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执行主编：范永 责任编辑：许素红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3年9月1日 星期五 ■邮箱：nmrbwypl@163.com / 文艺评论 /

文艺
评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自
然
意
象

自
然
意
象
的
另
类
解
读

的
另
类
解
读

——
——

读
安
宁
散
文
集

读
安
宁
散
文
集
《《
万
物
相
爱

万
物
相
爱
》》

◎
秦
延
安

在全球气候变暖、人与自然关
系更加紧密的今天，万物和谐便成
了一个焦点话题。安宁在其新作
《万物相爱》（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 7月第一次出版）中，以诗
样的语言和谦卑朴素之姿，引领读
者思考人与自然、生与死、宇宙星
空等永恒主题，并重新认知自然万
物对人类诗意栖居的重要意义，让
我们在审视自我、关注自然中领略
生命的真谛。

《万物相爱》为2020年度中国
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是作
者在对内蒙古广袤苍凉而又开阔
诗意的审美认知下，历时3年完成
的自然主题散文集。该书共12篇
文章，文风开阔浩荡，气息丰沛盎
然。在书中，作者以丰富的细节刻
画，不断变换的场景，纵横捭阖的
思考，跨越时空的故事，对自然及
人间世态进行了精细入微的描写，
对万物和谐、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
深入的解读，呈现了对人与人、人
与自然、人与大地、爱与生命、偶然
与必然、生与死等永恒广阔主题的
思考，让人体悟生命，感受自然的
深邃与博大。

书中弥漫出的万物平等理念，
对草木鸟兽乃至最卑微生命的悲
悯意识，开阔从容的生命观，以及
飞鸟一样流浪迁徙、祛除占有欲望
的自由精神，饱含着作者对自然万
物的敬畏与深爱。比如书中的风，

“高原上吹来的烈烈大风，也未能阻挡摩肩接踵的人们，朝着
功名利禄，朝着喧哗奢靡，在连接生死的大道上狂奔”。“风紧
贴着沉睡的大地，沿着冷飕飕的墙根，好奇地逡巡着”“风越
过草木疯长的地表，掠过密不透风的树林，在近乎凝滞的空
气中发出疲惫的钝响”……能将风写得如此斑斓五彩，足可
见作者的热爱。还有河，“携带着几千公里的泥沙，浩浩荡荡
奔赴生命最后一程的黄河，在烈日炙烤的平原上，蒸腾着雄
浑磅礴的力量”。“它的‘消失’，又是某种意义上的新生”……
在作者看来，自然中的每一种生命，小到朝生暮死的蜉蝣，大
到重达百吨的蓝鲸，甚至一片落在草尖的雪花，一滴檐下坠
落的雨珠，都闪烁着迷人的光芒，都是时代耀眼的奇迹，值得
我们敬仰和尊重。人类，不过是地球生物链上脆弱的一环，
只有遵循自然、万物相爱，方能和谐共生。

在作者笔下，万千生命都散发着寂静光芒，让我们被世
俗浸染的思绪都能找到回归家园的感觉。比如“醉玉兰美而
肥硕的树叶相拥而眠，梦境中依然不忘亲密私语。黄栌蓄力
以待，等待尚在途中的秋天，意欲将一身浓郁的绿，换取满树
燃烧的红。丁香放任自我，香气无孔不入，侵蚀着每一个夜
色包裹的角落。只有木槿，隐匿于暗处，悄然绽放”……自然
是心灵的洗涤剂，草木是治愈创伤的良药。当我们俯下身，
以贴近大地心脏的谦卑姿势去聆听，便可以听到一株白刺的
呼吸，便可看到“一只蝴蝶轻轻扇动翅膀，便可引发一场大西
洋的海啸”。当我们真诚地写下它们，倾听它们，注视它们，
追寻它们，回归自然，便能理解那些飞虫一样奔波劳碌的同
类，理解生命的伟大，理解人类的爱恨情仇，只有脚踏大地，
仰望星空，心灵在天地间便呈现出博大而深邃的气象。

