有肉的孩
子”（选自《诗歌月刊》2017年第7期）

全诗九行，分为三节，字里行间诗意勃发，表情达
意深入推进。第一节，鹅卵石热情迎接星辰。星辰“从
天而降、如梦如幻”，充满无限的魅力和无穷的诱惑，
使得“汉江河边的鹅卵石／也直起了腰身，踮起了脚尖
／翘首迎接”黑夜里的星辰。“直”“踮”“翘”三个动词，
生动地写出了鹅卵石迎接星辰的热切心情和热情态
度。“甚至……也”句式的运用，不仅重点推出主要抒写
对象的行为表现，而且还透露出鹅卵石之外的其他相
关事物（包括诗人在内）对星辰的热爱之情，只是被诗
人有意省略了而留下大块空白。在这里，物的行为表
现映衬着人的行为表现，人的行为表现深化着物的行
为表现。

第二节，星辰深情拥抱鹅卵石。“鹅卵石的嘴唇和脸
额上”满是星光深情的触摸与烛照，三个比喻构成排比，

既生动形象、又简明扼要地写出了星辰和鹅卵石的三种
关系。“星光是慈恩”，一种上对下的恩惠，如苍天对大
地、父母对子女的恩惠，星光恩泽着鹅卵石；“星光是火
烛”，一种照明的火光，如火把、灯烛，星光照耀着鹅卵
石；“星光是一缕缕绵长又绵长的热吻”，如同情人之间
热烈而缠绵，星光亲吻着鹅卵石。这些比喻，能引发读
者丰富的联想，拓展着诗歌的艺术空间。事物与事物之
间的和谐联系，是通过诗人的想象力来完成的。

第三节，鹅卵石与星辰繁衍后代。这一节，紧承上
一节最后一行展开它们的完美结合。爱情的力量是强
大的，只要彼此相爱，“星光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遥
不可及也能伸手可触。美好是需要延续的，春天是大地
苏醒、万物勃发的季节，也给鹅卵石和星辰提供了孕育
美好的时机，所以，在这天造地合的春天，“鹅卵石在岸
边排卵／怀上一群有棱有角、有血有肉的孩子”。诗人
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总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鹅卵石
竟然能够“排卵”，还能怀上一群“孩子”；并且它们血肉
丰满、个性鲜明。诗人凭借大胆而睿智的想象，将事物
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揭示得意趣盎然。

在这里，鹅卵石和星辰既是大自然的客观存在，又
是诗人的心灵隐喻：星辰是雄性的，具有传递美好的能
力；而鹅卵石是母性的，具有孕育美好的能力。与其说
鹅卵石怀上了一群星辰，不如说诗人怀揣着一颗向往美

好、追求美好的赤子之心，他要在这人世间，让一切美好
的事物彼此关联，互相作用，创造出更多的美好。明朝
高启在《独庵集序》说：“诗之要有三：格、意、趣。格以辨
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全诗人格化的抒写，特
色卓具，意蕴深远，智趣洋溢，达到“格、意、趣”三者的高
度统一。

王征珂长期在医院工作和生活，慧心在胸，明眼识
珠，他有一双善于发现、敏锐捕捉诗意的眼睛，怀揣着一
颗善良而慈悲的诗心，往往能从日常生活与平常事物中
发掘出不同寻常的意义，并且能让普通的词语焕发出生
命的活力与精神的光芒。著名诗人、诗评家简明说：“王
征珂诗歌，高度体现了诗人繁入简出的语言智慧和高度
概括能力……也无论表达智性、构篇智性，还是诗人的
情感智性，无不显示出他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扎实的与
生活相对应的艺术表现力，以及对生命、对汉语表达功
能的挖掘潜能。”他是一位充满智慧的诗人，对世事万物
有着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犹如一枚硬币，有正面、
反面、侧面，纷繁世事，有多样性；纷乱人生，有多种可
能；甚至连那‘不可能的’，都值得幻想，值得追寻。你切
莫被悲苦封锁了通达的内心，也莫要被浮云遮蔽了开阔
的望眼。”他的感官与心灵一旦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接
通，并融为一体，诗歌的光芒就能闪耀起来，照亮读者日
渐幽暗的内心。

