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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全方位建设模
范自治区的决定》中指出，打造以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守望相助、共同弘扬蒙古马精
神和“三北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基本内容的北疆文化。作为地域性文化
品牌，北疆文化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一脉传
承。因此，北疆文化也具有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中华文明的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5
个突出特征。

北疆文化的连续性。内蒙古地处祖国
北疆，追根溯源，即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考证，
中国地区的考古文化划分为6大区系，其中
之一是以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为中心的北
方。在这一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各民
族繁衍生息，创作了属于这片土地所有物质
和精神财富总和，创作了属于这片土地的文
化。随着时代的更迭，积淀形成了草原文
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
化，这些镌刻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在新时代成为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的重要文化符号，以“北疆文化”这一概括性
表达，成为内蒙古最响亮的地域文化符号。

内蒙古文学馆以文学展览的形式传承
内蒙古大地上的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出的“为了最初的
梦想－内蒙古红色文学经典展”，展示在中
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内蒙古文学感于时
事，发于觉醒，用文字记录时代的声音，记
录红色北疆的光辉足迹。书籍、手稿、实
物、信函、音视频、照片等每一帧红色经典
的呈现，都是文学所记录的历史、文学所赓
续的精神。

展览植根连续性、秉持传承性，展出了
《骑兵之歌》《勇敢的骑兵》《铁骑》等作品，回
顾内蒙古骑兵在解放战争中立下的赫赫战
功。敖德斯尔、安谧、照日格巴图等作家都
曾是骑兵战士，他们纵马驰骋，他们也握笔
从容，放下枪，拿起笔，书写金戈铁马的骑兵
生活。这些满怀深情的红色文学经典作品
成为北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今天
接续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北疆文化的创新性。中华文明的创新
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
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
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北
疆文化的创新性在于聚长城而居、依黄河而

盛、繁衍繁荣的生生不息精神；吃苦耐劳、一
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的“三北精神”。

内蒙古文学馆推出了“向未来－蒙古马
精神主题作品展”，把书写蒙古马精神的文
学作品集结起来，以50多部文学作品、21篇
新闻报道、130多位先进人物和代表企业的
图片和视频，展示时代楷模、先进事迹，展示
内蒙古人民以驰而不息的蒙古马精神建功
新时代的精神面貌，激扬北疆文化的创新
性，彰显其时代性。

毛乌素曾是荒凉的沙漠，如今放眼望
去却是无际的壮美绿色。作家肖亦农通过
深入采访与周密调查，以体验与感悟相结
合的艺术方式，用长篇报告文学《毛乌素绿
色传奇》充分展示了毛乌素治沙人的生活
世界和精神风貌，热情讴歌人民改造世界
的奋斗与创造。作品出版后，获得全国“五
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这是对“三北”
治沙群体、对作者、对报告文学，积极参与
时代变革实践精神的褒奖。展览还有“小
巷总理”武荷香，“护边额吉”尼玛，勇攀医
学高峰、勤勉为民的百名医学博士，他们代
表了 2400 万内蒙古人民奋发有为的精神
状态和生动实践。

北疆文化的统一性。中华文明的统一
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
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
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
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
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
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北疆
文化的统一性在于长期以来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民族团结”模范气质；各族群众心
手相牵守卫祖国北疆的“守望相助”责任担
当。草原铁骑威名扬、齐心协力建包钢、最
好牧场为航天是现当代历史上的民族团结
佳话，而昭君出塞、土尔扈特东归、布里亚特
万里归来等见证了世代守卫祖国边疆的责
任担当。

内蒙古文学馆推出“携手
同心－内蒙古民族团结主题作
品展”坚守统一性，突出认同
性。展览从 7个方面，生动诠
释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
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经

济建设方面有齐心协力建包钢的故事，政治
建设方面有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故事，文化建
设有石榴籽绘本丛书，社会建设有乌兰牧骑
为人民的故事，生态文明建设有各民族共同
守护家园、保护生态的故事，党的建设有“三
千孤儿入内蒙”的故事。展览也从细节着
手，一杯奶茶，一曲漫瀚调，一句句诗歌中，
滴水藏海，感受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
交融的情感。

