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纪鸿

郭保林的长篇传记文学 《大江魂》 是一
部弘扬华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厚重之
作。《大江魂》 以 40余万字篇幅，全景式写
出了长江的魂魄。他经过20多年的构思、酝
酿，以汉赋般的笔墨，从长江的源头起笔，
一路沿江而下，以文学的视角观察长江的历
史，从历史的卷帙中寻找诗意。在历史与文
学的交错中，追寻蕴藏在长江文化中的民族
精魂。全书共分序篇和上、中、下三编。作
者以大胸怀、大气魄、大视野，打通历史与
现实，书写了气势沉雄的长江乐章。在郭保

林笔下，长江充满了“空间的流动性”的美
学思考。

《大江魂》 站在穿越时空的宏大背景上，
既有眺望，又有俯察。作者像一位虔诚的朝
圣者，面对流经11个省市、长达6000多公里
的长江以及附着在长江身上的数不清的历
史、文化、传说、故事、考古发现、天文地
理、文物古迹、世代更替的印记，侧耳聆听
着江面上传来古音，呼应着先人的遗训，达
观顿悟，疾速挥笔，做一个颂扬长江的歌
者。《大江魂》 既有“巴山蜀水话当时”，又
有“巫风楚韵动地歌”，读过后，耳边仿佛响
起大宁河上的川江号子，眼前闪过巫山少女
的笑颜。无论是“诗涌三峡”，还是“洞庭歌

吟”，还有那平江诗魂，人文雕塑，江南经典，
数不尽的长江美景，说不完的人杰地灵。移步换
景，过渡自然巧妙。叙议结合，景色、历史与传
说浑然一体。在长江波澜壮阔的激荡下，读者会
体验到长江魂所代表的民族魂的伟大崇高，中华
民族基因的纯洁美好。

《大江魂》的问世，是“文学地理学”写
作的一次尝试。“文学地理学”的概念可溯源
到康德的《自然地理学》，他率先提出将从一
定地理环境中产生的文学现象纳入地理学考
察范围，这种跨学科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思路
影响了很多人。新时期以降，几代学人筚路
蓝缕，中国的“文学地理学”初具规模。郭
保林的 《大江魂》 生动地验证了“风景之发

现”的现代美学理念。他多次行走在长江沿
岸，其长江漂流之旅成就了传记文学 《大江
魂》。他的长江考察，不是单纯地理意义上的
拓展和文学意义上的采风猎奇，而是带着深
切人文关怀的新的寻找和发现。关于江河的文
学传记不仅仅是张扬艺术的风采，它涉猎的还
有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植物学、风俗
学、昆虫学、气象学、美学和哲学等多学科学
问，是一曲宏阔浑厚的协奏交响曲。江河的历
史就是人类的历史，它比人类记忆还要深刻久
远。《大江魂》对广袤苍茫的长江两岸大地蕴
含的历史气韵和人伦风习，充满着复杂深邃
的情感和多重历史文化哲学思辨，是携带着
个人情感记忆的新语境下的美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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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中年人的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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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立珍

鄂伦春人在长期的狩猎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创造
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神话是其中之一。鄂伦春族
神话是中国神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世界神话的
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鄂伦春族神话具有重要的史学价
值和文学价值。

杨金戈博士所著《鄂伦春族神话研究》，运用类型学
研究、比较研究、母题分析以及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借鉴民俗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对鄂伦春族神话
进行类型划分、典型母题和结构分析及其内涵挖掘。

《鄂伦春族神话研究》的主体部分由六部分组
成。第一部分对鄂伦春族的历史文化状况、社会沿
革、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以及以“万物有灵”为思想
基础的萨满崇信观念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重点对鄂伦
春族神话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接下来
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二部分聚焦于鄂伦春
族创世神话研究，重点阐述了鄂伦春族关于宇宙三界
的观念，揭示了鄂伦春族创世神话的民族性特征。第
三部分对鄂伦春族人类起源与族源神话进行了深入
研究。第四部分为鄂伦春族英雄神话研究。第五部
分为鄂伦春族萨满神话研究，主要研究鄂伦春族萨满
治病救人、彼岸追魂、斗恶魔等神异能力和萨满神灵
基本情况，并通过与其他民族萨满神话的比较，揭示

鄂伦春族传统萨满教思想的文化特征。第六部分为
有关鄂伦春族神话的社会文化价值与当代传承的研
究。通过上述几个部分的研究，杨金戈博士对鄂伦春
族神话的体系、类型、结构模式和文化内涵提出自己
的观点和研究思路。

尤其在当今的新媒体时代，世界性文化寻根运动
广泛流行之际，神话依然表现了经久不衰的神奇魅
力，它是当代人们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鄂伦春
人积极发掘民族传统神话的精华，将传统神话元素
作为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打造了新的文化阵

