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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额济纳时光深处漫溯
——《在额济纳》历史文化散文集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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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诚信教育体系·诚信文化

一个因失信而丧生的故事
战国时候魏国第一个国君叫魏

文侯，由于他处处诚信待人，不论当
官的，还是普通百姓，都敬重他，所
以魏国迅速强大起来。

有一次，他和管理山林的人约好
第二天下午一定去山林打猎练兵。

到了次日，下朝后举行了宴会，
魏文侯准备宴会一结束就去打猎练
兵，可谁知宴会结束后，天忽然下起

了瓢泼大雨，雨不见停反而越下越
大了，魏文侯起身对众大臣说：“对
不起，我要告辞了，赶快准备车马，
我要到效外去打猎练兵，那里已经
有人在等着我了！”众臣一见国君要
冒雨出门，都上前去劝阻。这个说：

“天下这么大的雨，怎能出门呢？”那
个说：“去了也无法打猎练兵。”魏文
侯看看天色说：“打猎练兵是不成

了，可是也得告诉那位管理山林的
人。”众臣中有一个自告奋勇的人
说：“那好，我马上去。”魏文侯把手
一摆，说：“慢，要告诉也得我自己
去。”那个人眨着眼睛仿佛没有听懂
似的，魏文侯说：“昨天是我亲自跟
人家约定的，如今失约，我要亲自向
人家道歉才行。”说完大步跨出门
外，顶着大雨到管林人的住处去

了。众大臣在背后都说魏文侯太
傻，随便叫一个随从去就可以了，何
必自己亲自去呢？

我觉得魏文侯一点也不傻，正
因为他处处诚信待人，他才博得了
臣民的信赖，国家才得以强盛，一个
古代君王做事都如此诚实守信，而
在我们当今社会却有一些人做事不
负责任，违背职业道德。

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

近几年，我区著名作
家路远写作勤奋，不断有
长篇小说问世，并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我也曾给其
中的两部长篇小说写过
评论，最近他又在远方出
版社出版了一部新长篇
小说《守望者》，共三十多
万字。读了这部著作，笔
者感到路远在坚持文学
正路的同时，能够有所创
新。

路远的创新是在以
往 的 写 作 优 势 上 进 行
的。他是文坛公认的编
故事高手，这次他仍然发
挥特长，设置了一个有悬
念，有趣味的故事。故事
在开篇处铺陈了主要人
物吕立春、胡小满、姚清
明三个人的矛盾冲突，随
着小说的发展，逐步化解
矛盾，减少冲突，到结尾
时，化仇为爱，矛盾双方
重归于好，故事是一个生
态环保题材，种树成了主
要内容。路远的高明之
处在于他并没有把作品
的主题意义局限在种树
方面，并没有把小说当成
改变生态环境的图解，也
没有把小说当成社会科
学的文献，而是通过人与
自然的交织，时间与空间
的融汇，梦想与现实的沟
通，生态与情态的共生来
完成文学的任务：对人存
在的勘测。路远担心读
者不能重视主题意义，特
意在书中多次点明主题，
引导读者进行形而至上
的思考。例如路远在书中说道：“晚年的吕立春反
复而仔细地回忆自己年轻时所经历的一切，越来越
相信所有的遇见都是天意，若非天意，世上哪有那
么多的机缘巧合？正是与这些人的相遇，才成就了
他的一生辉煌。”

路远的另一个创新是叙事方式的创新。这部
小说结构上共分十章，是小说的主叙述，路远在每
一章里又穿插写了一段或两段“创作手记”，可以说
是辅助叙述。路远的辅助叙述可以弥补主路叙述的
不足，也不受时空的限制，可以从文学的“想象性”

“虚构性”和“创造性”出发，构建具有审美架构的精
神境界，增强了作品在读者心目中引发的真情实感
和审美体验，这种辅线叙述在古今中外的长篇小说
中很是少见。路远的独自创新是成功的，写了四十
多年的路远，仍有清醒的叙事意识，是很可贵的。

