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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我们面临着一个诗歌创作的新高潮，无数冠
名为“诗”的文字，流水般在诗坛上进进出出，供人们咀
嚼玩味。经过时代大潮的冲洗，真正有灵性的诗，会沉
淀在历史长河里，成为人们永恒的精神食粮，引导人们
寻找灵魂的栖息地。

蒙古族女诗人高朵芬的诗集《一抹蓝》便是一部具有
时代精神高度、民族审美特征和艺术魅力的灵性之作。

《一抹蓝》是高朵芬对万物表达自由、广施自由的足迹。
自由是人生即有的精神本质和追求，也是人类前赴后继
追求的终极目标。从胡适先生百年前写下的第一首新诗
以来，优秀的诗人大多走在灵性之旅的道路上，摆脱现实
的种种困扰，寻找灵魂诗意般的栖息地。渴望自由，追求
自由，实现自由，是百年新诗的主体精神，也是当代人文
思想的精神高度。诗人高朵芬在立志追求自由时，便踏
上了通往这个高度的艰难而漫长的灵性之旅。

“原来，我多么想通过一场梦染成蓝色的自己/自
由，自由/自由敲打着一种蓝膏体/研磨。蓝粉，让我第一
次接受一种洗礼⋯⋯”诗中与其说是写从矿物质中提取
颜料的过程，我更愿看作是诗人灵魂挣脱肉体的诱惑围
困，经历岩石粉身碎骨般的痛苦，让灵魂踏上灵性之旅的
精神涅槃。诗人的精神高度决定了诗的高度。当诗人自
觉地拒绝世俗的种种诱惑，眼光就会变得格外明亮透彻，
就能够在复杂的社会境况中捕捉到深藏现象之下的真实
意义，发现那神圣的一抹蓝。“我的心升起一弯清澈/弦月
如钩/于一滴两滴的血液中/浑然于繁复的杂陈/到黎明，
到谷穗/到一望无际的诱惑/最后在泥土里居住下来/透蓝
透蓝的琼宇/彻头彻尾的干净/那一刻，沉重的心/如何吻
合于 N 世界。”“我没有绝望，只有孤独/我和我的先人在
轮回中开始炼狱/那些祈求长生天的贤者/扮演着萨满的
角色/向天，向天以外的星宿舞蹈。”诗人在灵性之旅中，
渴望灵魂与琼宇吻合。她陷入高贵的孤独，只有求助于
先贤向天、向天以外的星宿祈祷。然而却不知灵性之旅
注定是一场悲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显出诗人存在的
价值。路漫漫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千古年来被人
们推崇的诗人的伟大精神。在高朵芬和她的诗中，我看
到了这种恒古精神的闪光。高朵芬是蒙古族诗人，虽然
她的诗不是用母语写就，但蒙古族特有的审美思维，使其
情感的表达、事物的描述有着鲜明的民族特征。对蓝这
个意象的选择，便只有蒙古人才如此热爱蓝，崇尚蓝，将
高贵的自由作为蓝所隐喻的唯一对象，使蓝具有了不同
凡响的人文意义。蓝是长生天的颜色。长生天是蒙古族
崇拜信仰的万物之神，是大善大爱的化身，是自由的象
征。感恩长生天对万物生命的赏赐，回报长生天永恒博
大的爱，是蒙古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蓝是民族记忆中
永恒的色调。虽然作为一种颜色的蓝，在诗中有具象和
抽象两个属性，但我更愿意相信，它是出于诗人内心深处
的、那个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抽象的蓝。否则无法理解诗
人对蓝的无限虔诚和反反复复的吟诵。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片蓝啊/ 过母亲的额头和父亲
的信仰的蓝/流着祖先忧伤的眼泪的蓝⋯⋯蓝是母腹里

的坐胎/蓝是父亲深邃的目光/蓝是牧人浑浊的眼神/蓝是
马背上流动的长风/蓝是驼峰上高挑的追问/蓝是我一生
的跪拜⋯⋯蓝是早已渗透在我骨髓里的长调/蓝是长在
父亲喉结上的悲歌/蓝是族人们世代相传的篝火/蓝是我
崇拜的长生天的底色/我崇尚的蓝/是蒙古蓝的蓝⋯⋯我
寻找”诗人一口气唱出了 14个蓝。其诚，真如日月；其
情，深如河海；其心，感人涕下，以至“我用苍天般的颜色
描述你”，发誓把长生天的大善赋予大千世界，用自由升
华民族精神。