地，使民族传统神话在当代社会以另一种方式再现与
重述，并得以传播。它既体现了鄂伦春族传统神话的
存在价值，又与现代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开拓了传
统神话新的生长空间，也彰显了鲜明的民族风格。

从诸多意义上说，杨金戈博士的研究成果，对于
研究我国北方人口较少且没有本民族文字的鄂伦春
族口头文学具有重要价值。它不仅对鄂伦春族政治
经济文化历史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材料，也对国内外
神话体系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学术史的建
构有补白之功。

《鄂伦春族神话研究》首先是材料详实，资料丰富，
所呈现出的诸多精彩神话文本本身就是对中国神话学
的贡献。同时，著作将鄂伦春族的神话与其他民族的
神话进行比较，较为突出地呈现了鄂伦春族神话的特
点和文化内涵。其次，理论丰富，结论有说服力。著作
聚焦于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鄂伦春族的神话，借助
比较神话学、比较文学主题学等中西方神话理论，对鄂
伦春族的神话进行了深入的主题分析、意涵建构以及
形象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很能令人信服。

该著作在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时，保持着客观的
科学态度，所用语言洗练、流畅，体现出扎实的理论功
底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可以说，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鄂伦春族
神话的学术著作，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取
得的又一理论成果。

用文字立起长江之魂

作者：郭保林
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新华

《我辈中人：写给中年人的情书》是一本关于中年
生活的思问之作，台湾作家张曼娟围绕“中年为何令人
恐慌无措、中年面临何种困境、中年该如何破题”的中
年之考，以同困、同度、同悟的探求节奏实现着对中年
之殇的清算、治愈与和解。

本书缘起于张曼娟照顾失智的父母。将近3年
前，张曼娟90高龄的老父罹患急症，家里的生活遭到
重击，变得四分五裂。她奔波在医院各科室，陪伴着父
母候诊，生活全方位失序。同所有面临如此关口的中
年人一般，即刻坠入睡眠障碍、精神耗弱、身体透支与
意志消现的漩涡，不禁发问：“要用多大的气力才能镇
住一切崩坏，继续活下去？”

这促使张曼娟想要写一本中年人的书，从面对生
命中的变动开始，这变动不是天光云影共徘徊，而是土
石流般的崩塌与毁坏。

重建生活的秩序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对案。张
曼娟在不断适应与修正中从初始的全盘崩坏、而后的
满弦紧绷、最终走到从容安然。重建之路以对生活时
区的重新划分开始，停止了研究所的兼课，减少了广播
节目的时数，为开展独立照顾拼凑出更加充裕的时

间。每当奔波各科室陪父母候诊时，竟可庆幸于时间
的宽余。

独立照顾道阻且长、唯有坚持没有捷径，“还没有
忘记的爱”是路上最好的风景。“虽然妈妈的记忆在流
失，她还记得她爱我”，张曼娟这样写道。

张曼娟以投入与抽离、弃舍与留存的平衡关系松
动照顾者的心结：不孤绝、不愧疚是照顾者必备的心理
责质，“不管如何耗尽心力，他们都不会变好”是应有的
心理准备，无憾或许不能，陪伴即是圆满。照顾者同样
需要好好活着，这是对彼此生命的善待。

中年生活的困局令人窒息，哪里才是彼岸。张曼
娟的睿智在于从中年的另一维度慢慢构建起“大人”的
生活形态：不失赤子之心，对世界饱含热情，具有更大
的包容力与同理心，慈悲、隽永。如果中年是一种不可
避免的自然状态，那么“大人”则是一种智慧，中年有
时，“大人”无疆。

“通往大人的路”即本书第一章节，篇幅占据全书
一半有余，“大人”之于张曼娟中年岁月的陪伴意义由
此可见。她并非走完中年才发现原来有一条大人之路
可循，而是尽早地选择寻一条大人之路行走中年，才能

“活着活着就懂了”。“通往大人的路”靠不断地自我实
现完成，张曼娟用诸多篇幅谈及自我实现的重要，并结
合亲身体验，对自我实现的途径予以梳理：

其一，“对一切都能包容以对”是成为“大人”必须
携带的品格，包容的意义涵盖接纳差异、直面境遇、与
自我和解，容他、容事、容己的气度方能带着中年人走
向笃定、强大与从容；

其二，聚焦于自我能量的释放，放弃等待、依靠与
推诿，因为“我们苦苦等待的，释放我们于痛苦深渊的
那股力量，原来在我们自己身上”；

其三，做一个完整的人，将浪费时间与背离方向的
事情从生命中剥离，不为无谓的风向所左右，不为所谓
的道德绑架，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把事情做好；

其四，建立自我评价，深知“自己才是自己的知己，
自己就是自己的见证”，坚信真实的自己比伪装的那个
人更有存在的价值，更加可贵，更值得爱。

中年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寻一个精神家园去安
放与求证，张曼娟同样在本书末章分享了自己的精神
家园“读书与自省”。无论由唐诗反观人生的四个阶段
还是自《幽梦影》中寻找安顿身心之道，抑或读《金瓶
梅》感悟至爱之人总无依，都让她停下来将自己看清
楚，尔后轻爽自在地往前走去。

