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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者》是一部长诗
集，收录的作品代表了作者
30 多年来不同时期的创作
高度。它的出版对长诗的深
入研究和发展，有着重要意
义。

（据《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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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善良的金香长眠于阿尔善河畔，永青扎布、革
瓦为了他们爱的女人守候在阿尔善河边，南斯日玛、铜
川在风雨波折的人生中留恋阿尔善河，他们生于斯，长
于斯，沉醉于斯——阿尔善河畔。阿尔善河是小说《阿
尔善河》书中人物的情感归宿与精神原乡，他们热爱这
片草原、热爱这条河，他们沉醉于这里的人和事，阿尔善
河水滋养了他们纯朴、善良和坚强的品行与生命意志，
他们策马驰骋草原，踏着青青草原畅意人生、编织梦想、
守望原乡……长篇小说《阿尔善河》是韩伟林继散文集

《同月之光》、诗集《心想的边界》等作品之后的又一部力
作，该书由远方出版社出版，全书分12章，46.8万字。作
家韩伟林描摹人物故事，脉络清晰入理、笔触优雅精致、
思想深邃宽广。本文从几个方面就该作品的文学性与
时代价值与读者分享。

一、朴茂深沉的维度与广度
好的小说不仅限于记录日常，而是通过具体的讲

述和细节来反映更普遍的人生思考与价值理念。上
世纪中叶到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牧区，社会主义建设热
火朝天、社会环境风云变幻，人性的善与恶在现实面
前被拷问被晾晒。最终，善是殊途同归，恶如独木小
桥遗恨终生。《阿尔善河》通过一个个个性丰满的人物
塑造，和一件件大事小情的展开背后，阐释普遍道德
伦理与深刻思想内涵，从而也折射作家的胸襟与视
野，巧妙运用精致唯美的语言描述主题下的人性维度和价值取向，并从大人物小角
色的多个侧面叙事，抛开时代性的宏大叙事，于细微处揭示真理、良知和真情，不仅
令整部小说框架立体、丰满，而且充满了戏剧化的可读性。在第三章“秘方”里，刚
刚吃过高粱米饭、猪肉酸菜粉条大烩菜午饭的战士们，在正午阳光下，于田埂里劳
作一个上午后，疲累间休息片刻，一声“阿尔善河方向着火啦”如紧急集合的哨响，
救火最重要、置生死于不顾，脱下厚重军衣、女战士脱掉带有香皂雪花膏味道的衣
服，大家拼命地跑向着火方向，气喘吁吁、浑身出汗湿透,一连串的情景描写，生动
刻画场景与人物形态，运用数千字精彩呈现了一场兵团战士舍身无畏的救火场面，
读来令读者揪心、紧张、感同身受、身临其境，足见作家韩伟林的文字语言功力了
得、文学功底深厚。

二、语言的精致优美，情感的真挚与回响
一部小说不仅有生动故事、矛盾冲突的讲述，也应注重语言的美感，韩伟林在该部

小说中遣词造句考究，语言优美，节奏流畅，意味深长，能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语
言的韵味和魅力，也颇具个人叙事风格文质彬彬的气质。韩伟林用抒情的精致语言代
替沉重、丑恶、难看，甚至惨烈的现场场景描述，却有效地煽动了读者的情感起伏和内
心活动：“他们不知道如何捡起来战友的身体，怎么能够安装在一起，使他们完整起来，
重新说笑？”“罕乌拉山北坡林缘草地，还是那样冷着热着疼着，让人牵肠挂肚。”“阿古
拉却不那样看，他觉得，给过他们以斗争和力量的正是某种崇高理想的激励。有羊草
的地方，不只是恰克图。无论去向哪里，他们在这片草原获得了力量，从而勇敢地迎接
人生所有的新的挑战。”“生活亏待于我，我们不能怠慢了生活。人生之路，冷也罢，热
也罢，悠悠长长，过着就好”“想一想，投入全部汗水和热血，如同投入口中的薯干酒，有
一股甜，还有一丝说不出来的苦涩。可是作为阿尔善草原的一份子，生活还将继
续。”……韩伟林通过多段抒情励志语言宽慰人心、鼓舞士气，打开人生境界，催生了无
限的生命力量。

