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走在故乡温婉的情绪中
——评鄂晓玲散文集《山的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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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晓玲散文集《山的那边》近日枣
梨落英，刊行于世，即为她由衷地心
悦。鄂晓玲是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
出生地是皖南历史文化名城宣城，而
且是特别有名的敬亭山脚下。但她却
在北疆临河工作生活至今。也许是宣
城的文墨气息给她注入了文学的基
因，使她很早就在巴彦淖尔文学圈里
享有名气。她主要写散文和诗歌，偶
尔也写短篇小说。诗歌入选了《内蒙
古女子诗歌双年选》等诗集。出版过

《又是桂花飘香时》散文集。鄂晓玲的
散文温婉明丽，典雅秀气，具有女性文
笔纯洁恬静、细腻优美的审美特点。
阅读这部散文集，笔者感受到作者在
散文中渗入了女性气质、女性视角、女
性审美和女性艺术思维。总体来讲，
作者属于“内窥镜式”的表达，主要书
写自己生活经历和内心感触，以乡愁、
人事、游历和情感为题材，编织了一幕
幕人间的悲欢离合、世相百态。

女性文学历来是作为一个文学现
象和文学领域来进行研究。大概界定
是，女性文学是指由女性作家创作的、
以女性生活、情感、体验和命运为主要
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它强调女性的
主体意识和性别视角，反映女性在社
会、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
女性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和探索。需要
指出的是，女性文学并非仅仅指由生
理意义上的女性所创作的文学作品，
也包括那些具有强烈女性意识、关注
女性问题、以女性视角进行创作的男

性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
女性主体意识，独特的女性视角，细腻
的情感表达，多样的文学形式和风格
等特征；强调女性的情感体验和内心
世界的观照。女性文学往往细腻地描
绘女性的情感波动、心理变化和内心
冲突，展现出女性丰富而复杂的情感
世界。

《山的那边》以乡愁为主线，串起
了亲情、爱情、乡情、民情，从浪漫思绪
到自然风光，文字温婉明丽，生动真
切，百味纷呈而生气勃勃。而其中鲜
活的女性气质和女性叙事，更是为文
本审美奠定了温婉的基调。行走在故
乡温婉的情绪中，一个不停漂泊的旅
人，在宣城和河套两个故乡之间来回
切换，正如用一副扁担挑着两只箩筐，
既舍不下出生地，亦放不开成长地。
深厚高古的皖南文化，给予了作者情
感的滋养；雄浑厚重的河套血脉，给予
了作者灵魂的哺育。山的那边是水，
是江南烟雨，小桥流水，杏花满山坳，
那温婉旖旎的景象，滋润了作者柔美
的审美情愫；山的那边是山，是塞北风
华，沃野千里，瓜果又飘香，这高远粗
犷的风光，哺育了作者壮阔的审美气
质。柔美与壮阔，注入了两种不同的
审美基因，使作者文笔深远，刚柔相
济，形成独特的风格。

柔美如《偶遇西塘》，回江南探望
母亲，出游嘉兴西塘，而得西塘之美的
润养。文中嵌入了一则优美的爱情传
说，把西塘的特色廊棚描述得美轮美

奂。壮阔如《山的那边》，千里阴山如
慈母的怀抱，揽起了河套大地丰饶物
产，挡住了西北的寒流和风沙。乌拉
特草原绵延无边，却能感受到大地的
温度与坚实。悠扬马头琴涤荡心扉，
篝火马奶酒滋养了灵魂的圣洁。

鄂晓玲的散文在写作上注入了很
多细腻缠绵的情感元素，叙述沉浸且
隐秘，关注事物的细节而充满人性的
光辉。她总是在细碎罗杂的生活琐
屑里边，写出内心隐秘的痛楚，并且
把这种隐痛收藏内心深处，成为女性
叙事的情感基调和叙事逻辑。综观
文集，我们可以触摸到她的写作源头
是“乡愁”二字。她心怀两个故乡，却
又身处江南与塞北两个故乡之间的
时空扭矩，让她产生了“思维上的交
织”和“心灵上的纠结”。但无论是哪
个故乡，都渗透了对农村生活的难以
割舍的情感。在江南，她从小生活在
敬亭山脚下，这座因李白诗作而名满
天下的大山，使她自然濡染了诗人的
基因；在塞北，黄河水给她灌注了深
厚的血脉情感，使她不知不觉地接受
了河套文化的熏陶。这种“思维上的
交织”让她在回忆与现实之间徘徊，
沉浸在对过去的怀念和对当下生活
的欣悦。她试图用文字去捕捉那些
渐渐消逝的美好，去缝合因故乡变迁
而产生的心灵上裂痕。每一个细腻
的情感抒发，每一个关于故乡的故
事，都是她对心灵深处那份乡愁的回
应，是她在努力寻找着那份能让心灵