历史常现巧合。清代康熙五十五年，即公元1716
年，浙江钱塘诞生了又一位袁氏“性灵说”学者：袁枚，字
子才，号简斋。以其为主将，与副将赵翼、殿军张问陶并
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明代三袁的性灵说与清代袁
枚的性灵说，于文学史上均占据重要地位，二者间有着
深厚渊源。可以说，这是公安派对后世文学产生积极影
响的典型例子。而对这种跨代影响的梳理，似乎为当今
三袁文化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其一，二者的相同点。于核心主张层面，公安三袁
与袁枚皆倡导文学创作应抒发真人真性情，以为唯有独
抒性灵，展现内心真实感受，方可创作出具艺术感染力
之作。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着重文学作
品的个性化与真实性。袁枚亦认为，诗歌乃诗人真情实
感的自然流露，强调“性情之外本无诗”“诗者，人之性情
也”“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将性情视作诗
歌的本质与核心。

在反对复古方面，公安三袁与袁枚均抵制文学上的
复古主义。公安派众人猛烈批判前后七子的复古倾向，
主张各时代文学皆有独特价值，文学应随时代发展而
变，不可一味模仿古人。袁枚亦对沈德潜格调说所继承
的复古余绪予以批判，反对当时诗坛的复古派与肌理
派，提倡诗歌创作于艺术上求变，不拘泥于古人格调与
形式，要有创造性与新风格特点。

论及重视情感，公安三袁与袁枚皆重视情感于文学
创作中的作用。他们觉得情感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唯有
真实深刻的情感方能打动人心。故而，皆强调文学作品
要抒发真情实感，能引发读者共鸣。

从个性展现而言，公安三袁注重彰显作家个性，认
为唯有展现独特个性的作品才有价值。袁枚亦强调诗
人需有自身个性，提出“作诗不可无我”，认为诗中应体
现诗人鲜明个性特征，继承并发展了公安三袁对个性的
重视。

其二，各自的不同点。于理论发展而言，公安三袁
的性灵说是对晚明文坛复古主义的反叛，强调文学作品
的个性化与真实性，推动了晚明文学发展。而袁枚的性
灵说则在清代乾嘉时期提出，是对当时诗坛复古派与肌
理派的批判，旨在推动清代诗歌的创新发展。

在内涵拓展方面，公安三袁的性灵说主要聚焦于文
学作品的真实性与个性化，袁枚的性灵说则在此基础上
予以拓展深化。他不但强调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与个性
化，还注重诗人的才情与灵感于创作中的作用，认为唯
有具才情与灵感的诗人方能创作出佳作。

就审美风格而论，公安三袁的文学作品具清新活
泼、自然率真之特点，袁枚的诗歌则更注重风趣机智。
他于诗歌创作中擅长运用精妙构思与生动语言抒发情
感，令作品个性鲜明、风格独特。

其三，传承发展创新。从理论传承来讲，袁枚的性
灵说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了公安三袁的性灵说。他
吸纳公安三袁关于文学作品要抒发真情的观点，并加以
拓展深化，形成自身独特文学主张。

公安三袁的性灵说主要强调性情之真与自然天性的
流露。袁枚则进一步丰富性灵内涵，认为性灵涵盖性情、
个性、诗才三方面，不但要有真情实感与独特个性，还需
具备表现这些的诗才，即艺术构思中的灵动与才气、天分
与学识需结合并重，使性灵说理论更为全面完善。

公安三袁提倡质朴，强调文学语言贴近口语，作品具
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但有时稍显浮浅。袁枚则主张
由藻饰达自然之美，强调经功力、磨炼达平淡自然，追求
更高层次艺术境界，使诗歌于自然中更具韵味深度。

