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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和童年，一直是人们歌之咏之的母题。
它们之所以令人念念不忘，皆因为那些泛着甜香
的日子，那些萦绕在心头的美好记忆，不经易间总
是会予人温暖，让往昔的岁月变得格外生动……
怀着对往昔的追怀，著名作家张炜的非虚构作品
《我的原野盛宴》（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出
版），以饱满真挚的情感，清新质朴的文字，用孩童
的视角，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为我们撩开生活的
面纱，热切讲述着他心目中的原野与盛宴。

张炜讲述的原野，丰饶多姿，生机盎然。在
他童年生活的那片土地上，处处洋溢着青春和阳
光。海风阵阵，不时飘来耶果的馨香，浪花翻飞，
不时送来渔歌悠扬。一眼望不到边的海岛、密
林、滩涂上，繁衍着多种动植物，它们以其倔强的
身姿，昂扬挺立于这个梦幻般的世界里。儿时的
张炜，像一个快乐的小鹿，徜徉于这如诗如画的
境地，一次次为大自然的神奇和美丽折服。白
天，他和小伙伴们或入山林摘野果；或踏着银色
的海浪，在沙滩旁拾贝壳。入夜，则怀揣着一颗
激动不安的心，披着如水的月光，跟着守果园的
老爷爷去赴一场丰盛的“月亮宴”。睛天，他又会
背着小背篓，去茂密的山野采草药；雨天，则又会
携着小锄，在自家庭前院后，种上一棵棵蓖麻种
子，待到金色的秋天，去收获累累的希望。张炜
精心打捞着这些记忆里的吉光片羽，聆听着生命
场上那依然鲜活的欢歌笑语，眺望着时光深处熠
熠生辉的点点渔火，为辽阔原野上跃动的生灵，
勾勒了一幅时而静美时而雄浑的图画。

而作家眼中的盛宴，摒弃了奢华的排场，却
香醇可口，芬芳四溢。岛上的人们，无论是辛勤
的家庭主妇，还是耄耋的老者，都是心灵手巧的
美食家。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凭借着灵性
和聪颖，就地取材，巧妙搭配，烹饪出道道精美的
大餐，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这其中，就
不乏像张炜的外祖母这样的民间高厨。他们的
饮食配方，不过一些家常菜，却光鲜鲜水灵灵惹
人喜爱。比如，用红薯面掺上玉米和绿豆，做成
的“香面豆”。用柳树上长的蘑菇，加上豆芽、野
葱和小干鱼、捣碎的花生，做成的“柳黄”。用蒲

苇叶做成的蒲菜汤，以及用蒲根酿成的酒。虽然
谈不上是珍馐美馔，但每一种食材都取自天然，
每一道佳肴都清爽怡人，直吃得人颊齿留香回味
良久。这些盛宴，随节气而动，一年四季都有它
们俏丽的身影。而作为岛国里的那些普通劳动
者，更让我们为之感动。他们不以卑处一隅而黯
然神伤，也不以人微言轻而莫名惆怅，而是安之
若素地扎根原野，用平和的心态，用平凡的奉献，
铸成了生命中的诸多不平凡。相较那些物质上
的琳琅宴席，这道精神上的大餐，或许更令人没
齿难忘。它既不张扬，也不沉沦，而是以蓬勃的
活力和自立自强，涤荡着我们的心灵，呈现给人
们的，始终是鲜活亮丽清澄隽永。

《我的原野盛宴》以工细的笔触再现半个世
纪前的滨海荒原，在写实和浪漫之间切换自如，
生动描摹着万物竞逐、神异纷呈的斑斓大地。文
中叙写的“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的故事，充分
展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书中逼真地描绘了
360多种动植物，蒲公英、白头翁、长尾灰喜鹊、
蓖麻、会思想的芦苇……透过这些绿色的林莽、
丰饶的原野，品味着滋味深长的岛国盛宴，分享
着张炜那些难忘的生活经历，我们看到的是有关
半岛海角的动植物志，感触到的是一部平凡而又
坚韧的成长史和心灵史。无论海角天涯，无论贫
瘠富有，作家字里行间所展示出的乐观精神和诗
意情怀，早已拨动着心弦，让我们一起为丰盈多
姿的生活而歌，为热烈奔放的生命而唱。

生活是一本书，生命是一条河。从《我的原
野盛宴》这本力作里，分明写满了这样的寓意：我
们每个人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书写着自己的
传记，跨越着生命里的那些大江大河。心怀爱
意，就能收获博大与宽广；珍惜拥有，就能还世界
一分曼妙和精彩。

