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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草 原》
杂志“像自然一样
思考——散文与自
然生态写作的可能
性”研讨会在内蒙古
呼和浩特举办。本
次研讨会由中国当
代文学研究会、内蒙
古文学杂志社主办，
内蒙古文学馆、《草
原》杂志承办，来自
全国各地的作家、
评论家孟繁华、陈
福民、官布扎布、鲍
尔 吉·原 野 、赵 海
忠、艾平、庞余亮、兴
安、阿霞、王燕、项
静、钟媛、晶达、晓
角、谢春卉、刘惠春
等参加研讨。

《草原》文学月
刊紧紧围绕“握时代
脉搏，发时代之声”
的使命任务，为打造

“北疆文化”品牌贡
献文学力量，2021
年联合国内多家报
刊率先发起“自然写
作”倡议，并开设“自
然写作”专栏，汇聚
全国著名作家和评
论家的力量，通过组
织“自然写作营”和

“生态文学论坛”等
实践活动，深扎乡村
田野、草原、沙漠和
原始森林，激发了全
国范围内自然生态
文学的创作热情，搭
建了自然生态文学
创作与传播的重要
平台，成为自然生态文学领域的一面旗帜，推
动了国内生态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4年来，
《草原》“自然写作”这块试验田在深厚的“北疆
文化”浸润下结出了累累硕果，为自然文学、生
态文学提供了实践经验和宝贵样本，创作出很
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目前，“自然写作”栏
目共推出自然生态文学作品、理论文章200余
篇（组），有 80余篇（次）作品相继被《新华文
摘》《文艺报》《小说月报》《中国当代文学选本》
《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文学教育》等权威选刊、选本选载。《散文选
刊》杂志还特设专栏“草原生态散文特辑”，对
《草原》“自然写作”栏目中的作品进行重点推
荐，每年更有10余篇作品入选《中国生态文学
年选》。“自然写作”栏目的品牌价值不断凸显，
众多自然文学领域的名家作品纷至，其中庞余
亮的《在那个湿漉漉的平原上》获得了第十三
届“万松浦文学奖”散文奖。

会上，专家们以《草原》4年来在自然生态
文学领域的努力与探索成果作为样本，探讨了
自然生态写作与中国生态观念、自然伦理的关
系；在自然生态写作中，作家如何从自然的立
场，反观人类自身，建立自然生态文学的主体
性；散文如何融合乃至跨界其他文学样式，探
索更具审美价值、认识价值以及表现力的叙述
文体等话题，为自然生态文学创作提出了建设
性的建议。专家认为，自然生态文学具有很强
的生产力，是对当代文学的重要补充，给中国
文学带来了新的增长点；自然生态写作应该具
有生态强国绿色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高度与责任；自然生态写作要有科学的视野、
博物学的精神，还要与当下社会发生紧密的关
联；自然生态写作要防止题材的同质化倾向，
注重身心的体验，避免粉饰性和舒适性的写
作；自然生态文学要挖掘中国传统的生态理论
资源，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生态文学理论
和实践。

此次研讨，不但总结了《草原》杂志发起
“自然写作”及生态文学实践的经验，还针对近
年来的“生态文学热”进行了理智的分析和思
考。大家一致认为，生态性是“北疆文化”最为
显著的特色和属性。自然生态文学在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也更需
要相应的理论支持，探索自然生态文学的规律
和发展方向。《草原》杂志将在 2025年贯彻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创作理念，加强自然生
态文学理论，开设自然生态文学理论专栏，以
文赋能、以文化人、以文铸魂，根据时代对自然
生态文学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把握好文学
创作的方向和选题，倡导以文学的姿态直面大
自然，以人性的、自然的、审美的、思考的、历史
的思想与情怀，表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
类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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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平近年文学创作非常活跃，佳作频出，屡
获奖励，这是她较强创作实力使然，更是她不知
疲倦、频繁深入生活的结果。她的散文新作《阿
哈的金牌》发表于《百花洲》2024年第 5期。这
篇散文延续了她散文以往立意高远、自然真实、
文采飞扬的特点，也体现了艾平勤于思考、勇于
创新的创作状态。研读《阿哈的金牌》会发现几
大亮点，比如选题睿智、具有家国大爱情感、叙述
视角创新、人物形象刻画真实、人物关系设计新
奇、民族民俗活动描写精彩等，是作家在以往创
作经验基础上的再次思考与飞跃。