三、以诗心叩问历史时代、以画意涂抹情感与良知，细节色彩丰富饱满
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评王维诗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后来成为诗

学评论中广为人知的艺术观点。那么，我评价韩伟林的《阿尔善河》可谓“诗画中有抒
写，抒写中有诗画”也不为过，韩伟林用诗画般的深情笔触描摹了阿尔善河的人和事，
用实景生动画面的人和事晕染了阿尔善河的诗意境象，揭示了两种艺术形式之间微妙
而相生的联系。人物故事的动态描写中有草原河流的静态意象，动中有静，故事情节
的变中有不变，不变的是感情主线和生命信念。以诗心叩问历史时代，以画意涂抹情
感与良知，充满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感性与理性的双重交织与梳理，却并不显碰撞和
相悖。由此，体现了作家韩伟林对诗歌散文与小说写实文体关系的深刻体悟与游走自
如，也足见作家韩伟林在写作创作能力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获内蒙古文学创作“索
龙嘎”奖、敖德斯尔文学奖，作家韩伟林当之无愧!

小说中多处通过细节描写来营造氛围或传达情感，运用生动的细节描写和专业术
语展现阿尔善河地域风土民情，给人以真实的感受，使得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受益良
多，并打开了走近阿尔善河的视野。例如：第三章“秘方”文中对植物草本“贝加尔唐松
草”和“恰克图”的历史由来不吝笔墨、详细解读，第四章里就“打草”等当地牧民风俗、
生产生活智慧进行了详尽的描写。“改枝做的羊肉汤原汁原味，外来的女人一时学不来
的。往碗里放入切碎的羊肉，放入葱花、盐和水，然后用擀好的面皮将碗盖住，放在笼
屉里蒸。说来没有什么秘诀，锁住自然的味道就好。”简单、平实而生活化的语言，却充
满生机灵动的人物情景化描写。作家善于穿过视觉的表象，触及作者与读者的情感和
思想，从而抵达一种想象：嗯，这是个贤惠而灵巧的女人，她一定面庞清秀，眼眸如水，
如阿尔善河般甜美动人。在文中有很多段，作者像这样以点及面对阿尔善河女性们进
行了普遍赞美和共情拥戴。

四、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结构创新
散文在结构上具有自由性，韩伟林善于将之前散文创作的自由性手法运用到《阿

尔善河》的小说创作中，运用大量倒叙、插叙、夹叙夹议的手法进行创新或独特的安排，
埋下伏笔吊足读者的胃口，善于运用情感主线贯穿前后，使小说环环相扣、前后呼应，
衔接自如，每篇章节都具有独特的节奏和布局，强烈的吸引力使读者充满好奇和兴趣
读下去，读得酣畅。第五章“婴儿需要奶汁，生活需要真理”第二、三节描写女二号金香
的去世，是由金香的丈夫永青扎布的回忆开端：“永青扎布回想起过去的事，尤其十来
年安放在心头的金香。六月，那是一个凝固的季节，唯独属于金香。”与上一节衔接顺
畅，自然过渡，将情感延续到一种怀旧的伤感中，草原上家族传承下来的制香女金香，

“那时的金香忙碌采摘，每每由暗香浮动的花草，想到香的调制，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又像是自然的契合。她是草原上的哲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默默地调制平静的人
生。”“香一定要含有草原女人的美。她们的美，首先由名字发端。乌优、灿丹、乌扬嘎，
蒙古语里说的是绿松石、檀香、梧桐，红彤彤、紫莹莹、黄灿灿，每一朵、每一丛，无不幽
香致远。”“金香的聪颖在于野，在于静。每每背起背篓上山，她便放下全部的愁苦，觉
得自己原本就是山野的女儿。”一段段外化的描写把“金香”这个人物性格特点勾勒得
活色生香、美好芬芳，并没有直观描述她的眉眼五官和体态言语，却使整个人立体生动
地伫立于读者眼前了。在讲述金香去世过程时，作者规避场景话题的过度冲突与放
大，运用简洁而形象化的语言描写金香丈夫永青扎布以及同乡革瓦的表现和心理活
动，寥寥数笔却使人沁出泪来，不禁一同感慨一个美好年轻生命的陨落并为之深深震
撼。