北疆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包容
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
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北疆文化拥有红色文
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
化，以及西辽河文化、生态文化、河套文化
等，以开放兼容的格局让各种文化共存互
促、交融发展。

内蒙古不仅仅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也
源远流长。在 2018年 5月 28日，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公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
究成果并指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
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
源迹象。”西辽河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
一道，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西辽河文
明包括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
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
等，遗址大部分位于内蒙古的通辽、赤峰地
区。距今约 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已经有
了以种植粟黍为特色的旱作农业，此后的赵
宝沟、红山、小河沿也相继发现先民叩石垦
壤、刀耕火种的生活轨迹。

内蒙古文学馆推出了“书写新时代－内
蒙古文学十年成就展”赓续包容性、展现多样
性，展示十八大以来内蒙古文学事业欣欣向
荣的发展局面，展示内蒙古人民生产、生活、
奋斗的历程。在长篇小说板块，近百部小说
充分挖掘和生动展现内蒙古大地上的厚重历
史文化和丰富人文资源，有红色文化的表达
《阿斯根将军》、草原文化的表达《信仰树》、农
耕文化的表达《大风》、黄河文化的表达《河套
母亲》、长城文化的表达《长城谣》等数百部小

说展示了北疆文化的时代价
值。这些小说中对于西辽河文
明的书写基本上没有涉及，有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科学的考证，
就需要作家用文字还原历史的
骨骼和血脉，用文字把一切历史
都是当代史表达出来。

北疆文化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
是中华文明 5000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
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
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内蒙古自古以
来，这片土地的人们崇尚自然、热爱自然，
以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观念对待自然生
灵和自己生存的土地。因此，北疆文化的
和平性特点更多体现在内蒙古生态文化建
设上。与生态文化理念相匹配，内蒙古生
态文学的创作从敕勒川、阴山下开始，到今
天细数每一颗树，让绿色和未来澄澈地生
长的理念不变，文脉赓续。

内蒙古文学馆推出的“文字中的亮丽
北疆－内蒙古生态文学主题作品展”以壮
美雄阔的内蒙古自然风光为背景，分为草
原、森林、水系、沙漠、新能源 5个部分，以
38段精彩的文字节选和近百本书籍，结合
实物造景和 VR、投影等数字展览手段，以
文学的“绿意盎然”勾勒生态文明的“诗意
画卷”，展示内蒙古作家在记录“美丽中国”
的进程中，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审美
表达。

展览展示生态文学的传承，也展示今
天生态文明的最新成果。在森林部分，关
注曾经的狩猎生活，关注猎人放下枪、扛
起守护森林的责任，也关注今天进行森林
调研，细数每一株植物，以科学的、精细的
方式守护着大兴安岭深处的万木葱茏。
在沙漠部分，有对沙漠壮美和神奇的书
写，也有沙退绿进、绿富同兴的故事。今
天的库布齐，不仅向世界提供了库布其治
沙经验的中国智慧，也建立了自己的种子
资源库，培育出了形状各异、色彩斑斓，独
属于库布齐的郁金香。这些内蒙古生态
文明建设的最新成果，在作家的笔下以一
个个细节，能够唤起常情共感的表达走进
观展者的心中。

内蒙古文学馆立足文学展览，拓展文
学活动形式，创新文学惠民途径，已成为文
学交流新阵地、文学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自
治区文化宣传的重要窗口。特别是立足弘
扬北疆文化，赓续中华文脉，推出了内蒙古
生态文学展、内蒙古民族团结主题作品展、
弘扬蒙古马精神文学作品展等主题展览，
以 400 多位内蒙古作家创作的上千部作
品，以丰厚的内容、活泼的形式表达着北疆
文化的丰富内涵，用文学的力量唱响“北疆
文化”品牌。

用文学的力量唱响北疆文化品牌
——内蒙古文学馆系列文学展览综述

◎赵富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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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诗人永恒的精神家园，出
生在河套腹地的赵春秀，吸吮着乡土
文化的精髓，凭借大量乡土诗歌构筑
起自身的诗歌版图，通过抒写家乡的
山水人文等意象，抒发着内心苍茫的
触感与灵魂的体悟。