中年，是一个“压力山大”的年纪，但是，张曼娟用这
本书却告诉我们，“中年无关年纪，而是心态”。迈入中
年，意味着我们能够正确面对曾经的爱与伤痛，在每一
段挫折来临之前，都能蓄满能量，不至于轰然坍塌。

□刘勉

《回乡下》中的小女孩名叫
笑予，是作者弯弯小时候用过
的名字。故事是她记忆里和父
母回乡下探亲的一段经历。一
支长长的队伍走在乡间小路
上、走在田野里。踮着脚尖走
过布满鸡屎的地坪，捏着鼻子
跑过臭烘烘的猪圈，捂着耳朵
穿过养狗的院子，小心翼翼地
走过狭窄的田埂，手脚并用地
爬上植物茂密的山坡……和哥
哥姐姐们打打闹闹、你追我
赶。大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聊
着家长里短、聊着对亲人的思
念。

《回乡下》讲述的是一个关
于扫墓的故事，但这一颇有些
严肃的主题，在弯弯的笔下，却
呈现出一种温暖的、动人的情
感，以及童趣的、现代的气质。
它让我们看到扫墓这一仪式对
我们的意义，也巧妙地启发我
们在今天如何以孩子可以接受
的、严肃而不沉重、沉静而不哀
伤的方式讲述扫墓这一话题。

扫墓——并不全然指向死
亡，指向沉重，而是牵涉着情
感，关联着我们的根。每个人
也许都需要这样的仪式，它可
以承载我们的思念，让我们记
住亲人带给我们的美好，让家
人的爱在心中永存并传承下
去。

编辑推荐：
《月球旅店》展现了月球旅游

的详细过程，可以说是一部现实
版的月球载人飞行工程手册，大
量真实严谨的技术细节令读者在
阅读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将自己
带入到游客和设计师的角色中，
亲身体验月球旅游和设计这个宏
大工程的真实与震撼。该书虽然
融合了一定的技术跨越与想象，
让人感到虚实交织，但是很多技
术细节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有些
甚至就是当下正在设计和论证的
工程方案。

新奇而合理的想象，丰富而
细致的技术描述是《月球旅店》的
一大特点，而这根源于作者毕生
从事航天事业的厚重积淀。此
外，本书还融合了新锐的航天科
技与浪漫的人文情怀。

编辑推荐：
2012年由王军所著、中共党

史出版社出版的《高语罕传》一
书，日前由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
发行。

《高语罕传》是新文化运动的
健将、中共早期建党建团建军的
先行者高语罕的传记。高语罕与
陈独秀发起创办《新青年》，经李
大钊介绍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亲历“中山舰事件”，与贺龙、
叶挺、叶剑英、廖乾吾召开“小划
子会议”策划南昌起义并起草南
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高语罕
一生撰有《辩证法经典》《红楼梦
宝藏》等著作 30余部，文章 500
余篇，其中《白话书信》再版 39
次，为时代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
富。

《高语罕传》是研究高语罕生
平及思想的重要窗口，可以补充
中共党史研究中若干重大事件的
细节，对于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有着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黄利娟

作家李悦的《草原文化读本》是一本文化专著，
将近30万字。本书图文并茂，书中插图是我区著名
摄影家额博的摄影作品。

李悦长期生活在内蒙古，草原是他的第二故乡，
他深入研究草原文化，《草原文化读本》是他的研究
成果之一。本书内容丰富，回顾了草原的历史，描
绘了历代草原民族的生存状况，对草原文化的发生
与发展、内涵与特征、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进行了
深入的梳理与阐述。多年以来，李悦从文化实践中
体会到，在草原文化的普及性工作中，文化专家与
文化工作者应该准确细致地讲述清楚草原文化的
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草原文化的
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以增强文化自信，进而认真汲
取草原文化的思想精华，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作者在本书的写作当中，运用了他的普及文化的方
法，从而深刻地认识到：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

源之一，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具有重要战略
地位，增加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促进了
中华文化的发展，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当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积极投身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伟大实践，草原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文化资
源。这是李悦写这本书的主题意义，也是研究草原
文化的初心所在。

作者为了表达这本书的主题，采用了新颖的
叙事方式，在结构上选取文化亮点构成基本段落，
再把这些段落构成一章，在段与段之间、章与章之
间设置间隔，留下想象空间，跳跃式前行，不断给
读者兴奋点，不断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给读者留
下简明清晰的记忆。作者运用散文式的语言，从
容淡然地讲述他的文化故事，每一段都如同一篇
优美而有诗意的散文小品，全书整体构成一篇文
化大散文，格调高远，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和文化
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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