呼和浩特市
文联推荐

新新书架书架

《中国文化之美》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办公室编
中信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美在品格、美在
艺境、美与生活三个方面，探
索分析中华美学的丰富内
涵。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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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文评点文评点

《老街旧业》是曹建成与女儿
曹晓宏联袂出版的新书。父女联
名出书本不多见，可见这本身就有
传承的意味，这不只是女承父业简
单的两代人的传承，更多的是子子
孙孙对故土情怀的延续。当然这
样的理解不一定准确，这是我个人
的联想，不过相信或多或少会有这
样的愿望寄托在其中。老实说之
前我对作者不太了解，但我对了解
呼和浩特充满了渴望。每次有关
呼和浩特的人文历史讲座等等活
动，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尽量参加，
就是想更多地了解呼和浩特这座
城的历史文化，然后更好地与它融
为一体，成为一个“称职”的呼市
人。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如果不够
了解自己生活的这片热土，就算不
上一个合格的本地人。而我去年
才搬到呼和浩特，觉得对呼和浩特
的了解少之又少，有种急切的补课
心情，像是一个学生误课多时，急
需补齐才能与大家平起平坐一样，
不然心里老觉得不踏实，于是一有
时间就大街小巷转悠，有意地浏览
这方面的书籍、资料，以便更多更
快地熟悉这座城。

虽然三十多年前我在这座城
市上过四年学，期间多次行走在这
座城市，但是我对于这座城市而言
仍然只是过客；没想到退休后有幸
来这座城市定居，我觉得这是我的
福气，也是我与这座城市说不清的
缘分。加之呼和浩特是我安度晚
年的城市，我更想多方位多角度地
了解她、融入她、热爱她，所以当看
到呼和浩特作协群推出发布《老街
旧业-北疆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
印记》新书的信息时，我立即报名
参加了新书发布会。

到场的大多是对呼和浩特历
史文化有研究的名人大咖和有影
响力的人物。再听发言者对呼和
浩特历史文化，如街道、商号、典
故、趣闻如数家珍，就能感受到他
们对呼和浩特的热爱以及熟知度。

当拿到《老街旧业》这本书时
更感到它的厚重。这本书是曹建
成父女十多年精心编写的一本书，
也是很多专家学者对本书多次修
正、反复评审的结晶，因此分量很
不一般，必将是呼和浩特历史文化
传承的重要篇章之一。

《老街旧业》这个书名特别有
内涵，能让人产生多重的解读。字
面意思“老街旧业”就是老街上旧
的行业，是一种所属关系。也可以
理解为并列关系：老街和旧业。还
可以理解为老街的旧业，觉得老街
已老旧业更久。这就是“一百个读
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任读者
自由发挥想象了。

书的封面装帧考究，深绿的底
色隐约浮现着古城的风貌和悠长
的驼队，意境之深远、内涵之厚重，
自不必多言，再加上“老街旧业”这
几个错落有致的烫金字体，那种古
色古香的韵味就跃然而生了。

再看书的目录，仿佛走进一条
街道，两边店铺商号林立，这家是
做什么生意的，那家是经营什么
的，都一目了然，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求随意进去挑选观赏。本书的
目录也是如此。每个篇章标题都
条理清晰，各条街道一清二楚，各
行各业名胜古迹排列井然有序。

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南茶坊
这个名字，而很少有人知道原来还
有北茶坊、西茶坊、东茶坊这些流
失的名称。但看了书以后，就自然