把微小的个体生命置于辽阔的场域，对人生的意义进行
深入的思考和独特表达，也是该书的亮点。比如《众生》中，

“我和小姜”，一个买不起高档小区却又沉迷其中为女儿读书
寻找着学区房，一个在为扎根于城市坚守着为人找房的工
作。虽然都没有理想的生活，却都在为梦奔跑着；患有唐氏综
合征不会说话的5岁牧歌，饱受病痛折磨，虽然不久于人世，
仍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并以此照亮大人的哀愁。先后被3
个男人骗了感情和钱财的理发师小陈，终于在43岁时追到了
自己的幸福之光……也许这就是生活，这就是自然的丛林法
则。只有坦然面对，心怀美好，才能抵达人生的彼岸。

人类是一面巨大的镜子，让亿万颗星
星照见它们的纯净与永恒，也照见尘世的
浑浊喧嚣和从未休止的争战。“作家全部的
写作意义，不止是让读者认识到生命的意
义，还有给予读者以人与自然万物应该平
等对话的启示”。这是作者写著此书的初
衷，也是这本书给予我们的最大财富。

日前，由内蒙古文史研究馆主办的“大
美北疆——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建馆
70周年书画展暨华北省市邀请展”，在呼和
浩特内蒙古美术馆开展。来自中央文史研
究馆和天津市、北京市、山东省、河北省、山
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等省市文史研究馆的书
画作品，占满了四个展厅。其中，最有意义
的是关于“蒙古马”“老黄牛”“千里驼”的题
材，无论出现在绘画中还是书法、篆刻中，均
体现了老道、厚重、肃穆的精、气、神。

在书法作品中，曹彪馆员笔笔苍劲的
“马”字，尽显出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一
个题目“蒙古马赋”，一首诗“去若强弓乍放
弦，来如雷滚地生烟，金鬃电尾千条线，烈
马骁腾震九边”，选自《内蒙古赋》中的一句

“马背兴邦，名就功成”，均有“馬”字，书家
用笔格外讲究、精致。有的棱角分明，有的
遒劲稳健，有的动态中显豪迈，有的静态中
显沉稳。展现在“蒙古马”家乡——祖国北
疆的这些书法作品，让观众在书法家用墨
的浓淡之间、结构的疏密之中、布局的张弛
之内、笔力的轻重之差，见出作者对“吃苦
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蒙
古马”精神的艺术化表述。康新民馆员的
一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作品，尽
管没有“马”字，所强调的自觉、自立、自尊、
自信、自强的精神却是与“蒙古马精神”息
息相关的。

周荣生曾是内蒙古美术家协会主席，展
览中，他的一副国画《驰》，因揭示了人与骏
马之间的默契而令人难忘。迄今，以马喻
人、以人化马的作品不在少数，但“人马合
一”到出神入化境地的作品，却是需要长久
的、雄厚的生活基础和深切的体验与情感
的。你看，画面上那匹扬鬃奋蹄的骏马，每
一块肌肉和每一根骨头都刚劲有力，马背上
的蒙古族汉子，高颧骨、细长眼、高鼻梁，完
全沉浸在烈马追风的惬意中，让观众感受到

一种酣畅淋漓、恣肆无
束的畅然和快意。孙
志钧的《夏日牧场》，虽
然借助了些许西方点
彩的技巧与中国画水
墨融合的技法，让观众
看到的只是骑手的背

影，但若没有北疆草原生活的积淀，是不会
在构图中细腻地描绘出三个牧人与六匹骏

马的——因为，远行的牧人若没有备用的马
匹，即使目标明确，马力不逮，也枉然。

张建国馆员是久居河套平原的老画家，
他的创作总是以逼真的细节见长，体现出了

“按照生活本来样子”进行创作的现实主义
风格。画展中，一副《呵护》为题目的作品给
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猛一看，视觉效果酷
似摄影作品，细细看来才发现是一幅油画。
黄土地上，一位农民正在为一垄罩着塑料布
的庄稼浇水。左腿跪着，右腿弯曲着，裤子
和鞋沾满泥土，双手抓着水管正在小心翼翼
地浇灌庄稼的幼苗，平静的神情透着几分慈
祥，像是在伺弄自己的孩子……此刻一系列
的古训会跃然于观众的脑海——“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民以食为天”……我们倡
导“勤劳、奋斗、奉献、创新、勤俭节约精神”，
整幅作品闪烁出颂扬劳动者精神的光辉。