如果说诗的民族性主要在于对蓝的审美把握，那么，
忧伤更是诗人和诗的主要审美格调。大多数诗的低吟或
多或少流露出诗人忧伤的情绪。几首长诗读下来有一种
聆听蒙古长调的感觉：那种深入心扉的忧伤，令人久久难
以忘怀。“如今，我祖先的马镫已经闲置在老屋的墙角/长
鞭和钢剑已成史料珍藏在历史博物馆/勇士西征的战马在
书页里翻过时/我只有悲伤。”今天，现代社会发展对民族
记忆的冲击，加重了关注民族命运的诗人的忧伤。追求自
由本身所无法摆脱的孤独，使诗人的灵性之旅笼罩在深深
的忧伤之中。忧伤是蒙古族艺术形态共有的审美特点。
诗人对蓝的审美把握，对民族感情特征的表述，使其创作
具有了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支撑诗的精神高度和显
示其民族性的是诗人在创作中对语言的精心策划和运
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诗歌则是语言艺术的艺术。“一
抹蓝，一个隐喻/发出诱惑的响声/一定脆得迷人⋯⋯”诗中
具象的蓝和抽象的蓝合写，使蓝这一意象产生了很大的生
命张力。而在《陷入高贵的蒙古蓝里，我走不出来》中，14
行“蓝是⋯⋯”的诗句，将蓝从具象写到抽象，显示了诗人
造句的艺术功力。诗句是灵魂的写照，是生命力的韵动，
诗歌负有改善优化民族语言的使命。《一抹蓝》抒情和叙事
关系的处理，显示了当代诗歌创作的艺术特点，以往抒情、
叙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式，而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一
抹蓝》中抒情与叙事结合，甚至相互渗透，抒情中有叙事，
叙事中有抒情，二者达到无法分离的状态。

长诗《一匹马，以一条河的姿势跑来》中，我、你，互
为叙述主体，抒情与叙事在诗人心中天人合一，在诗中
浑然一体。诗人想象力出色，善于描述，言近旨远。在
诗里，词语、辞格、意象、意境的灵活应用，错综交织、多
而不乱，这是作者长期积累勤学苦练的结果。

《一抹蓝》记录了诗人灵性之旅的足迹，诗人恭恭敬
敬地从长生天摘下一片蓝，轻轻地抛在草原、戈壁，抛向
祖先、爱人，抛向她走过的每一方土地，使她的自我体验
浸染在这神圣的蓝中，从内心流泻出了《一抹蓝》，向人
们展示了“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命勃发景象。

忧伤的“灵性之旅”
——读高朵芬诗集《一抹蓝》

◎耿瑞

寓言是哲学的母体，在民间文学中
占据着重要位置，尤其适合青少年听讲
与阅读。对一个北方狩猎民族而言，寓
言涵盖了本民族最初的哲思。鄂伦春人
以大自然为人类肉体与灵魂的家园，这
些产生于大兴安岭、流传于大兴安岭、影
响着大兴安岭生态环境的鄂伦春族寓言
故事，让我们懂得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
之间、人与动物之间、动物与动物之间的
多向依存关系。王慧、邵慧编著的《鄂伦
春族寓言故事》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发行，作者是鄂伦春族教师。此书的读
者群指向鄂伦春族少年儿童，是为鄂伦
春族后代汇编的传承民族文化的著作。
此著作可以让鄂伦春族后代欣赏鄂伦春
先祖的森林生活、智慧、文化及民族精
神，为鄂伦春族青少年提供“民族精神食
粮”，在当下青少年读物相对匮乏的境况
中，这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狩猎民族的鄂伦春族，动物在
鄂伦春人的生活生产中占据着重要的地
位，可以说是生死相依的关系。鄂伦春
族寓言故事多以动物为主人公，以大兴
安岭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呈现鄂伦春族
的生态文化智慧与内核，凸显鄂伦春族
生态理念、日常生活与娱乐、审美之间的
相互渗透。《鄂伦春族寓言故事》承继了
小人书式的鄂伦春族民间故事连环画的
传播方式，承担了鄂伦春族生态审美文
化在少年儿童中的传播、传承的责任，这
就是民族文化自觉与民族文化自信的行
为与表现。

本书选编的寓言故事涉及的动物主
要有飞龙鸟、野猪、雪兔、黑熊、老虎、狐
狸、狼、灰鼠、黄鼠狼、老鼠、蝙蝠、树鸡、
天鹅、蚂蚱、小鸟、马鹿、梅花鹿、乌鸦、麻
雀、蛤蟆等。简单的鄂伦春族寓言故事
中蕴含着深刻的大道理，向人们宣扬做
人 的 道 理 ，也 告 诫 人 们 不 可 实 施 的 言
行。如本书选编的寓言故事蕴含了爱护
树木、爱护自然、牺牲自己、舍身救难、知
恩图报、真诚友善、诚实守信、乐于助人、
多做好事、多动脑筋、聪明勇敢、辨清好
坏、遇事冷静、择友慎重等的思想；也讽
刺了那些害人害己、忘恩负义、奸诈贪
婪、不辨是非、两面三刀、轻信流言、愚蠢
固执、贪图玩乐、欺负弱小、贪吃轻信、骄
傲自大、争强好胜的悲惨下场与结局 。
可见，阅读鄂伦春族寓言故事可以领悟
鄂伦春族生态审美文化思想。