为生活而歌，为生命而唱
——读张炜《我的原野盛宴》

◎刘小兵

◎文艺是时代
前进的号角，最能代
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
的风气

◎人民是文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术可以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在全国上下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
期，由巴彦淖尔市委宣传部苏常亮作词、青年音乐
人韩毅作曲的歌曲《最美逆行者》先后登上人民
网、新华社、学习强国客户端等平台。从2月21
日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经济生活
频道将其作为重点推介的歌曲，每天播出4次。

这首歌在一气呵成之际，就因其特殊的情境、
真挚情感的流淌深深打动人心。正如歌词的开篇
写道：“这个冬天雪还没有化/但是你早已经出发/
点点星光照耀着你前进的步伐/顶风冒雨你是最
美的天使啊”。这场新冠肺炎疫情让全国每一个
人都深刻体会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冬天，这个冬
天弥漫着严酷的“硝烟”，带来一场关乎大众生命
安全的“战疫”。紧要关头，总要有人率先出发冲
锋在前，为人民筑起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肩
负使命你保护着千万家”，和“抗击非典”一样，这
场“战疫”冲在最前面的依旧是医护人员。

“泪水和汗水湿透了你的身体啊”，医护人员
要带着口罩、护目镜，穿着防护服，一战多个小
时，不能喝水吃饭，不能上厕所，只为了节省防护
服，只为了争分夺秒抢救患者。有些女医护人员
甚至剪光秀发去和病毒及死神战斗。“我看不清
你那可爱的脸颊/但我知道你就是我最亲的人
呐”，疫情发生以来，广大医务人员夜以继日、连
续奋战，展现了“医者仁心”的崇高境界。有些医
务人员不幸被病毒感染，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守护和换回了别人的生

命。他们是最美的天使，是最可亲可敬的人。
逆行是需要勇气的。在抗疫期间，来自全国

各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军队系统的医
护人员请战而上，驰援疫情最重的湖北、武汉，向
着病毒最多的地方冲锋上前；一批批医护人员守
卫在出现疫情的家乡，战斗在最危险的地方。这
场肩负使命的逆流而上、冒着生命危险的逆行，
使他们成为“最美的逆行者”。

谁没有亲人，没有牵挂，医护人员别家离子、义
无反顾，有的向老人和孩子撒了慌，有的只能含着
泪水隔空向亲人表达。谁来抚慰和关爱他们，这些
最美的人、最亲的人。务必高度重视对医护人员的
保护、关心、爱护，总书记发出了关切的声音，社会
各界也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医护人员的感
恩和关爱。“等待胜利号角吹响的那一天，我要为你
抹去心中的泪花”，湖北省宣布5年内对援鄂医护
人员免除所有A级旅游景区门票，有的通讯公司宣
布为援鄂医护人员赠送10年话费……

情感总会在细微处自然流露，语言要在质朴
中去表达。《最美逆行者》的作者深深被抗疫医护
人员无私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所感动，自
然地捕捉到了此刻常人最真实、最细微的渴望、
需求和情感的激荡，“我看不清你那可爱的脸颊/
但我知道你就是我最亲的人呐”，这一句成为整
个歌词动人心弦的所在。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我们要记住今天奉
献的他们，更要爱护明天最亲最美的他们。

点点星光照耀你前进的步伐
——《最美逆行者》歌词赏析

◎元夫

著名作家王蒙在《青春万岁》中富有激情地写道：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
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是的，青
春是一首诗，我们用自己的生命，为着这首诗奋斗，毕
其一生，尽管荆棘丛生，我们还是揣着初心，带着梦
想，奔向远方。

世界上有一种时光是不朽的，那就是被镌刻、被
描摹、被书写、被吟唱、被拍摄的时光，尽管留下支离
破碎的细节和瞬间，尽管落满尘埃或蒙上泥沙，但经
过研磨之后，追忆的脚步，依旧让时光熠熠生辉。

读过作家刘玉琴的长篇小说《那红红的萨日朗》，
掩卷沉思，五味杂陈。该部小说以翁牛特旗乌兰牧骑
和赤峰市乌兰牧骑队员为人物创作原型，小说用青春
般的白描，用“好来宝”似的演绎，用草原长调般的讴
歌，再现了一个时代的风风雨雨，把一代人的“乌兰牧
骑情结”，用青春史诗的旋律加以叙说。