联想到有大南街就有大北街，有小
南街就有小北街；有东街就有西
街，有南街就有北街；有大召就有
小召，有宽巷子就有窄巷子。细想
这是很通俗的称呼，便于人们记
忆，同时也易于流传，但是随着岁
月的流逝，很多建筑、街道都在消
失、更新。大多数人一般也不在意
为什么只有南茶坊这个名儿、这个
地儿，更不去追究张家巷、西马路
等来源，但是作者把它们认认真真
考察过研究过并写成文字记录下
来，而且还将很多很多已经流逝、
即将流逝的街道作坊、名字习俗都
收罗其中，汇集成后人了解研究呼
和浩特的一份重量级宝贵资料，实
在难得。当然本书也是普通大众回
顾历史、展望呼和浩特未来的一份
实用性资料。内容都是些实实在在
的店铺街道商号，特别贴近生活、有
烟火气，读起来也轻松易懂。曹老
本身是地地道道的旧城人，他对呼
和浩特的大街小巷民俗风情了解颇
多，从小就喜欢收集相关的信息，再
加上后来的有意打探挖掘，他本身
就是一部行走的历史资料。但是他

在分享写作心得时，特别谦逊低调，
从这些细节中更能感受到他的严谨
认真。

当然，呼和浩特的历史文化内容
很多，民俗民风、街巷变迁也如大黑
河小黑河一样源远流长，要想全面地
了解呼和浩特这座城，还需要多方位
地探索和挖掘。作为呼和浩特的一
名新居民，还要补习的内容很多，我
将会继续逡巡在这条悠长的学习路
上，逛书店、参观博物馆、游览呼和浩
特的“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
召”，探访许多的老街老人逸闻趣事，
争取成为一个合格的青城市民。

《老街旧业》这本书原本就是
父女的合作，本身就具有延续性；
呼和浩特文联作为文化窗口又给
予了高度的重视，为确保该书内文
的准确性，专门组织专家学者进行
反复考证、多次核对，最终成就了这
部接地气、烟火味十足的作品。在
出版之际，又组织各行各业的专家
学者及爱好者参加新书发布会，其
意不言而喻，那就是让更多的人了
解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从而更加
热爱她、呵护她。

烟火味的文化传承
——品读《老街旧业》

●张玉琴

最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了《老街旧业》一书。作者曹建成
是我的好朋友。书写这样的内容，
由他写才真实。因为他是土生土
长的呼和浩特市旧城人，对这座城
市充满了情感。

曹建成自幼喜读文学名著，爱
好写作，少年时开始记载呼和浩特
街巷地理、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及
有关城市发展变迁，为今后写作留
下真实详细的素材。《老街旧业》全
书约 40多万字，分四部分来叙述，
可以说是一部介绍呼和浩特市的
百科书，书中既有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旧城老人讲述，又有作者本人亲
眼目睹和经历，读罢能使老年人回
忆起早年的情景，中年人唤起过去
的往事，青年人引发对城市历史的
回顾想象。

《老街旧业》一书充满乡土文
化和草根气息，综合性地提炼展示
呼和浩特百年来的商贸餐饮、街巷
地名、民俗文化精髓，为呼和浩特
市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真实史料。

《老街旧业》一书最大的特点
就是真实。书中没有华丽的文句，
作者用方志行文来讲述呼和浩特
市地理街巷、民俗民风等。数十年
来，为了能够真实地记录呼和浩特
市发展变迁，曹建成利用节假日多
次行走在呼和浩特市大街小巷，退
休前后，多次去大召、伊利广场、青
城公园寻找旧城老人，探访旧城商
贸餐饮、民俗文化等故事传说。

《老街旧业》一书把一些已经
消失的手工业、商贸业、餐饮业、
街巷地名、民俗风情详细叙述出
来。曹建成的讲述充满艺术性，

如画如歌。如果是一幅画，就是
呼和浩特的“清明上河图”，如果
是一首歌，就是青城的悠扬长调
……给读者留下频频回顾的乡
愁，给首府城市留下一本百科全
书。

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呼和浩
特市文联对该书的出版非常重视，
将该书列为“打造北疆文化品牌重
点作品”予以重点扶持。市文联副

主席张俊善担任该书评审委员会
主持人，从头到尾带领评审委员对
该书进行了专家研讨和修改。

还应该提及的是曹建成的女
儿曹晓宏是这本书的合作者，她为
这本书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并参
与编写，为这本书带进来时尚的青
春气息。曹建成的文化传承事业
后继有人，可喜可贺，祝愿他们父
女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频频回顾的乡愁
——《老街旧业》读后

●李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