鄂伦春族寓言故事是鄂伦春族生态
智慧的结晶，承载着鄂伦春人的生态文
化与审美理想，融合了鄂伦春族民间文
化和习俗，体现了最本质的鄂伦春族式
的审美文化特征：一是泛人性的生活文
化，以万物有灵为根基的生命观，鄂伦春
族坚守狩猎生产生活中的诸多禁忌；二
是现世进行的当代文化，不仅存活于古
老的传说故事中，而且作为文化基因得

以世代传承；三是普世性的民间文化，既
可以雅俗共赏，也能老少皆宜，绝不仅仅
针对所谓的文化精英。在生态环境已遭
人类破坏的全球化时代，值得全世界重
视的是鄂伦春人万物有灵的前提在于敬
畏自然、珍爱生命，因而，鄂伦春族审美
文化将会引导全球化视域中的生态文化
和审美理想。

本书的缺点与不足包括所选寓言故
事的来源问题，书中所选的 24 篇文章中
就有 11 篇未标注出处，与已公开出版的
数十部鄂伦春族民间文学著作相比，选
择面相对狭窄，选取的数量相对小。编
著者调研所得第一手材料的话，还应该
注明讲述人的情况，通观全书无从得知
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加之，所选文章
在目录中并没有分类与序号，不利于读
者在阅读时查找，更没有顾及小读者的
实际阅读水平与思维方式。

针对本著作存在的问题，本人建议
有三个方面：其一，既然是儿童读物，建
议不要用小插图形式，而应该采用连环
画的形式，每页图大且字少，也可以采用
整页图的做法，书的厚度与小读者的兴
趣度都会增加，更适合儿童阅读的习惯
与 能 力 ，也 能 增 加 亲 子 活 动 使 用 的 概
率。当然，还可以采用标注拼音的形式
帮助孩子阅读，这些均建立在以阅读群
体为主的基础上。最好的方式无疑是用
鄂伦春语翻译，不仅使鄂伦春族智慧得
以流传，而且使民族语言得以在后代的
阅读中传播与传承。其二，插图应与内
容紧密结合，而不仅仅是为了插图而插
图，如《懂鸟语的猎人》中的四幅插图中
的三幅将猎人与动物分离，似乎两者并
无多少联系，第四幅图中的背弓的猎人
已不是第一幅图中的猎人，而且猎人站
在山上的图片要表明什么主题或内容也
让人费解，这样不仅分割了内容，而且淡
化了主题与意义。

此外，针对插图的内容与形式而言，
建议编者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自行创作
具有鄂伦春族味道的绘画，使本书更具
有 鄂 伦 春 族 生 态 审 美 文 化 的 内 涵 与 意
义，而不是从网络上简单而随意地选择
几幅图画。其三，如果借助本民族身份
与地域优势，收集一些现在仍然流传在
鄂伦春族日常生活中的寓言故事就更好
了，让更多的鄂伦春人参与到鄂伦春族
寓言故事的传播与传承的过程中，唤起
每一个鄂伦春人的文化自觉的责任与文
化自信的决心。

鄂伦春生态文化与审美理想
——评《鄂伦春族寓言故事》

◎王丙珍

我总觉得，一个人发呆的时候，有这样那样的表
情与细节，比如啃食指甲，比如蹙眉，比如微微将唇开
启，又比如，手指搅缠发稍，那么，一定是在年少的时
候，曾经被某一本书，给温柔地浸润过。就像，许多年
以前，我还青涩，在没有暖气的乡下房子里，站在封闭
不好的窗前，将冰凉的手拢在同样冰凉的棉袄里，读

《百年孤独》，这样的一个姿势，在我成年以后的许多个
寒冷的冬天，都顽固地保存下来。

其实我已经忘记了《百年孤独》里的许多情节，那
是一本过于繁复庞大的书，整个家族在百年间的命运
起伏，犹如人漫长的一生，我站在河的此岸，无论如何
地努力，都看不到对岸的河水，有怎样动荡曲折的终
结。我只记住了那弥漫其中的神秘幽暗的气息，带着
诡异的花火，将我不知如何从乡下打拼到城市去的路
途照亮。生命如此漫长无边，乡下又那样晦暗孤独，
不，我要走出去，一直一直走，将藏匿在某个黑暗角落
里的命运的咒语，远远地甩开去。