一

赵春秀新诗集《被群山包围》，展
现浩远开阔图景、深邃真挚情感，饱
含人生洞见和个性化诗感，抒发对生
活的独特感受。如《大青山》中“那条
无人在意的小溪/也是我爱的部分 如
果它愿意/我还想在纸上/——写出十
里春风”；《莫尼山》中“芨芨草退下记
忆，莫尼山/难以回还的光阴，平淡又
真实与今天一样”，素朴诗句深藏对
故土的挚爱褒赞。

“彻彻底底，做一个爱慕自己的
人/这样才配得上我年事已高/我是在
自己悲伤里长大的人，必然经得住/趔
趄。//秋天的雨只说了一个开始，而我
却/把自己引领到荒漠，没有冬青花的
荒漠/我把日月唤做我的母亲和兄妹，
我的爱人/是满天星辰//无数首，没有
结尾的诗不甘陨落/荒漠、石头里吐火
的人//谁都有勇气忍受，人间的疼。”
（《人间的疼》）此诗以“转视角”的方式，
审视反思人生经历，深度剖析自我，独
与自然宇宙同呼吸，接受人间一切考
验和磨砺，保存生命本真与灵魂纯粹，
如镜子般映照人生哲理，给出“做一个
爱慕自己的人”的答案。

“马兰草/迎着风，用枯立表明对
寒冷的蔑视/你看，河水不等人/我也
不必，坐在岸边等河水了”（《河水
谣》）。整首诗借隐喻等手法，将马兰
草、河水和个体选择紧密相连，揭示
世事无常，生命中诸多稍纵即逝，贴
近事物原貌又深入本质。

这些诗作源于作者的生活本色，
赵春秀在农村长大，带有浓郁乡村文
化烙印，所有言说都与过往经历和年
少环境相关，即便写城市也透着泥土
气息，乡土文化为其诗歌提供丰富养
分和独特题材，使其能够自如地反刍乡村文化味道，找到情感
切入点。

二

诗集《被群山包围》分四辑，共135首。在“北风吹”中，38
首诗作饱含人生哲思与乡愁怀想，为我们开启深邃静谧的天
地；“铅笔信”里，29首诗歌多以心灵感悟为主，在抒写内心的
同时，关注人类命运，用细腻笔触挖掘人性复杂，揭示人生意
义；“在远方”中，38首诗以游历踪迹为主，诗人用敏锐观察力
描绘山川，陌生风景于笔下引动为鲜活的触感，由此嗅到岁月
沉淀的气息；“下雨了妈妈”中，30首诗以故乡和亲情为核心，
用诗意笔触编织温暖画面，展现母性温柔，让人在喧嚣世界中
回味对故乡的眷恋、对亲情的感恩。

《在安宁中度日》中，“几乎每天黄昏, 喂完兔子/她都要
透过楼道的窗玻璃/向外望一会儿/天边的云/变换成自己的
祖父和祖母/外祖父和外祖母, 在另一处/是深蓝色的两
朵。 她想多站一会儿/直到看见自己的父亲/才扭身, 回到
屋子里/盯着母亲掉落在地的白发, 发呆/——然后 抹掉脑
海中凌乱的幻影。”

此诗选取“喂完兔子望云”这一平常场景，别具韵味。天
边的云幻化成亲人形象，承载对已逝亲人的深深眷恋。“她想
多站一会儿”，饱含不舍留恋。直至看见父亲，寻得慰藉依
靠。然而回到屋内，盯着母亲掉落的白发发呆，象征岁月无情
与生活沧桑。“然后，抹掉脑海中凌乱的幻影”，是对现实无奈
的接受和继续前行的决心。整首诗将平凡瞬间转化为触动心
灵的情感体验，让读者感受人生悲欢、岁月流逝和亲情珍贵，
如一幅宁静深邃的画卷，引领读者品味复杂缠绵的人生滋味。