公安三袁在反对复古模拟时，对学习古人有所忽
略。袁枚则主张学古中求变，于继承传统中求创新，认
为古人创作经验与优秀作品可借鉴学习，但不可泥古，
要以自身性灵为基本出发点，将学古与创新有机结合，
使性灵说在对待传统问题上更为理性成熟。

就创作实践而言，袁枚在创作实践中践行自身性灵
说主张。他的诗歌作品情感真挚、语言生动、构思巧妙，
个性鲜明、风格独特。这些特点与公安三袁的文学作品
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文学史上共同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的
创新发展。

公安派性灵说与袁枚性灵说的关系
□ 余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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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安是归处》是琦君的散文精选。书中描写了琦君
幼年生活的温情时光，用平和而生动的文字娓娓道来对故
乡、对师友、对亲人尤其是对母亲的怀念与爱。其中最触
动我的是书中一篇《看戏》的文章。从幼时看戏的锣鼓喧
哗之乐，到中年看戏后酒阑人散的空茫之感，琦君所看的
戏，成了心底最独特的记忆。

幼年看戏之乐，不在戏，在于吃食。童年的琦君，对故
乡的庙戏，只喜欢穿红着绿，吹吹打打的“戏”，仅能从“戏
囡儿”里分辨忠臣奸臣，最大的快活是一边看戏一边没完
没了地吃，诸如采芝斋的芝麻片、核桃糖，到嘴就化的雪
梨、刚出水的嫩红菱、藕片等。又如跟随外公去看并不感
兴趣的《白蛇传》时，就跟着去兜一圈，吃饱了糖果就回来
了。孩童之意不在戏，在于吃。吃能让人拥有许多简单的
快乐，拥有独属于孩子的舒畅和满足。都说幸福的童年治
愈一生，而吃，足以让童年拥有充沛的幸福感，继而能从容
面对未来岁月的颠沛流离。

青年看戏，看的是故事情节，活的是真实人生。琦君
的五叔把人生当作了游戏，做哪一样都不认真，以至潦倒
一生，不知流浪何方。书中梅兰芳在《霸王别姬》的戏里饰
演的虞姬，容颜倾城、身姿曼妙，让人动容和着迷。可戏里
天姿玉色的美人，戏外却是个潇洒的真男子。琦君同学的
三妹是个戏迷，却因常配戏而日久生情，最终背母私奔而
去。生活与演戏，混沌不分，最终人生也落得是一个悲惨
结果。戏如人生又或人生如戏，戏里戏外两世界。而青年
看戏，看的也许是戏里的繁花似锦，或是爱恨情愁，可为剧
中人或哭或笑或娇或嗔，却总不能抽离于现实的烟火生
活，戏只是戏。

中年看戏，曲终人散，徒增无奈与伤感。戏有落下帷
幕的时刻，只看是戏的长与短。《看戏》中，琦君相依多年的
唯一长辈逝世后，“想想她一生绚烂，终趋寂灭，我的心情
也随之同归寂灭”，有着“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之感。
人到中年，看戏，是对往昔的追忆，是对当下的感叹，是旁
观别人的故事，更是自己的悲欢离合。戏散剧终，中年人
的生活仍然继续向前，余下的，唯有一声叹息。

戏映人生，台上台下，皆是真情。心怀过往的温情与
欢喜，即使远离故土，时代变迁，我们终将走向人生的心
安之处。

《不间断的人》是双雪涛的短篇小说集，里面的故事围
绕着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展开，描绘了一系列生
动而复杂的人物形象，其中让我感受深刻的是，作者通过
叙述人物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将抽象的哲学观点生动地展
现出来。

万物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每一个事物都不是孤立
存在的。在《不间断的人》中，编剧安东面对那棵逐渐枯萎
的发财树，他没有立刻将它丢弃。而是选择通过继续浇
水，试图挽救它。安东的执着，是因为“发财树”这个名字
在他心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他潜意识里把这棵树的
生命力与他个人的运势联系在了一起，担忧发财树的死亡
可能是不祥的征兆。他相信，只要不去正视或处理这棵
树，就能逃避或避免那些潜在的负面影响。生活中的一草
一木，一朝一夕，都可以赋予着我们的情感和寄托。