几年后通过读书，我终于走出了那个在地图上连
名字都不存在的村庄，开始学会融入城市光鲜耀眼的
生活。我喝咖啡而不是茶水，我吃面包而不是馒头，我
乘坐出租而不是骑车，我用电脑且抛弃了纸笔，我将自
己在文字里渲染得华丽无比，并因这样的渲染，而觉得
轻飘，自由，且志得意满。

后来的某一天，我站在大风呼啸的城市街头，拼
命地拦一辆辆出租车，却绝望地发现，在下班的高峰
期里，这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我终于不再朝飞驰
而过的出租挥手，转而靠在一个背风的小店旁边，看
着拥挤的人群发呆。不知这样过了有多久，听到旁
边有人嘻笑，我才茫然地扭头，然后，看到了隔壁店
铺的玻璃橱窗里，自己拢着袖口，犹如一个乡下粗糙
姑娘的容颜。

我就这样被《百年孤独》里时光的“飞毯”载着，回到我
已离去多年的乡村，并看到了那个在亲戚穿梭来往的房间
内，不断地跺着冻僵的双脚读书的女孩。我看到她袖口上
发亮的污渍，看到她冻得红肿的脸颊，看到书上她啃食的
馒头碎屑，看到她用绿头绳随意扎起的辫子，看到她的母
亲，因为姐姐婚事的潦草，而与父亲当众起着激烈的争吵。

我就在那样的一刻，原谅了时光烙在自己身上的
种种难堪的疤痕。就像，原谅那本书里，所有不肯互相
宽容的人类，还有跨越一生的无力逃脱的孤独。

很多年以后，当我成了一名大学老师，不再像过去
那样焦灼地等待一辆车的到来，我又重新接近这本孤
独之书。我一次次地向学生提起，这本书曾经带给我
的深远长久的影响。似乎，它已经融入到我的身体和
血液之中，并成为我生命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而当我重新翻阅《百年孤独》，读到其中位于加勒

比海沿岸的马孔多小镇上，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
奇，读到外来者对于一个封闭小镇的侵入，吉普赛人一
次次带来的神秘的世界文明，及在这里生老病死、盘根
错节生活着的一代又一代人，他们互不理解，风一样离
去又归来，或者毫无征兆地消失，我再一次被人类在这
个巨大星球上的曲折动荡的命运，以及一种叫做孤独
的类似疾病的缠绕着灵魂的东西，所深深震慑。这个
实则代表了整个人类的布恩迪亚家族，就像诡异的羊
皮书上所写的那样，第一个人被绑在树上，最后一个人
被蚂蚁吃掉。一个百年家族，连同它附着于上的马孔
多小镇，最终在飓风中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一起消失
的，还有那疾病一样吞噬了整个家族的孤独。

孤独是什么呢？作家马尔克斯探讨的，不只是这
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还有人是什么？战争是什么？历
史是什么？灾难是什么？爱情是什么？命运是什么？
偶然与必然是什么？这所有的一切，以如此魔幻奇诡
的手法，融入到一个家族的百年兴衰之中，让人不得不
被其巨大的包容性所震惊。

尽管一个家族从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尽管
马尔克斯在结尾写道：“这手稿上所写的事情，过去不
曾，将来也永远不会重复，因为命中注定要一百年处于
孤独的世家，决不会有出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但
他依然对这个世界抱有着希望。正如作者在《拉丁美
洲的孤独》那篇演说中，剖析了拉丁美洲孤独的原因之
后，说：“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我们的回答是生活下
去。任何洪水、猛兽、瘟疫、饥馑、动乱，甚至数百年的
战争，都不能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优势。”

是的，人类被孤独缠绕，侵蚀，破坏，可是，人类
也具有战胜孤独的勇气和能力。就像很多年前，那
个惶恐不安到常常用啃噬手指，来遮掩内心卑微的
我，那个在人群中，摆脱不了乡下人的拢手固习的
我，此刻，终于用写作的自信，驱赶走了内心的孤独
与忧郁。我学会享受孤独，热爱孤独，并迷恋这种属
于思考者的美好寂静的时刻。

人类的伟大在于，知道命运常常不可违逆，却学了
古希腊的西西弗斯，一次次朝着山顶推着命运的石
头。这是悲剧，却也折射出人类反抗命运的勇敢与悲
壮。而《百年孤独》所映射出的，正是这种一种独属于
人类的对抗孤独命运的伟大光辉的力量。

一个人的《百年孤独》
◎安宁

（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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