《词语颂》中写道，“我把自己从一些词语中解救出来/它
们与生命息息相关且又干干净净/比如: 深陷已久/日后我会
用去/另一些词语/另一滴雨, 另一条小溪/那地方, 见不到
知更鸟, 沙燕/成日啄啃旧城墙/我爱的, 是天地已爱过的//
没有姓氏的草/纸鹤一样的毡房……”，诗人摆脱过往创作与
生活的羁绊，完成自我救赎，抵达自由之境。此境界摆脱尘世
纷扰，爱万物，爱自由，爱无名的一切，爱心中蓝色的飞翔。诗
句简洁素朴，却蕴含对自然与生命本真的追寻。

三

俄国文艺理论家维克多·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指
出，陌生化实质在于更新对人生等的陈旧感受，摆脱惯常束
缚，采用独特方式，感受对象的非凡独特。诗歌语言要陌生
化，就要颠覆习惯化思维，瓦解固有反应，构建新的“现实”。
陌生化是诗歌创作的良方、钥匙与高峰，追求陌生化是创新尝
试，众多诗人借此创作出实验性诗歌。

赵春秀诗歌的陌生化表达贯穿创作全程。首先体现在意
象的独特选取与构建上，她避开常见且过度使用的意象，挖掘
内涵丰富的元素。如《晚景》中“在江水流过的地方，黑夜找到
了仁慈”，打破常规逻辑，激发思考想象。她还常打破常规的
语法和词汇组合，创造新奇表达方式，如《晚景》中“而后涌动
此生。无边的梵音。/巨大的安静。/我认为，那是自己越过
惊涛”，简洁而断裂，迫使读者停顿思考。再者，其叙事视角新
颖独特，不拘泥于单一人称和常规叙事顺序，常从微观独特角
度切入，展现宏观深刻主题，或运用倒叙等手法，打乱时间线
性流程。

《在旷野看一棵车前草》中可领略其高超手法：旷野一视
同仁，车前草面临干枯，“老天一样会解除盟约”表述陌生新
奇，“很多不可能，兀立、坍塌”打破惯常
逻辑，“车前草带走五月的露水”仿佛带
走珍贵记忆，“天空没有太阳却十分耀
眼”冲击视觉与思维。整首诗围绕车前
草，运用陌生化手法，展现生活的复杂和
天地的奥秘，让读者领悟人生真谛。

巴·毕力格是世界漫画联盟中国联盟会
员，曾在全国各种报刊发表漫画作品千余
幅，其作品大多关注全球环保问题，绘画生
动简洁，构思巧妙，着色不多，即入人心。

趣味：巴·毕力格漫画的审美特质

巴·毕力格漫画的审美特点在于它的
趣味性。无论暗含和暗示的韵味和诗意，
都是趣味的表达和体现。在漫画集《巴·毕
力格漫画作品展》上，开篇之作是《浪漫今
宵》，这幅作品获第八届“子恺杯”中国漫画
大展“金猴奖”。著名漫画家夏大川说：“毕
力格的漫画里能听到马类琴声的悠扬。宁
静的夜，明亮的月，高高的月亮上挂着我们
的浪漫……画家用漫画的手法却为读者营
造了一个诗意的境界，先给你画面的美，再
让你想，然后就是触及灵魂的感动。”（见漫
画集《巴·毕力格漫画作品展》）就中国艺术
而言，最为上品的作品是“韵外之致”“味外
之旨”。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
字，尽得风流”。这是唐司空图在《二十四
品诗》中着重从韵味谈诗，笔者认为好的文
学和艺术都是相同的，作品的品味和韵味
具有一致性。