在现实中，人生之路充满了坎坷，矛盾无处不
在。作为表现乌兰牧骑成长史的长篇小说《那红红的
萨日朗》，真实地、集中地写出了各种矛盾冲突。这些
矛盾冲突的形成和发展，把故事情节从一个高潮推向
另一个高潮，各种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交织在一
起，起伏跌宕，平淡中陡增新奇，新奇里回归平淡。就
像一台戏，拉开大幕、闭合大幕，这是一个过程，这个
过程就是矛盾的发生发展过程。小说里充满着形形
色色、大大小小的矛盾，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一类
是乌兰牧骑队员与自然和环境的矛盾；另一类是人与
人之间、人物自身的矛盾。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些矛盾冲突就没
有停止过。赛罕旗乌兰牧骑和车伯尔市乌兰牧骑两
支队伍的经历和所发生的故事，成为小说的双线结
构，一方面是乌兰牧骑队员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他们
以蓝天为幕、大地为台，不畏艰难困苦，一心为牧民播
撒欢乐、传播文化、真心服务，众多的乌兰牧骑队员通
过故事中的矛盾塑造，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扎根草原、
不计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农牧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跃
然纸上，再现了乌兰牧骑的成长壮大所经历的磨难和
辉煌。另一方面的矛盾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人
物自身性格的矛盾，农牧民要求乌兰牧骑队员一专多
能，队员要为牧民送去欢乐，帮助牧民解决困难，但是
他们自己的个人素质、生活经历、技能以及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都在矛盾之中，有时是多难选择。如，为救
困在沙窝的队员，进而为确保完成演出任务而错过治
疗时间丧子的乌日汗，儿子死后，又被离婚，她几乎到
了人生的崩溃边缘。但她在人生的灰暗时期，咬牙坚
持，矢志不离，凭着高超的演技，在全国巡演中一展风
采，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队员。后经萨日
朗做媒，成为高炮团营长秦越的妻子，她的人生可谓
大喜大悲。朝鲜族队员崔喜顺是个舞蹈演员，因瘦得
绰号“瘦驴”，亦是说不好汉语的“熟梨”。他是曹雪儿
心中的恋人，参加了非洲慰问演出，因救洪水中的珍
妮和托马斯姐弟，不幸牺牲。在爱情和见义勇为这对
矛盾冲突里，折射出乌兰牧骑队员可歌可泣的人生。
这些矛盾，都归结在对立统一的法则里。

小说中矛盾冲突的深度和广度，必须依托人物的
性格和历史命运，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
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相互依存，没有典型环境，典型人
物就不能形成。宝日吉格，这位“黄毛丫头”，她是巴
特尔的妹妹，她也像哥哥一样豪爽仗义，成为鲍龙斌
的妻子后，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为爱舍爱，离开了
乌兰牧骑。陶鲤，这位蒙古族乌兰牧骑队员，“少年不
知愁滋味”，当她错爱体育老师倪继武被拋弃后，才知
道真爱的是什么。为了找到真爱，她苦苦追寻，在事
业上孜孜以求，在生活上“从头再来”。这些具有鲜明
特点的个性，同时又能反映出特定社会生活中普遍性
的人物和情节，揭示出社会关系发展的规律性和本
质。

作品的广度，是把具体的矛盾置于现实斗争的背
景之中，深入挖掘人物之间矛盾冲突的实质，使之成
为社会矛盾或思想斗争的缩影或侧影，使具体的、独
立的矛盾冲突富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深度，是从纵深
方面追溯冲突的历史根源，表现这一具体冲突是历史
发展的必然，从而展示社会发展的趋向。作者正是抓
住了这样的深度和广度，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才
揭示了乌兰牧骑的成长和壮大是一次人生与社会的
洗礼这样的思考。金慧心，是乌兰牧骑的队长，是才
貌双全的编导，但她又是清王府格格的私生女，这种
矛盾是她的痛。司子健，雷达团宣传科科长，在观看
乌兰牧骑演出时，对金慧心一见钟情，但命运似乎和
他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就在他们准备结婚的
时候，司子健却因政治婚姻背叛了金慧心。这又成了
令人气愤的“疼”。司子健利用战友的关系，帮助金惠
心带领全体队员，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到长春艺术
学校学习，全方位提高了车伯尔市乌兰牧骑的业务水
平。这是说不出来的“自我救赎”，是心灵深处的“疼

痛”。这些矛盾连接起了故事的深度和广度，支撑着
情节的发展。矛盾的发展不断地出人意料外，处处又
都在情理之中，蕴含深意。这是小说《那红红的萨日
朗》的点睛之笔。

作家刘玉琴说：“热爱，是一个人把青春奉献于事
业的最好理由。因为热爱，我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
献给了乌兰牧骑，因为热爱，我用潜心创作的文字讴
歌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1979年，我写了第一篇以
乌兰牧骑演员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陶鲤》。之后，一发
不可收，《燕子声声》《一瓣有情的落花》《青春女儿泪》
等都是取材于乌兰牧骑。在长篇小说《女儿如水》中，
我把在乌兰牧骑学到的有关音乐、舞蹈、表演、创作、
导演等知识全部用了进去。”