人应该关注当下的生活，而不要总想去矫正过去。在
《淑女的选择》这篇文里，小说家希望再版自己多年前的一
本书。他认为从今天的视角出发，可以对书中的一些生活
情景进行“矫正”。而女编辑认为这本就是一部新作，以今
天的眼光去改变过去的作品，本质上就是在重塑一段新的
叙事。因为生活和创作的轨迹已无法回到过去，过去的生
活也无法被“矫正”。关注当下，过去的事情让它成为历
史。无论美好还是痛苦，都是我们生命经历过的一部分，
不能让它们成为束缚我们前行的枷锁。

我们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可能会失去一些珍贵的东
西。《刺客爱人》这篇文章，摄影师李页少年时期，原生家庭
环境就像一个无形的枷锁，束缚着他。于是，画笔便成了
他逃离现实的一种救赎。对画画的坚持，让他考上了北京
的大学，离开了家人的掌控。然而，到北京后，李页仿佛
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不再画画，这个曾经让他获得自由
的方式被轻易抛弃。上大学带给李页的是短暂的自由，
却让他迷失了自我。在自由与迷失之间找到平衡，是每
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挑战。只有在不断探索和调整中，我们
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

生活在当下，与万物共同生息。为了寻找自由而奔
跑着的我们，却也要慢下来，在生活的缝隙找到属于自己
的路。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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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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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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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透》是杨天真所著的一本关于人性主题解读的书
籍，书中讲述了一些常见的人性特点和对人的心理状态的
解析。其中最触动我的不是对人性弱点的剖析，而是对弱
点持以积极的视角去解读。它启示我们，面对负面问题，
可以用更多元的思考和策略来化解。

生活里，我们要学会利用积极面，发展积极上瘾行为，
把注意力分配给有价值的事情。作者在书中就谈到一位
小丁同事偶然的一次放生，被另一位同事不经意夸赞了一
番后，她开始对“放生”上瘾，最后反遭多数同事的议论。
现实生活里，我们很多人就如这位同事一般，看不清上瘾
的背后是为了什么。作者举了自己的例子，她清楚自己考
试上瘾是为了倒逼自己不断学习。我们也应该如作者一
样清醒通透，正确发挥上瘾的力量，将它变成一股不断为
我们带来快乐与充实感的源泉，同时也能无形中助力我们
走向更好的自我。

人际关系里，我们要学会利用积极面，把敏感的主角
转为他人，而不是自己。高敏感的人对关系和付出有着极
高的预期，它给人带来极大的伤害和失望感。而作者说她
也非常敏感，但她把敏感用于感受他人情绪的流动，用于
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而不是只看别人对自己的态度。
如此转换视角，平日里我们不仅能减少很多负面情绪的产
生，还能和他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当我们能敏锐地感知
他人，而非沉溺于自我的感受，我们便能自然而然地编织
出一条温馨且坚韧的人际纽带。

工作中，我们要学会利用积极面，把“三分钟热度”赋
予价值，让其为己所用。书中作者就谈到自己在刚工作有
些积蓄时，就去批发市场以麻袋为单位买衣服。作者曾为
自己的这一行为心怀愧疚过，但正是她这么多年买衣服的
经验，才让她在做大码女装品牌时，能够准确定位，没走弯
路。换做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三分钟热度”去做商务关
系的搭建，亦或是做直播团队的选品，扬长避短地去发挥
自己的优势。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三分钟热度”，并将其化
为动力，会让我们的职场之路充满无尽可能。

在人生的画卷中，每个弱点都是一道可以转化的风
景。愿我们都能以一个积极的视角去看待诸如上瘾、敏
感、三分钟热度等等这些问题，去看到那些被忽略的光芒，
温柔地雕琢和升华，逐渐成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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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小说，也被称为唐传奇，唐朝时期还没有用口
语写小说的传统，因此全由浅易的文言写成，现在阅读
起来，也较为容易。阅读《唐传奇》，能窥见唐人社会风
貌、历史变迁、理想追求，感受独属于唐人的浪漫生活。