安稳栖息的归属感。《父亲的背影》深
沉痛惋的叙述令人压抑，也令人同
情。当作者奔赴几千公里回到故乡，
见到病榻上瘦弱的父亲，心里的疼惜
和担忧如潮水般奔涌，这时候特有的
女性倾诉就开始发轫:“瘦弱的背影、干
枯而颤抖的手、慈祥和疲惫、单薄地禁
不起被子的分量、脊梁不再挺拔、轻轻
擦拭父亲的额头的刻痕……”一系列
绵密的意象如江河一泻千里，自肺腑、
自生命本能喷出。女性的细腻深切的
本能，在不经意间流淌出来，把女儿对
父亲深切的感念、依赖、崇仰、体贴的
情感细密地传递出来，让人不仅怦然
生悲，为之叹惋，为之流泪。

山的那边是山，是父亲那座大山，
永远支撑着女儿的精神大厦，勇毅前
行；山的那边是水，是河套的乡愁之
水，母亲一样的黄河水给予作者深厚
的精神滋养，永远哺育着作者的文学
梦想。

她铺展身形拥抱两个故乡的自然
与人文图景，吸吮着两个故乡的独特
气息与文化养分。在古老的传统习俗
中汲取着智慧，在现代的生活方式里
探索着创新。那些自然的图景，如田
野里的麦穗、山间的野花、河畔的垂
柳，给予她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那些
人文的颗粒，如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
邻里间的互助情谊、故乡特有的民俗
风情，赋予她创作的灵感与力量。她
用一颗敏感而炽热的心，紧紧拥抱两
个故乡的一切，将它们融入自己的血

液，化作笔下一个个生动的文字，为读
者展现出两个故乡的美丽与魅力。她
通过对自然景观的描绘，反映出自己
内心的情感波动，形成了一种“情景交
融”的意境。例如，在《偶遇西塘》中，
她细腻地描绘了小桥流水、古镇风情，
展现了自然与情感的交织，构成了一
幅幅生动的画面。这样的描写不仅让
读者感受到美的享受，也引发了对生
活的思考。

在《坐着火车去拉萨》中，鄂晓玲
通过对去拉萨的一路见闻，精雕细刻
地描绘出路上的人、事、景物、以及内
心的感悟。她描绘着车厢里的人们，
有怀揣梦想的旅行者，有带着故事的
归乡人，他们的表情、言语和动作，都
成为了她笔下生动的素材。她以细腻
的笔触勾勒出车窗外飞逝的风景，那
连绵的山脉在阳光下闪耀着神秘的光
彩，仿佛诉说着古老的故事；那广袤的
草原上，牛羊悠然自得地吃草，犹如一
幅宁静的画卷。每一处景物都被赋予
了情感，每一个人物都蕴含着深意。
她在这漫长的旅途中，不断地审视自
己的内心，思考着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在《闪烁的青春》中，作者以生动
的语言描绘了乌兰布和沙漠的春天，
展现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沙漠图
景。她将沙漠绿洲春天的气息传递给
读者，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土地，感受
到春风拂面的温暖。这样的自然描写
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更是对内
心情感的映射。她不仅仅是写沙漠之

景，更透过沙漠之变写防沙治沙的英
雄事迹。这种自然与人文的交融写
法，使得她的散文不仅具有视觉的美
感，更蕴含了情感的深度。

在《我的故乡》中，作者细腻地描
绘了故乡宣城的人文景观和家事情
感，表达了对故乡那份的深切眷恋。
亲情温暖着心灵，乡愁湿润了眼眸。
在水阳江、在敬亭山、在青石街，作者
的足迹叩问着故乡的每一寸土地，聆
听着故乡的心音，终于明白“遥远的故
乡里，一半是童年，一半是思念。”

