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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茂云的散文作品，早在10年前就拜读
过。当时的印象，他笔力强健，文采斐然，是我
奉为学习的样本。10年来，不断读到其作品，
深深感动他的坚守、沉潜，以及创作的自觉。

每个成熟的创作者都有创作的根据地，如
李娟对阿勒泰的采撷、刘亮程对黄沙梁的聚
焦、马金莲对西海固的凝神，刘茂云的文学根
据地是达尔罕茂明安。他的散文生发地在此，
精神生长的发源地在此。他在作品中这样写
道：“达尔罕茂明安，一位美丽的新娘，妆点了
北中国的大地，惊艳了流光”。他熟稔这里的
历史沿革、风土人情，这里的人和物、景和俗、
一草一木都成为他反复咏唱的文学形象。几
乎他所有的散文作品都在描绘这个地方，北中
国这片土地成为他的精神牧场。他的书写赋
予达尔罕茂明安丰富的文学含义，他笔下的篇
章也具有了达茂草原的地域性格——宏阔的
气度和精微的细节。

刘茂云写百灵庙的散文《百灵鸟飞向巴
图哈拉嘎》，视角从宇宙到地球，从阴山山脉
到经纬坐标的精准定位，镜头由远及近，成倍
放大，这是地理位置的开合；从“一万年前的
鲜衣怒马，是尘世的最初”到“两千年的栉风
沐雨……日月轮回……”，这是历史时间维度
的延伸；从曾经的蒙商必经之要冲，到银饰非
遗达尔罕的艰难传承，中国西北考察团的造
访，忏悔者崇拜者的拜谒，刘半农、黄文弼、丁
道衡留下的脚印……这是世事人文的变迁。
全文角度多维、笔墨纵横、气象恢弘，在大框
架下又弥漫了作者紧贴土地、细数家珍般的
达茂草原常景的描绘：“卸掉鞍的马匹仰卧倒
蹄打滚撒欢，打过响鼻的地上萦绕着一群一

群飞舞的小蚊蝇……蜻蜓在芦苇上跃动。牛
一声不响，倒影印在河里，河是蜿蜒的霞，牛
是披着霞的牛。狗静卧在庙宇的山门，半眯
着眼看来来去去的人。”观察的细致入微，成
就了微距镜头的艺术语言。文中散发的幽
思，是在强劲的框架之骨和丰富的细节之肉
间流动的情感之血。

当下，一些散文作家将抒情抛之脑后，刘
茂云却把抒情用得得心应手，如：“远山的雾
岚就是他们离去的背影，天空的云影是他们
翩翩的衣袂。”“女儿山飘荡起艾不盖河水的
幽怨；艾不盖河水流淌着女儿山的古冷。”每
一章节都排布着偶句的音韵感和想象的奇绝
意象，构成了含蓄而深致的抒情效果。

读刘茂云的散文，脑海中常常展现的画
面是油画，绝不是水彩、国画，一定是油画，常
常让我想到朝戈的油画作品。表现人物能提
纯其个性，皮肤底下的精神气质呼之欲出，对
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底层人民投去悲悯的目
光；钩沉草原乡村旧事，则像写生或摄取荒原
山乡村俗村貌，深刻反映一代又一代人在这
片土地上曾经含辛茹苦的生活。散文《人物
素描》，其用笔与写实油画同属一脉。那片土
地的小人物、小人物的欢乐与悲苦，笔触都是
扎扎实实，外貌、穿着、动作、语言、表情，一样
一样摆在纸上，每个人的惆怅都是在肖像中
自然透露出来的。“二大爷是一股干
瘦的风，吸溜着鼻涕，捅袖，胳肢窝
夹着村里人戏谑为羊蛋壳子的油毡
帽，从东家刮出，又刮进了西家。”这
是从细节入笔，抓住人物吸引眼球
的焦点，精心描绘，从人物的表情动