刘玉琴选择和创造高度集中概括的特定情景，充
分揭示出矛盾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两支乌兰牧
骑转战城乡，风风雨雨，浓缩了乌兰牧骑人几十年的
汗水和泪水、歌声和欢乐，作品把个人的遭遇与命运
和时代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反映了深刻而广阔的社会
主题。作者将现实的、历史的矛盾集中形象地表述为
具体的、独特的性格，通过局部反映整体，通过某一历
史片断反映时代本质，人物性格间的冲突揭示得非常
深刻，从而使作品具有普遍意义。

作品描述了一群“小人物”，这些“小人物”是社会
的“群像”。这些人物，从一个个侧面揭示了某些本质
的东西，推动了整部作品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如江
坤，邵东方的第二任妻子，邵华为的继母，她自私但善
良，大度却又狭隘；段子风，是画家，文化馆馆长，有艺
术追求，典型的时代投机分子；荞麦婶子，她装神弄
鬼，最后却惨死；关玉琢，清王府的格格，金慧心的生
身母亲，神秘、命运多舛；倪云松，曾改名倪继武，体育
教师，陶鲤的未婚夫，是典型的“时代狂人”。和倪继
武一样，季秀英这位女子，曾改名季要武，一个有着文
艺素质、梦想成为乌兰牧骑队员，却未能实现的女青
年。典型人物都是孕育在典型环境当中的，而不是剥
离后独自存在的。季秀英性格的矛盾，是她自身与时
代、环境、欲望共同造就的。可以说，这些“小人物”，
是“生活中的那一个”。

小说呈现浪漫主义的历史画卷，在蓝天白云的烘
托下，人物性格的维度用舞台剧式进行堆叠和演绎，
时空元素一幕一幕次第拉开，这可以说是作者长期在
乌兰牧骑工作所致，也可以视作是一段革命浪漫主义
的情怀。就连作者写的情节，也都是“章回体”，如《救
急病，阿西达花光彩礼；抗旱灾，打出乌兰牧骑井》《拜
师学艺，会师大兴农场；带伤学琴，照片登上党报》《共
创一台戏，慰问雷达团，团结互助组，捐资助退婚》等
等，一回叙述一个较完整的故事段落，有相对独立性，
但又承上启下。章回体的运用，使得故事情节更趋复
杂，描写也更为细腻。

5年前，刘玉琴就萌生了以自己15年的乌兰牧骑
队员、创作员和副指导员的经历，创作一部具有乌兰
牧骑青春态史诗品质的长篇小说，完成一个老乌兰牧
骑队员的夙愿。恰逢“乌兰牧骑诞生60周年”这个节
点，她开始收集素材，向内蒙古乌兰牧骑学会借阅《乌
兰牧骑大事记》《乌兰牧骑赞》《乌兰牧骑颂》《文艺轻
骑》等史料和先进事迹材料，并请来乌兰牧骑和自治
区文化厅的相关领导及人员开座谈会，倾听他们自身
的经历和故事，并开始了长达3年的创作。

可以说，《那红红的萨日朗》是刘玉琴等许许多多
乌兰牧骑队员的青春合影与珍藏，他们在草原深处、
在八百里瀚海、在贫困山区、老区的田间地头，把党中
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对农牧民的关
怀，通过幻灯播映、图画展览、演出、宣讲……传达到
老百姓的心中。舞蹈演员宋正玉，为创编《顶碗舞》，
硬是把头皮磨出了血，在头顶上形成了一个“碗托”；
女演员旭日琪琪格，为了不耽误全队的下乡演出，耽
误了给儿子治病的时间，致使两岁的孩子不幸夭折；
几名男队员背着一个孤寡老人来回奔波十几里地，满
足了老人看一场演出的夙愿；他们给干旱的牧区打了
一眼“乌兰牧骑井”，避免了牧民和牲畜艰难的迁徙；
他们在上万人的水利枢纽工程工地上“宣传、演出、服
务、辅导”，吃窝头啃咸菜，不舍得吃一口肉，给工地上
留下了一支“不走的乌兰牧骑”……

可以说，《那红红的萨日朗》是一部乌兰牧骑的
“历史长卷”，这是一部“红色文艺轻骑兵”的青春赞
歌，这是一部乌兰牧骑史诗性作品，这是痛苦、幸福、
磨难、涅槃的组合。

讲述乌兰牧骑成长的青春史诗讲述乌兰牧骑成长的青春史诗
——内蒙古“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那红红的萨日朗》述评

◎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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