《阿哈的金牌》选题与叙事独具匠心，契合时
代大主题。鲁迅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这篇
散文就体现了这一点。作家以敏锐的目光捕捉
到20世纪 70年代下乡知青插队到呼伦贝尔草
原，与当地蒙古族融为一体的“石榴籽”主题，综
合使用纪实、叙事与抒情等多种表现方法塑造了
牧民呼和勒阿哈的真实形象，讲述了在牧民哥哥
呼和勒阿哈指导下，知青弟弟“我”由牧区生活

“小白”成长融入民族文化和生产生活的历程；通
过象征最高荣誉与家国大爱的1959年全运会博
克金牌在蒙古族牧民、汉族知青与蒙古族下一代
3个人手中传承的故事，形象生动地再现了20世
纪70年代至今，广大牧区民族团结的历史事实，
使“石榴籽”主题完美呈现，为北疆文化建设增添
了一个文艺范本。

《阿哈的金牌》结构布局与叙事策略考究，体
现了作家在艺术上不断超越自我、勇于创新的精
神。作品选择第一人称叙述，呈现出一个显性
的“我”，一个隐性的书写者，这样处理不仅增强
了往事的真实感和可信度，也使作品拥有了共
情力与艺术感染力。“我”的讲述采取了总分法，
先总括“记忆”的深根，奠定了散文的历史感和
凝重风格；再展开叙事的枝脉，并以自然生态的
描绘与民俗文化现场展示贯穿其中。尤其是，以

“斑驳沧桑的金牌”设置悬念，体现作家谙熟读者
心理，很好地弥合了文本与阅读的心理距离，使
二者产生共情力，展示了一位成熟作家的智慧与
创作能力。

清代王原祁曾说：“如命意不高，眼光不到，
虽渲染周至，终属隔膜”。艾平深谙此理。《阿哈
的金牌》一大特点便是立意高远、主题明确、思想
深刻，反映了生活的本质和主流。作家没有把笔
触停留在擅长的草原自然风光描绘上，也没有停
留在民族文化的展示与传播方面，而是重点刻画
牧民形象以及讲述下乡知青融入草原的过程的
细节，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昭人以理，动之以情，
使民族传统文化、边疆民族团结如“石榴籽”主题
具象化、可感知、易领悟。

首先，作品中的牧民和知青共有热爱祖国、
热爱家乡的深情。山河辽阔，岁月悠长，家国情
怀是我们永恒的旋律。作家把握住这一点，把人
物推举到高处，使人物可敬可亲。呼和勒阿哈是
个“干部型牧民”，他站位高，格局大，又亲民爱
民、有血有肉：“呼和勒阿哈心里装满了对草原的
热爱”“阿哈是草原上少有的见过世面的人，也是
草原上的牧民最信任的人”。阿哈带领牧民和知
青“打马印”“雪夜寻羊”“战胜野狼入侵”等情节，
都集中体现了这个群体不一样的背景、却同样的
爱国、爱家园的赤子之心、集体主义襟怀以及坚
韧不拔的性格。

形象阐释呼和勒阿哈和“我”的关系也是作
品的重点。二人一个是牧区干部，一个是下乡知
青；一个是草原生产生活“导师”，一个是因崇拜
而追随他的“学生”。“我”传承了阿哈的禀赋，由
下乡知青成长为草原男子汉；阿哈把他最珍贵
的、代表他一生最高荣誉的金牌送给“我”，让我
不要忘记草原；最后“我”又回到草原把宝贵的金
牌还给了阿哈的孙子，并由抱起博物馆永远收
藏，寓意可谓深刻隽永。这种传承很特别，不仅
是“三代人”的传承，更是跨越了民族的传承。知
青来到陌生的草原，正因为有众多

“阿哈”的接受、关爱，他们才获得了
温暖、动力和希望，才有了第二故
乡。草原母亲敞开博大的胸怀，拥
抱了中华民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
阳，因而，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游
牧文化，依然通过知青一代，获得了