作就读出“二大爷”是凑合着活。“从东家刮
出，又刮进了西家”是娴熟的大笔触，轻扫画
面，就把握住了整体气氛。“二大爷名叫二小，
村里没有人关心他姓啥，有一半的人叫他二
大爷，有一半的人叫他二哥，也有混着叫的，
叫什么，他都应。”貌似闲笔，却写出寄生于
世，他对很多事都选择了不较真、“随和”，其
实也有随命运摆布的意味。可以想到，二大
爷长着一张棕灰色的脸，与乡村的色彩世界
浑然一体。写光棍“国四”，“村里的狗咬住这
个陌生人的影子不放，断断续续叫了一夜。”
一个狗也嫌弃的人物形象立起来了。作者只
是涂抹了两笔背景，人物就有了立体感。

散文《无可奈何花落去》写额仁塔拉的小
脚女人们，“她们的花样人生，芬芳里透着苦
涩。”一人一命运，合在一起却都是一个命运
——苦！生活的苦涩磨灭了她们最初如“额
仁塔拉”美丽的名字一样的甜美青春，将她们
的形象和性格，甚至灵魂都腌渍得变了形、变
了味，“白引弟”一天到晚除去吃饭就是骂人，
还边嗑瓜子边骂；因肝病住医院后，骂人的语
言更加丰富，加了新词汇，添了“娘娘”两个字
作为前缀。苦难使人面目全非，从写实油画
肖像进而拓展成为立体派的《哭泣的女人》。

刘茂云与人聊天，闲谈则海阔天空、机敏
而幽默；说正事，则真诚而睿智。在他的散文

作品中，也能感受到这种味道。文
如其人，信哉斯言。在一些篇章
中，他是饱含深情的草原歌者，用
长调牧歌咏唱自然之伟力、山野之
辽阔；用低音潮尔倾诉荒原之肃
穆、情感之起伏。句式的整饬和语

言的精美，形成音乐般的节奏。如《百灵鸟飞
向巴图哈拉嘎》文中，段落前后都有排列整齐
的整句。如同主歌之外的副歌部分，旋律反
复，使文章的形式结构更具有节奏性，其内容
的相对含义也附着着情感张力。而另外一
类，则以诙谐的语言、调侃的笔调，给人物开
脸，为环境着色。《那个叫故乡的村子》中：“八
海家的一撩围裙，从窑旮旯爬着溜下去了，像
一缕倒回的炊烟。”精妙的比喻，趣味横生。

“谁家挨着谁家、几口人、生辰、年龄、胎痣、犯
月、逢九……村里人对这些，闭上眼掰着手指
就能数上来，偶尔有差错，一家老小放下筷
子，搁下碗，争得脸红脖子粗，不吵出子丑寅
卯是绝不善罢干休的，说你子时生绝对不是
丑时出。”夸张的描绘让村子的“小”立现。“这
世界很奇妙，看上去有你是五八，没有你是四
十，有你没你地球照样转，生命卑微到不如草
芥。”日常口语、诙谐戏谑的串话、村人间的磕
牙斗嘴在这篇叙写乡村的文章中，就像村灶
上的油腻，是那么真实，那么接地气，令人忍
俊不禁之余，品砸出一丝丝悲凉。趣味横生
的语言运用除了标志散文作品的文学性，还
有反衬的艺术效果，突出主题之笑中带泪的
同情悲悯。有时文中的自我调侃，对我的村
庄的调侃，仿佛是在俯视当时场景，另有间离
手法的意趣。

刘茂云的散文写作能力是多方面的，但
往往“学霸”总有强迫的症候，其写作总有一
种面面俱到、密不透风的感觉。近期作品中，
我最喜欢《那个叫故乡的村子》。这篇有一种
举重若轻、酣畅淋漓、野逸冲淡的气韵，风格
类似中国画的写实兼写意，胜在留白与松弛。

宽广而深致的书写品质宽广而深致的书写品质
———评刘茂云的散文创作—评刘茂云的散文创作

◎◎越慧贞越慧贞

动画·故事·文学，这不
只是我对艾平3篇草原散文
的粗浅概括，也是对她几十
年来以草原为主题，以动画
为情节，以故事为形式的散
文创作在外观上的总结。事
实上，她为我们构筑的独特
文学景观，不仅让读者获得
了天然美感与神韵，而且也
让读者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
育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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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羊，跳跳跳》讲述的是面对蒙古国的
草原火和铁丝网，公黄羊们为了种族得以留
传下去而舍生取义的故事。无疑，这是个稀
奇、新鲜的故事。从中，我们不仅对动物世界
无奇不有发出惊叹，而且对黄羊之举刮目相
看。故此，我们不得不将动物与动物、动物与