鄂晓玲的散文语言优美，情感深
邃，如同一曲动人的旋律，蕴含着对生
命的哲思。她善于用细腻的描写和生
动的比喻，将情感与自然景观交织在
一起，她在细腻的叙述中，探讨了生命
的意义与价值，反思了自我与他人、自
然与社会的关系。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内蒙
古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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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远方出版社出版了《长城拥抱黄
河》一书，作者是宋和平、高晓梅，他们用了
30多万字讲述了黄河文化与长城文化，以及
两种文化的关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地理环境和人
文地理环境塑造了当地人的体魄、性格和审
美爱好，内化为人的文化基因，并流露在文
学作品当中。这也正是宋和平、高晓梅在书
中选择了黄河与长城的原因。他们深知黄
河和长城是最重要的中华传统文化标识，成
为超级喻体。中国人热爱自然，喜欢山水，
因而有山水精神，这种精神家园就是中国人
浓浓的乡愁。

两位作者从传承文化角度出发，阐释了
黄河文化和长城文化以及两种文化的相互
关系，黄河与长城所体现的主要价值，集中
彰显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
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些特征
显示出黄河与长城拥抱的意义，正如书中第
七章《抱出中华文化同心圆》所说：“长城与
黄河紧紧抱在一起，‘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就在黄河、长城一条线凝聚成这一块坚硬的
钢铁。”这“一块坚硬的钢铁”就是中华民族
共同体。中华为一体，中华是一家，不再以
族群血缘为界，而以文化认同为主导。各民
族共同创造文化，共同书写历史。至此，全
书的主题鲜明地显示出来。读者明白了作
者讲黄河、长城，讲农耕和游牧，原来是讲如
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狠下功
夫。

两位作者向读者传递了关于黄河和长城
的许多知识，并提炼出深刻主题，提升了读
者的思考境界，增强了读者的想象力，使读
者在阅读中获得新意义和审美快感，这样的
作品有着较高的文学性，是有着文学叙述技
巧的。首先我认为这本书的结构很巧妙，作
者为了避开平铺直叙的单调呆板和流水账般的琐碎平庸，把全书分为九
章，每一章又分成若干小节，不过四百字左右。运用诗与散文诗的笔调
写，有了节奏性和韵律感。例如第二章《长城自古奔黄河》的第一节《战国
赵长城：义无反顾直奔黄河“几字弯”》中写道：“每一块长城砖，都是一面
镜子，折射出长城烽火背后的历史烟云。每一块长城砖，都是一本书，阅
读千年也只是看懂了序言。”还例如在第七章《“抱出”中华文化同心圆》的
第八节《非遗融通》中写道：“黄河不仅是一条自然河流，更是一条非物质
文化遗产之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长城不仅仅是一座伟大的建筑，
更是非物质遗产的孵化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写这本书的两位作家都是具有扎实的语言功
底和熟练运用语言的经验，他们的文字很纯净，修辞很自然。修辞没有
做作的地方，不露雕琢粉饰的痕迹。在书写这本长篇文化散文时，语句
自然流畅，洋溢着强大的穿透力和感染力。显示着直指人心的力量，让
读者体验到紧贴心灵的阅读感受。例如在本书第四章《黄河变绿迎长
城》的第五节《冬春时节看冰凌》中写道：“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冰是
水坚强性格的体现。冬日的黄河岸线，白色堤岸包围着绿色波澜，绿色
冰纹簇拥着白色堤岸，黄河之冰像围棋的棋盘，呈现网格状，细细密密，
十分精美。”

长城拥抱黄河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长城文化、黄河文化、农耕文化、游
牧文化。而这些文化正是北疆文化的主要内容。调研探索这些文化的生成
发展，必将促使北疆文化的发展。正如这本书的后记所说：“《长城拥抱黄
河》这本书与历史有约，与地理有约，与生态有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约，
展现了丰富的北疆文化之一隅。《长城拥抱黄河》这本书为人文歌唱，为高原
写真，为草原抒写，为平原作诗，为山脉素描，为河流美颜，为沙漠点赞，展现
了北疆文化的活水源泉。”