更大的传播场景，同时，在草原的孩子们学会汉
文的那一刻，草原走向现代生活的脚步已经悄然
起步。

作品主要人物形象刻画得逼真传神，也是作
品产生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作品描述了牧民、
知青、干部、额吉等多个人物，作为重点刻画的阿
哈，在艾平的笔下，是形神兼备的艺术形象，是见
多识广的草原新型牧民典型。他精神笃定，自信
乐观，坚毅勇敢，吃苦耐劳，既是国家干部，更是
草原生产与生活的能手。他蒙古语、汉语兼通，
带领牧民和知青生产创业，走向繁荣。他对知青
的影响，不仅仅是教会知青劳动，更是用博大的
胸怀接纳知青，用强大的精神力量感染知青。其
次，阿哈有丰富草地生存经验与本领。比如描写
阿哈摔公牛表演，非常生动精彩，不仅把阿哈的
草原生存智慧和技能展示得淋漓尽致，而且也给
知青树立起榜样。阿哈不仅传授技能，更传承文
化与情怀。他教会了知青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
念，“呼和勒阿哈告诉我，那大雕兴许巢里有小
崽，才冒险掠食，长生天公平，让它厉害，让它和
人一样能活80年，人该敬着它一些，给它一只羔
子就给它一只羔子吧，羔子早晚会回来，只不过
你不认识了，也许是一只鸟，也许是一片白蘑菇，
反正不会离开这片草原……”

知青想家了，阿哈就带他们去草地挖野菜，
他说这些野菜都是羊群和马群给我们选出来
的。这些看似异常的观点，却蕴含着深刻的生态
和谐道理。正是阿哈的感召力，使知青越来越有
主人翁意识。阿哈形象站立起来之后，知青对他
的敬佩与依恋也显得更加真实。

艾平生长在呼伦贝尔草原，又经常深入牧区
采访，占有鲜活的第一手素材，对蒙古族民俗风

情烂熟于心且能精彩描述。因此，
《阿哈的金牌》以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而呈现出文化散文的特点，是她把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创
作的有益尝试。

艾平是抒写蒙古族民俗活动的
高手。《阿哈的金牌》的一大亮点，也

是最吸引读者之处便是绘声绘色描述草原的民
俗活动。放马、驯骆驼、打马印、战胜恶劣天气等
现实生活素材经过艾平加工，就是精彩的文学现
场。比如打马印一节就描写得非常细腻生动，同
时，作家也擅长使用特定环境中的特定语言 ，使
作品风格独特，产生令人久久不忘的美学效果。

抒写草原与森林美景是艾平的强项，她以个
性化的敏锐和视角，选取读者陌生的物象描写，
常常使读者眼前一亮。比如“露水如绸”的比喻
就很独特，很有想象力。白桦树“树节如眼”，形
象新奇，足以调动起读者的想象与美感。尤其是
叙写“雪夜寻羊”“暴风雪如猛兽狂怒”“雪片如蜇
人的巨蜂”，不仅强化了雪夜的气候恶劣，也突出
了人物寻羊的难度，突出了主题。作家一贯喜欢
在作品中把描写与抒情两种叙述方法相融合，进
行淋漓尽致的抒写。比如写“我”再回草原，有一
大段对天空、太阳、大地、百草、花朵、羊群、马群
的描写，作家用“我”之心灵的激动与喷发，使作
品的家国大爱情感冲上了巅峰。

《阿哈的金牌》格调凝重温暖。讲述牧民满
怀柔情，如阳光普照草原；而讲述牧民奋力抗击
恶劣气候与自然灾害，则满怀怜悯，痛彻心扉。
比如描写暴雪突降，羊圈狼藉，异常惨烈，撞痛了
读者的心。“雪夜寻羊”制造了严酷、惨烈的氛围，
叙述节奏急促，险象环生，每一步都是对人物的
重大考验，提高了阅读的紧张感。这些描写使情
节悬念频出，张弛有度，给作品整体奠定了凝重
浑厚的格调。若都是严酷、艰辛、抗争、奋斗的凝
重，那么作品就会陷入沉重，而作家让主要人们
彼此关怀、牵挂、舍身相助，整部作品又呈现出暖
意融融的氛围，温暖人心，指向未来，达到了至高
的境界。

《阿哈的金牌》是艾平又一力作，是她热爱草
原、讲述草原的再度奉献。作品以往事进入现
实，容敬畏自然的生态理念、风格鲜明的文化色
彩、民族团结的温情与力量与一体，获得了在当
代中国散文中不可低估的美学价值和艺术魅力，
也是她推进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创新发展的积极
探索与精彩实践。