人类纳入到一个长久的思考氛围中。
当文中多数黄羊为保住少量黄羊而牺牲

自我这个事件出现时即为故事高潮。这个高
潮既为故事展开创造了由头，又为故事发展
埋下了伏笔。接下来，阿拉腾收养了历经灾
难后的9只黄羊，为了它们阿拉腾卖掉了自家
的 150只羊，腾出了 3000亩草场，直到黄羊
群近亲繁殖、种族退化，阿拉腾只好放还它们
回到草原。

文章的宗旨在于揭示动物本质，反映出黄
羊在内的一些动物不为人知的一面。比如，

“动物本能的力量远远大于理性，甚至不可战
胜。”“不该使用人类的经验去臆想动物，动物
的行为有时候是无法解释的。”这些经过实践
证明的理论观点使我们幡然醒悟：我们以前对

于动物的生存力了解不全或存有偏见，事实
上，不要低估了动物的生存能力，我们理解、重
尊它们的最好办法就是成全它们的本性。

文章暗含了作者劝慰、告诫人们的一片苦
心——人类不应该按自身思维去左右动物的生
存空间，即便是出于好意。实质上，这正是艾平
不同于其他草原生态作家之处。尽管她也在呈
现人与动物相处的情景，可是她并不认为人爱
动物的方式非走近乃至亲近不能为也。她提醒
我们：动物是动物，人是人，人不能介入动物圈
内。否则，你的爱心也许会害了动物。

《黄羊，跳跳跳》表层展示物性，赞美人
性，深层劝导人与动物接触要适可而止，反之
就有干预、侵占动物生存权之嫌了。有了这
表里双向题旨，文章就有了现实意义。

《黄羊，跳跳跳》：草原故事可以这样讲

艾平的散文外在形态新奇、独到，内在意蕴丰
厚、深邃。我对她精心构筑的一个个“妙境”深感
欢喜深感忧。例如，她的《羊群中的一只雁》。“所
以草原上有了一幅移动的画——葛根阿妈那紫色
的身影后面，跟着一群雪球般滚动的小羊羔，还有
一只浅褐色的小鸿雁。”表面上看，草原动画——
羊群中的一只雁，这是一道多么亮丽的风景线。
实质上，本文为我们展现的是草原动画背后的故
事——雁为什么会出现在羊群中？娓娓道来中，
一方面彰显了草原母亲——葛根阿妈的大爱形
象，另一方面驳斥了偷蛋人的可恶行径。

偷蛋人的恶劣行为——许多雁蛋被偷走、蛋
壳被碎坏，而那只幸存下来的小雁，则是被阿妈救
下来尚在蛋壳中孕育的小生命。从此，阿妈视雁
为自己的孩子，倍加呵护细心喂养，使它成长为羊
群中的一员。尽管它还小，但毕竟有了陪伴对
象。就此而言，是阿妈让雁进入羊群这个不可能
成为可能的。阿妈缝补的不仅是一只雁的伤痕，
她拯救的不仅是一只雁的生命，而是整个草原的

痛疽与希望。由于家养小雁羽翼尚未丰满，尽管
它试飞没有成功，但阿妈相信小雁终会回归天空、
回归大自然。

文章曲折迂回，让人感到无言的沉重。沉重
于小雁的出身、成长的不易，沉重于阿妈喂养、照
看小雁的不易，沉重于草原深处那些偷蛋人的贪
欲迷了心窍，沉重于法网恢恢疏而有漏了他们，
沉重于草原何时才能真正成为万物安全的栖息
地？！文章让我们陷入深深的思考：我们需要的