这本书本身就是北疆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是内蒙古文学艺术创作的
新收获，是内蒙古图书出版物中的精品，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写到
这儿，我想到 10 年前在黄河拥抱长城的清水河县的入口处，立起一块巨
石，时任县委书记云霖琼邀我在巨石上题字，我写下了“长城铸魂，黄河流
风”八个字，云书记表示满意，请书法家索英镌书写，由福建匠人刻到石
上，成了清水河一景。如今这本写黄河与长城的新书，我写了书评，并且
还以这八个字为题目，很有些回顾乡愁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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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英雄姐妹史，几代赤子风雪情
——读《本色——草原英雄小姐妹人生纪实》

●张世超

1964年 2月 9日，草原英雄小姐
妹龙梅、玉荣与暴风雪搏斗20多个小
时，舍身保护集体羊群，谱写了一曲
响彻中华大地的少年英雄赞歌。一
个昼夜的风雪鏖战，一段令人揪心的
壮烈坚守，成为新中国英雄谱中永恒
的记忆。

一部英雄姐妹史，几代赤子风雪
情。60年来，展现英雄小姐妹的文艺
作品层出不穷，动画片《草原英雄小
姐妹》及其主题歌《草原赞歌》、连环
画《草原红花》、琵琶协奏曲《草原英
雄小姐妹》等经典作品璀璨夺目，滋
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爱国家、爱
集体、爱社会主义的心灵和情愫。近
日，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包头市重点文艺精品项目”作品《本
色——草原英雄小姐妹人生纪实》，
就是这一题材的最新创作成果。年
逾古稀的老作家巴·那顺乌日图历时
3年，采访创作、修改完善，终成佳作。

一、本书凸显五个新亮点
习近平总书记说：“祖国是人民

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
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
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
篇章。”这部作品共八章二十七节，作
为践行这一指示精神和思想的力作，
首次全面讲述了英雄小姐妹从小至
今 65年的传奇历程、苦乐人生，新亮
点和新贡献非常显著。

丰富再现了英雄事迹的史实。
本书以全景式的描述方法，再现了11
岁的龙梅、9岁的玉荣当年为保护集
体羊群英勇奔波70里路程，与暴风雪

搏斗一个昼夜的壮烈事迹；丰富了姐
妹俩护卫羊群、乡亲们寻找小姐妹等
更多的历史情节；细致讲述了救治过
程、梳理了不同阶段参与抢救的众多

“幕后功臣”，如牧民哈斯朝禄和他的
儿子那仁满都拉，大队书记、队长和
蒙汉牧民，铁路职工，白云矿区领导，
医护人员等；追忆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小姐妹的关心和激励之情，还配发
了许多首次公开的史实照片。这是
历史记忆的再还原，是英雄史实的清
晰铭刻。

细致记录了英雄成长的历程。
书中采取板块交织的历时性叙事技
巧，讲述了姐妹俩从小就受到的扎根
心底的红色文化和雷锋、黄继光等英
雄精神的滋养、父母的严格要求，揭
示了关键时刻把集体羊群看得比自
己生命还重要的根本缘由；记录了姐
妹俩从上学到工作的学习成长历程，
以及不同的岗位经历，采访挖掘出龙
梅与牧民打成一片、积极为包头东河
区招商引资，玉荣刻苦读大学、负责
筹建全区12盟市残联、深入调研建言
献策、推进民族团结、帮助残疾女作
家秦丽等众多新鲜事迹。英雄成长
历程与完整人生的动人新展现，是对
这一红色资源宝库积淀的重要贡献。

挖掘展现出英雄的时代之光。
时空倒叙和共时性的逻辑推进，是本
书的重要特征。第一章“永不凋谢的
英雄之花”，呈现了小姐妹走遍雷锋
故乡湖南长沙市望城区等全国各地，
担任多所学校辅导员，参与公益活
动，辛勤播撒爱之光芒的事迹，还讲

述了小姐妹与加拿大老奶奶的感人
通信；第四章“无悔的青春年华”，记
述了小姐妹走进学校再学习、到军队
和牧区锻炼成长、为残疾人事业倾情
付出等历程和事迹；第七章“奋进的
中年时代”，介绍了姐妹俩担任领导
干部后始终坚持勤政务实的风采；第
八章“薪火相传”描述了步入“夕阳
红”的“龙梅、玉荣奶奶”初心不改热
心公益事业的情怀。这是英雄时代
内涵与精神的新充实、新描述，更是
英雄时代之光的再延续。