唐传奇中的理想主人公是道德型的。唐传奇《谢小
娥传》，豫章谢小娥，嫁与商人段居贞，其父与夫及其数
十家眷，在江上运货，被河盗所害，家破人亡，后来靠乞
讨为生，后梦见父亲说，车中猴，门东草。其夫说，禾中
走，一日夫。问人解出谜底为申兰、申春。小娥女扮男
装，应聘到申家作佣役，得到申兰信任，一日，申兰申春
及数十强盗，聚会饮酒，申氏兄弟大醉，小娥擎刀拿下申

兰首级，大声呼喊邻人捉住了申春等盗贼。最终为父、
夫报仇。浔阳太守听闻她的故事，上表免去了谢小娥的
罪。谢小娥因为父、夫报仇，获得了道德的肯定，因此可
以免除罪责，获得社会的肯定，扮作男子，保存了自己，
获得了道德的至高庇护。

唐传奇中的理想主人公性格是内敛型的。唐传奇
《霍小玉传》，霍小玉托媒人鲍十一娘，约李益见面，明日
午时，男女约会，不能显得刻意，要在曲头，寻觅桂子的
时候，不经意间偶遇，情感不能表露得太过直白。到了
霍小玉家，李益听见饲养的鹦鹉说，有人来了，李益本性
淡雅，心尤疑虑，忽见鸟语，愕然不敢进。李益面对闺
阁，尽管很想与霍小玉见面，还是收敛心性，不敢造次。
在母亲的呼唤下，霍小玉从堂东格子出，坐在母亲旁边，
见到李益，玉乃低头微笑，小声说，见面不如闻名，才子
岂能无貌。寥寥几语，尽显温柔羞怯之态。

唐传奇中的理想主人公价值中心在民族和国家。
唐传奇《虬髯客传》，隋炀帝末期，李靖向杨素进言，劝诫
杨素天下刚乱要善待豪杰，盘腿见宾客，甚为不礼貌。
杨素侍者，红拂女张氏，见李靖才杰出众，晚上偷跑到旅
社，投靠李靖。即将回太原之前，李靖在刷马，红拂女在
梳头，炉子里在煮肉，一虬髯客来到他们的住处，坐下来

看张氏梳头，张氏和虬髯客攀谈，二人结为兄妹，得知李
靖心怀天下，虬髯客决定帮助李靖，成就大事，送给贫困
的李靖豪宅一座，珍宝无数，说李靖一定会成为辅佐英
主的人臣，勉励拿着自己的馈赠，帮助匡扶社稷的人，成
就大业。李靖和虬髯客的行动都存有家国大义的政治
理念，期待国家稳定、政治清平。

唐传奇中的理想主人公求同，以社会认可的规范为
价值取向。唐传奇《李娃传》倡伶女李娃与某生相爱，李
娃与老母用欺骗的手段抛弃某生，人才两空，只能沿路
乞讨，一日闻声，李娃认出某生，老母反对李娃收留某
生，李娃说某生本来锦衣华服，真心待她，因自己的诡
计，流落至此。愿用20年衣食之用以赎身，与某生深居
简出，治病、养志。费百金购书，督促某生考取功名。遇
大型考试，某生策名第一。李娃对某生说，现在你有了
成就，我也不便再留，将要离去，皇帝听闻，赐李娃汧国
夫人，与某生长相厮守。李娃的行为使丈夫的事业、学
业、品格方面都有了进展，提高了丈夫在社会上的地位，
成为受社会认可的贤内助。

由此观之，唐人小说的主人公塑造，体现了某种伦
理本位的传统，肯定了人在家族、群体、社会中的价值，
显示出独具唐人特色的小说风格。

来自大唐的浪漫之风
□ 刘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