是良知、感恩，以及一份严肃的对待万物的谦恭
之心。揭示动物生存的困境，揭示自然界、社会
的病象，从中疗救这病象，该文无疑具有潜移默
化的功效。

文章以物喻人，一题二旨，通过对比、拟人、
夸张等手法的运用，把人与动物放在同等地位，
告诉我们：羊、雁、人都是自然之子，然而有的人
却为了一己之利，做出残害动物的举动，破坏了
生态平衡，破坏了生物链条，使万物生灵不能永
续！在深责偷蛋人的同时，作者并没有置之于死
地而不顾，相反她让我们看到了雁在夹缝中求生
存的艰难困苦，也让我们看到了阿妈拯救雁的正
义之举，还让我们看到了阿妈的心灵与大自然的
相谐相融。

文章有破有立，意在提醒我们，要更好地与
大自然相沟通；意在呼唤正义的力量，呼唤草原
母亲般的人物多些再多些，以引起全社会都来关
注草原生态、关注万物的休养生息，从而实现人
与自然、社会的共生共荣、和谐发展。

《羊群中的一只雁》：草原动画带来的沉思

艾平的《游猎之地的你》代表了一种文学
新气象。本文的可贵之处在于，既尊重传统，

又展示现代。对于鄂温克
族人来说，狩猎是他们古
老的生存之道。那么，时
代发展到今天，鄂温克族
人的生活怎样了？大而化
小，文章通过一个活跃的、

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猎人妈妈生活的改
变，来反映整个鄂温克族人的生产生活方式
的变化。

“你”走向外面的世界，知道了儿子做的
手工艺品，是传承鄂温克族狩猎文化的具体
行动，是文化与经济实现双赢。“你”请工艺美
术师策划民族服饰表演，是宣传民族传统文
化的有力举措。“你”留住了 3.2万亩草场，留

住了绿色，留住了浓浓的乡愁……所有这些，
都是“你”作为一个游猎民族后代在新时代的
新奉献，这些行动使“你”的生活变得真实、意
义非凡。

《游猎之地的你》践行了一个作家对文学
创作的担当与使命。她让我们看到了一幅生
动美好、积极向上的内蒙古人民新时代的生
活画卷。

《游猎之地的你》：文学的新气象新呈现

2023年春节过后，阳光灿烂的日
子里，品读着准格尔旗作者刘雅娜的
散文集《苏木时光结》，从情感细腻、自
然简洁、清新凝炼、沁人心脾的语言
中，感受到一位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基
层的工作者，在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
建设中的奋斗气息，感受到了作者心
中对布尔陶亥苏木的深深热爱与眷
恋，感受到了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的浓厚人文气息。

刘雅娜，80年代初出生在准格尔
旗，是土生土长的准格尔旗人。因为
刘雅娜在布尔陶亥的特殊工作和生
活经历，《苏木时光结》中的散文，大部
分内容都与布尔陶亥苏木有关。在
散文集开篇《安静的布尔陶亥》中，刘
雅娜用深入细腻的描写，情不自禁地
把读者带入这块地处准格尔旗西北
部、美丽神奇、静谧多彩、人杰地灵的
地方：“安静的布尔陶亥安然地处在
尘世间。这里的风景，乍一看，不是
那旷世的美丽。这里偏僻退隐，近乎
平凡，但只要认真地呼吸一阵子清爽
的空气，便会隐隐地感受到偏僻退隐
是美的，是有魔力的。一只白色的鸟
展翅划过干净的蓝天，云彩跟着鸟儿
飞行的方向流动。一株株大树努力
把树梢伸向天空，志向是将那抹嫩绿
融入湛蓝。树下的小草脾气怪得出
奇，不肯褪掉去年的衣裳，将干叶置
于新叶旁，枯黄的颜色生生与碧绿色
一样有生机。几声漫瀚调从耕地那头传来，在空气中激起一
圈圈声浪，这声浪穿过我的身体，传得越来越远……”。