众所周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人
与自然之间是和谐统一的互动关系。生态
文艺就是深入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
确立和传达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的生态
价值观和发展观。也就是以生态持续和谐
发展的观念去审视自然和社会，不以人类为
尊，不以万物为卑，应该努力创造一种生态
美的新境界。从生态文艺的角度可以看出，
描写自然、拯救自然，保护地球绿色家园就
是符合社会主义的生态文艺价值观。而巴·
毕力格漫画中，大部分作品就是出于这一目
的而以一种趣味美学的形式出现的、把“物
我两亲”“天人和谐”之道作为他的画作的表
现形式和主题。例如《洗》《地球母亲》《爱的
传递》《落叶》等等都是这样的作品。巴·毕
力格漫画中营造的是一种韵味、趣味。这种
趣味强调的现代公共性，暗含了温和的批评
和鞭挞而又包容了环保、生态的思想暗示。
这种暗含和暗示恰恰是漫画的生命力所在，
这就是漫画的公共性功效，漫画从诞生之初
便具有了深入现实问题深处、表达鲜明态度
的力量和功能。

幽默：巴·毕力格漫画的外在表达

漫画是绘画艺术的一个种类，常选用
夸大、比方、标志等办法，批判或讴歌某些
人和事，具有较强的社会性，是含有幽默或
诙谐的一种浪漫主义的绘画。它具有挖苦
与诙谐的艺术特色以及引导、教育和审美
等社会功用。巴·毕力格漫画充分利用这
一功能，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运用
夸张和扭曲的方法，从再现出发来表达绘
画者的爱憎好恶。如《旅游季节的困惑》
《现实与梦想》《呐喊》《路漫漫》对于现代生
活对草原牧区的冲击，以及《能量》《书写》

《白云和羊群》《商品时代》对牧区新生活的
思 考 ，都 是 在 一 种 幽 默 谐 趣 的 氛 围 里
表达的。

巴·毕力格在草原牧区生活中汲取营
养，经过理性思考和形象创造，达到了人与
自然的沟通、对话，成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轻喜剧”。巴·毕力格在与草原之间

的对话中，既有现实的描摹、再现，也有不同
质、不同类的事物的“嫁接”，运用很巧妙，能
够借物喻人，梦想与实际同存，从而使画面
发生诙谐效果，起到幽默的艺术作用。

漫画能够把各种绘画的方式、技法拿
来为己所用。在巴·毕力格漫画中可以看
出他的绘画，或油画或水粉画或国画不一
而足，绘画材料上也没有专注的挑选，在造
型手法上也没有什么约束。漫画中的人物
和造型大都夸大变形，可繁可简，布景也视
内容需求，可有可无。一幅画面表达不了，
他还能够画成两幅或多幅的，有的画成连
环画的形式。形式上的自由服从于内容的
需要。茫茫草原就是他的素材，也是他成

为 漫 画 家
的 启 蒙 之
地 。 他 的
漫画汇聚着
各种思想的
碰撞，散发
着 草 原 气
息，又奔涌
着人间的大
爱，成为人
与自然和谐
的共同主题
共同表达。
巴·毕力格
漫画中，幽
默只是它的
外在形式，
它要表达的
思想感情和
主题才是真
正内涵。

讽刺：巴·毕力格漫画的个性化外溢

漫画既是讽刺与幽默的艺术，也是逆向
思维的艺术。漫画最大的艺术特点是它以
丑的形态开始，却以获得美的愉悦结束。比
如巴·毕力格的作品《生命之水》《流失》《挣
扎》的讽刺意味，在于读者通过画面的构成
引起的联想而形成。而《无题》（2015年 11
月入选波第13届“钓鱼”国际漫画展览）《遭
遇》《落叶》则是直接通过画面对城市污染的
谴责和讽刺。

众所周知，美与丑是相对立的，但是他们
又可以互为转化。生活中的丑和艺术中的丑
是不同的概念。巴·毕力格的作品《远古与
未来》是对于地球环境的思考，这里就没有美
丑的区别，远古的“落后”和未来的“文明”哪
一个更值得担忧呢？“落后”已经过去，“文明”
即将到来，令人担忧的是哪一个呢？所以，人
们对这种丑的形态加以分析和判断，通过对
丑的否定而达到对美的肯定，因此，产生漫画
艺术的审美情趣。

巴·毕力格的漫画虽然没有尖刻的讽刺，
但是这些作品在温和的氛围里袒露出尖刺，
在美丽的画面中揭露着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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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为巴·毕力格漫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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