从自然风光的写意到文人骚客的雅趣，
从花卉兰竹到苍松翠柏，从《吉兔》到《牧
羊》，从《陇上玫瑰》到《秋山气象》，从《吉祥
草原》到《大兴安岭》，从《流逝的记忆》到《香
含秋露华》，从《盛世高歌》到《西山红叶好》，
从《立望东山》到《黄土高原》，再从《路漫漫》
《归》到《长城游记》……来自京、津、冀和晋、
鲁、蒙的画家们用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学精
神，将“眼中之物”转化为“胸中之物”，进而
又形成了“手中之物”，以丹青笔墨，见证并
留下祖国大好河山的雄阔，见证并记述伟大
人民创造历史的豪迈。

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到《浣溪沙·和
柳亚子先生》，从鲁迅语录到光未然（张光
年）的《黄河大合唱》歌词，从孟浩然诗句到
感怀李大钊先生的“自作诗”，从荀子的格言
到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支撑这些老
书法家、篆刻家辛勤耕耘的是一种锲而不舍
的精神。这是中国艺术家底气、骨气和志气
的呈现。

参政咨询、文史研究、艺术创作、统战
联谊，是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职责。通过这
次书画展的举办，观众不仅领悟到了祖国
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人无我有”的独特性，
而且也深深感受到，书画同源造就的“表意
文字”,承载着我们祖先优秀的文化传统，
值得进一步传承和发扬。

（本文图片均为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
馆建馆70周年书画展暨华北省市邀请展参
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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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

《墨荷》 中央文史研究馆 张立辰

《夏日牧场》 内蒙古美术馆 孙志钧

《北京北京》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 郑山麓

日前，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内蒙古
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乌海市委员
会、乌海市人民政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
合主办的“建功新时代 民歌颂北疆”2023内
蒙古民歌大会在乌海隆重开幕。

民歌，是老百姓喜怒哀乐的内心表达，
不知作者，却流传不息，又因其连接每个人
的真实生活和真切感受而常唱常新。新民
歌，是指由词曲作家创作的、在民间不胫而
走、媒介提及率和民众提及率都很高的歌
曲。而这次民歌大会，既有民歌，也有新民
歌，表现出广大百姓对产生共情的好民歌的
由衷喜爱。

开幕式上，年过花甲的男中音歌唱家那
顺用一首经典的《敖包相会》，打开了观众激
情荡漾的心扉。当热烈而欢快的歌舞《乌海
迎宾曲》呈现舞台时，似乎告诉这座新兴的
山海沙城：“我们听懂了！这是乌海人民火
热的情，滚烫的心。”

当男声独唱内蒙古东部民歌《天上的
风》回荡在黄河的夜空中，观众沸腾的心慢
慢沉静下来，从歌词中感受着人生苦短、感
慨着生活多艰、感悟着生命的意义，由此显
现出百姓口传心授百年的民歌，一定是充满
智慧的，是心思放达的。“天上的风啊，有静
也有动。地上的人啊，有死也有生。”歌词中
流淌出的对大自然、对生命、对万物的珍视，
以及对生与死的豁达心态，通过沉郁的旋
律、缓慢的节奏，把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终
极性思考，推向了哲学的深度和人生观的高

度——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如何让自己
活得更有意义？

民歌大会上，将气氛推向高潮的是年近
八旬的老乌兰牧骑队员金花与儿子金·巴
特尔的合作，一曲流传甚广的《送亲歌》。
该歌喜中有悲，因为这是在表达对女儿出
嫁难舍的深情；悲中又有喜，因为女大当嫁
是人生的规律。