散文，贵在有真情实感，有张力。在刘雅娜心中，布尔陶
亥苏木的农田林草沙水和农牧民是最可爱、最可亲的。她在
布尔陶亥的大营盘寻找岁月留下的痕迹，在古老的王爷府里
听风拂过，在额吉慈祥的笑语中寻得幸福的真谛，在老乡布满
老茧的双手中看到了农人的质朴，在种满庄稼的大块田间看
到了美丽乡村发展的未来和希望……她的生命已融入到布尔
陶亥苏木的山山水水。她的散文接地气，注重表现对现实生
活的深切感受，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寓情于物，托物言志，表
达了心中最真实的内在情感。《古老且年轻的铧尖村》中写到：

“铧尖村不大，没有像城市一样整齐的规划，庄户人家都是依
地势、水源而居。这几年，这里的房子新的多旧的少，承载了
几代人生活的老房子反倒更有味道。在这里，生命的声音没
有被遮蔽，每院每户都活泼新鲜。院外猪哼、羊叫、鸡寻食，院
里狗吠、猫喵、燕衔泥。村里有文化大院，爱唱几句的老乡隔
三岔五组织个活动，漫瀚调能飘挺远的呢。”

在刘雅娜的眼里，布尔陶亥苏木是漫瀚调的“发祥地”。
漫瀚调传承人每个月都会有一周的时间，到苏木文化站的漫
瀚调传习所给当地漫瀚调爱好者们教唱。一直传唱的漫瀚
调，是亮丽的艺术之花。《苏木时光结》中多次写到了漫瀚调，
在《悠悠漫瀚情》中，刘雅娜赋予漫瀚调在脱贫攻坚和美丽乡
村建设中全新的内容，她写到：“平时苏木里搞宣传，文艺队总
爱用漫瀚调的曲子填上宣传主题的词，给老乡们演出。唱一
方水土上的好资源，唱惠民政策有哪些，唱新农村里的新风
貌，唱乡亲们的日子比蜜甜……漫瀚调里，有社会风貌，有风
土人情，有时事政治，有日常生活，有传说故事，有男欢女爱。”
在刘雅娜心里，漫瀚调是这片土地上民族团结的象征、文化艺
术的瑰宝。

散文，贵在有优美的语言和意境。在刘雅娜的笔下，乡村
是美丽的、多彩的，乡土中处处流动着真挚的情感和鲜艳的色
彩。面对着喜获的丰收，刘雅娜直抒胸意，在《收秋》和《丰光
好》中分别写到：“收秋，收什么？收春天种下的希望，收亲人们
聚在地里一同劳作的温情。乡村的田地里繁忙热闹，大块田
间，联合收割机、拖拉机、三轮车来往穿梭；小块田间，或隐或现
着人们辛勤劳作的身影……勤劳的老乡正把一排排整齐的玉
米秆割倒，动作看起来轻松娴熟……黄灿灿的玉米棒子最后会
在农家院里或场面里亮相，有的平辅成金色的毯子，有的堆成
金色的垛子，有的悬在屋檐下编成金色的辫子……”“丰收在眼
前、在田里、在仓里，丰收在歌里、在舞里、在酒里。丰收是秋季
的热闹，更是老乡的期盼。丰收是农人的仓满，更是牧人的羊
肥。丰收于我是什么？是眼前一田一人、一叶一草、一牛一马，
还是一个让人感到踏实的符号？”

刘雅娜的散文，具有女性特有的审美感知和思维，藏有音
乐的韵律，用心用情表达出对布尔陶亥苏木美丽乡村建设的
赞美。《相似的村庄，不一样的尔圪壕》中写到：“吃了几年这片
土地上的饭，喝了几年这片土地上的水，恍惚间，觉得自己成
了这片土地上的乡民。看得到大家心底蕴藏着的厚道，看得
到返乡创业青年的热情，看得到支书带领着党员忙碌，看得到
包村干部带来的新思想，感受得到这片土地抓住乡村振兴的
机遇一天天变化着，感受得到这片土地上人的幸福一天天增
长着……”。

品读散文集《苏木时光结》，字里行
间和张张图片中感受着扑面而来的人文
气息与自然情怀，每篇散文、每件往事、
每个人物，都在生动地讲述着布尔陶亥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故事，讲述着新
时代新农村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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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