倾情捧出了英雄的爱情花朵。
第五章“爱在时光里流转”，描述了如
同学和邻家女孩似的龙梅、玉荣的爱
情和家庭生活，细腻温柔、浓情厚意，
令人动容。展示了她们恋爱期间彼
此的通信内容，真挚、纯洁、热烈、感
人。这是英雄的凡人爱情，这是凡人
爱情的英雄花朵。

动情讲述了英雄的亲情故事。
第六章“亲情与思乡之情”，讲述了小
姐妹的父母情、兄弟姐妹情、子女情、
亲戚情、家乡情、与儿时好友努力玛
的伙伴情等。有血有肉，丰满了英雄
小姐妹和普通女性小姐妹交织在一
起的鲜活的立体形象。尤其是父亲
病重时对姐妹俩说出的心里话:“我很
爱你们, 我早就想说这句话, 但是一
直没有说出来。”“你们是国家的人,不
要为我耽误时间和精力。”字字浓情，
令人动容。

二、带给我们三个关于英雄内蕴
的新哲思

英雄是需要用一生去践行的荣
誉和称号。英雄小姐妹的“英雄事
迹”虽然仅发生在一个昼夜之间，但
真正成为“永不凋谢的英雄之花”，并
不是一次荣誉就一劳永逸，而是倾尽
了一生的努力。书中的主角、英雄的
姐妹，是“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
中国人物”中，至今健在始终发光发
热的英雄，堪称一直在我们身边的活
着的英雄榜样。她们用行动践行着
自己的诺言：“只要能走得动, 我俩就
会继续发挥余热。”加拿大老奶奶迪
妮·维伯写给小姐妹的信中这样动情
地说：“你们现在仍在为自己的国家
努力工作, 我向你们表示敬意。在这
个地球的另一端, 你们儿时的英雄事
迹仍然备受崇拜。”

英雄是国家与民族精神之光的
赓续传扬。国家与民族精神的彰显、
凝聚力的形成，是千百年、千万个英
雄精神合力的光芒。从书中了解到：

广东“草原爱心大使”张宇航与内蒙
古结缘、组建广东草原爱心助学团
队，就受到了草原英雄小姐妹事迹的
影响。而小姐妹从小就沐浴到了雷
锋精神的感召，曾是当年享誉全国的
年龄最小的学雷锋标兵。这让我们
真切看到、领悟到，中华民族凝聚力
的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光
的传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红色脉
络的代代赓续传扬。

最令人感动的是，英雄小姐妹无
论何时都微笑着面对人生、一生阳光
灿烂的人生态度和情怀。笔者发现，
书中姐妹俩惟一一张没有笑容的照
片，是获救一个月后的 3月 12日，医
院要送她俩回呼市治疗，姐妹俩不愿
离开抢救他们的亲如家人的医护人
员，难过地问：“我们病都治好了, 为
啥还要去别的地方?”在场的人被感
动得泪流不止。

书中还首次刊出龙梅、玉荣在北
京积水潭医院的照片，玉荣刚装上新
假肢，国内外医护人员侧立两旁，小
姐妹手拉手站立中间，面带平和幸福
的微笑向着前方凝望，仿佛是上天派
到人间的天使，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
时空之中。

三、汲取英雄力量，传扬“国之大
者”创作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一切为
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奉献和牺牲
的英雄模范人物，我们都要发扬他
们的精神，从他们身上汲取奋发的
力量”英雄是历史耀眼的闪光，也是
时代品格的彰显。本书作者和无数
前辈作家、艺术家，也是这样怀抱英
雄情结、书写时代品格的榜样。他
们或已辞世，但精品永在；或已年逾
古稀，却依旧用优秀的作品绽放着
光芒。

本书作者那顺谦虚地说：“我就
是一个写作的运动员。”我觉得，前辈
文艺家们就像一匹匹文艺运动场上
不知疲倦、勇往直前的蒙古马，不曾
犹豫、不曾停歇。其实，他们和英雄
小姐妹把截肢的痛苦留给自己、把精
神的光芒献给世界一样，把爽朗的笑
声、正能量的作品留给了国家和人
民，把创作中遇到的艰难与愁苦，埋
进自己的心里，这是同草原英雄小姐
妹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
与品格。

祝愿英雄不老，事迹长存，精神
长青！

（作者系内蒙古艺术学院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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