特别值得赞赏的，是由金花母子演唱的
藏族新民歌《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是藏
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的代表作，已在祖国的大
江南北唱响了近 60年。但是，当金花老人
说：“这首歌，是藏族歌唱家教给我的。”人们
就会想到，56个民族之间，只有在交往的基
础上才能交流，在交流的基础上才能交融，
艺术创作的互帮互学就是最好的佐证。

母亲金花是用藏语的民族唱法演绎这
首歌的，清脆的嗓音带着金属的质感，直击
人心。儿子金·巴特尔则是用汉语的通俗唱
法演唱的，他对旋律的创新性处理，与歌词
毫不违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
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对于“80 后”

“90后”“00后”的观众而言，这首歌曲的旋
律是好听的，歌词却是陌生的。然
而，只要能够感受到母子两代由衷
而发的真情、豪情，以及经典的新
民歌真真切切在两代人之间传递，
观众便会领悟到一种伟大的传承
的力量。这也揭示出永恒的艺术
规律：无论民歌，还是新民歌，只要

能在百姓中口口相传，就是因为接地气、接
人心、接现实，继而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
继承。

曾听老人们说，在音乐传播没有电器化
的时代，了解历史，都是通过“听书”。所以，
2023内蒙古民歌大会便少不了曾在科尔沁
草原非常盛行的“乌利格尔”，所不同的是，
旋律在演变中，更易于歌唱，更易于传播。
我们还听老人们说，呼麦，是一个人能同时
发出不同高度两个声调的歌唱方法，属于蒙
古族民歌的一种“绝活”。因此，观众们又在
这次民歌大会上欣赏到了属于祖国北疆文
化的这一世界级非遗瑰宝。老人们还说，产
生于鄂尔多斯地区的“漫瀚调”，其实就是蒙
古族民歌与汉族民歌爬山调的融合，所以又
称之为“蒙汉调”。而民歌大会上属于这一
风格的豪放歌声又把观众带到了北疆草原
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汇处。

仔细想来，亲情、爱情、家国情，是这次
民歌大会贯穿始终的主题，一首首民歌里唱
出的是老百姓的真情与深情。

从《送亲歌》里我们听到了血脉相连、父
女母女之间难舍难分的亲情。所以，观众能

够在熟悉的曲调中，一边跟着哼
唱，一边复盘着自己曾经的生活
过往，同时也体会着父母与女儿
婚嫁时深切交织的复杂情愫。

从蒙古族民歌《天上的云朵》
和西部汉族民歌《桃花红杏花白》
里，观众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爱

情——前者用如泣如诉的声线表达相思之
苦，将爱而不能得其所爱倾诉得淋漓尽致；
后者则把相思之苦、相见之难、相爱之重，表
达得感人肺腑。其语言简练而质朴，情感热
烈而坦诚，当歌已罢，其情其意却依然在余
音袅袅中浸透人心。

民歌大会上一曲女声独唱《绣红旗》，
让观众感动于小说《红岩》、故事片《烈火
中永生》里的江雪琴（江姐）等革命烈士的
英雄事迹，激发起向先烈致敬、珍惜当下
幸福生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决
心和信心。

节目“中华集锦”可圈可点，这是主创人
员以宏阔的文化视野，将藏族、彝族、维吾尔
族、蒙古族等不同民族代表性歌曲组合在一
起，从《阿依嫫嫫》到《我的百灵鸟》，再到《巴
林罕山颂》……一首接一首，将观众带进了
通感联想的快乐之中，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认识在音乐的审美层面，变得更加
鲜活、具体、更加接地气。

文明，是一种社会进步的状态。
民歌（包括新民歌），是源自民间的文明

根脉，是广大百姓由衷而发的天籁之音，既
可唱出幸福，又可宣泄痛苦；既能表达爱，
又能倾诉恨；既能见证历史，又可展望未
来。观众听到了民歌中的文化，领悟到了
民歌中的智慧。民歌，是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传承中华
优秀文化中值得重视、挖掘和保护的珍贵
文化资源。

唱不尽唱不尽百姓的真情与深情百姓的真情与深情
——“建功新时代 民歌颂北疆”2023内蒙古民歌大会观后

◎◎白槿遥白槿遥 李树榕李树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