以记忆关照现实的创新之作以记忆关照现实的创新之作
———读艾平散—读艾平散文文《《阿哈的金牌阿哈的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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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域 文 化 的地 域 文 化 的““ 活化石活化石 ””
———读—读《《鄂尔多鄂尔多斯方言大辞典斯方言大辞典》》

◎田炳信

甲骨文之前有文字系统么？有，一定有。
甲骨文之前有语言系统么？有，一定有。
中华民族的文字系统和语言系统，存

在一个稳定延续结构。在历史的维度、地
理的维度、人文的维度上持续五千年强，历
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海洋文化而不衰，于
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河文明而
独立。

我们都承认，自人
类发出群相呼应的那
声呐喊，就慢慢由声音
形成了语言。有了象
形文字后，文字凝固了
语言，成为人与人、部
落与部落、社会与社会

之间的硬通货。
文字系统，向着两个方向突飞猛进。
在 西 方 ，象 形 逐 渐 被 放 弃 而 走 向 表

音。表音文字将语言和文字合二为一，文
字不再是图画，而是更抽象的字母，通过字
母的组合记录语言的发音。文字就是语
言，语言就是文字。

在东方，象形文字不断进化而衍生出
指事、形声、会意、假借和转注。人们对文
字的解释以及训诂，从文字字义的解释走
向文化背景的辨析，文字使文化背景具备
了强大的稳定性和可读性。

中华文字成功保存了语言和文字二元
化。在汉字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形体结构
几千年来没有本质的变化，但是汉字的音
符始终都是临时借用的，不同的时代、不同
的地缘、不同的迁徙、不同的碰撞，在中华
大地诞生了无数地方性语言。

同一个汉字，不同的发音，让中国几十
种方言，全部整合在同一套文字体系中。
在大汉语体系下，各地方言自我适应，自我
繁衍、壮大，形成了众多的语言派别，比如

北方方言、赣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
言、闽方言、粤方言等。

在汉字强盛的统一性中，由学者专家
们了解、记录、研究、释读，又找出不同属地
文化风貌的特殊性。方言的研究，成为一
件兼具亲近感与紧迫感的事情。同时，方
言的研究，也是一件小众而意义重大的文
化遗存发掘工程。

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的方言，属北方
方言中的晋语。“吃了猪肝想猪心，花了黄金
想白银”“蛇跑兔蹿，各有各的打算”“酸不过
浆米罐子，亲不过老婆汉子”“再好的米也有
两颗沙，再好的媳妇也有两颗疤”“有酒没
菜，不算怠慢；有菜没酒，跋起就走”“瓜地挑
瓜，挑得眼花”“喝热汤烧了嘴，喝口凉水吹
一吹”。

生活在鄂尔多斯的人们，豪爽大气，语
气干脆，声音洪亮，鄂尔多斯方言相较普通
话而言，更加生动、有趣、形象。方言的加
入，让文字表达更为充分，为普通话语系增
添了一份情感的细腻，让语言更有包容性。

潜心研究鄂尔多斯方言的孙荣，历数

年著就《鄂尔多斯方言大辞典》，全书 385
万字，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鄂尔多斯方
言词汇，共收录词条 58439条，共 350万字；
下册是鄂尔多斯方言俗语，其中包括鄂尔
多斯谚语 15636 条、鄂尔多斯歇后语 5241
条、鄂尔多斯串话 1626 条，以及民间（四
大）串话 152条，共 35万字。

孙荣著有《鄂尔多斯汉语方言》《鄂尔
多斯笑话》《酒场祝辞》《品味时光——孙荣
散文精选》等作，其自 1999 年开始从事鄂
尔多斯方言研究，将一大批已经或者正在
消失的词汇进行抢救性记载。

这本前前后后编纂 20 多年的《鄂尔多
斯方言大辞典》，给汉语方言库增添了新的
一页，对鄂尔多斯方言的研究作出了巨大
贡献，成为灿烂的草原文明的又一颗硕果。

每一种语言，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每
一种语言，都是一种社会现象。翻阅《鄂尔
多斯方言大辞典》，透过其厚重、生动、丰
富、有趣，去感触其在阳光下传承千百年所
蕴含的精神力量，是我们的目的地，也是作
者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