路远的语言也在走向成熟，形成简洁明快的风
格。他在本书中叙述故事时，有意使用短句和简单
词汇，避免了华丽词句和繁茂的描述，人物对话也
非常直接，贴近日常生活用语。这种风格注重语言
的形象性和生动性，用尽量少的文字表达出丰富的
信息，使读者能够快速理解情节和人物，并身临其
境地感受小说中的世界。路远在长篇小说中喜欢
写景，有时用优美的语言进行大段的景物描写，可
是在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之后，他的写景就变得简
单而有诗意了。例如他在《守望者》中有这样一段
景物描写：“又是一场雨降临了。大地迎着上苍的
甘霖，万物得到滋润，树苗开始萌发出绿色，移植到
沙丘上的小树苗居然活了许多株，向天空舒展着一
片片翠绿的嫩叶，享受着这个世界给它们的阳光和
雨露。”读了这本书，我时常想起那句名言“简洁是
天才的姐妹。”

《守望者》还有许多优点，例如成功塑造了吕立
春，姚小雪、胡小满、姚清明、姚白露、白清明、雷县
长、石二梅、白海棠、林浦等人物形象。会编故事的
路远，设置了许多有趣且吸引人的情节，得心应手
地创作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守望者》的成功，表明了路远的文学创作又达
到了一个新高度，路远很重视文学理论的指导，他就
是在正确的文学理论的指导下，一步步向前奋进。

《在额济纳》一书，已由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出版。书封勒口这样简介：裴海霞，内
蒙古额济纳人，作家，文物保护工作者。作
品刊发于《天涯》《朔方》《草原》《飞天》《散
文海外版》等。简明扼要，风格迥然。书名
作了“激凸”效果处理，没有什么文学大家
在封底做摘要推介，只是有作家自己的一
段话。书封面由三幅图片拼就：黑城（黑
色），沙漠（黄色），一个雪山缩影。书名设
计为白色，在沙漠底色之上，黑城剪影作为
远景，这样的封面图色处理，余以为不错，
色彩分明，图影具有额济纳地理人文的代
表性。

值得称道的应该是，这本书没有设计腰
封和护封，因而这本书纯粹了好多，一反目
前作书者“流行”套路，过多的噱头，华而不
实的赘冗，这本书的形制让读者多了几分形
式上的欢喜。这样的用意如果是作者的本
意，应该是更好，体现作者一种文学人的情
怀与文风。

地球上的所有存在，都带有地球诞生的
胎记。但是，说一个地方有久远的历史，深
厚的人文，灿烂的文化，地质因素起到的只
是生命现象生存的可能性。有人类活动记

载才是这个地区历史的有效见证，这无非体
现在历史遗存与文化物质的考证等方面，以
及文化推动文明的印痕。

额济纳的时光深处，那些沉睡的，还有
那些被唤醒的文化见证，说明了这块土地的
恢宏，与文化的灿烂。《在额济纳》一书，作者
挑写了额济纳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从极
具代表性的切口切入。作家以工作性质和
工作便利，用心收集，用笔叙述，把一些沉睡
的文化物质、文化信息、文化符号加以整理，
用文学进行文化意义的表达，这就是本书作
者有别于他人的特别之处。让这些文化信
息为额济纳的经济社会发展助力，这是文化
人的义不容辞，作家认真地行走在这样的用
心和专业里。

《在额济纳》一书内容上广泛谈及历史事
件、人物、文化现象、古迹遗址等额济纳现存
的遗址和文物，展现了对额济纳深厚的历史
文化的书写。作者引用典籍、史料、传说等历
史文献资料，使作品有笃实的文化支撑，增加
了文章的厚重感与可信度。

作者对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思考和推演，
探究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人性价值等。将历
史与现实相联系，以古鉴今，传达历史文化
对当下社会、文化、人生等问题的看法与启
示，承继与参考，引发读者时空共情。

《在额济纳》一书，具有深厚的文化影
响，鲜明的文学性，作者以优美、富有感染力
的语言，或典雅庄重、或灵动活泼，营造独特
的风格输出，在书的各篇目中，全然表达了
对额济纳这片土地文化的深邃思考和赤子
的热爱之情。文本综合运用比喻、拟人、排
比等修辞手法，增强文章的表现力与艺术感
染力，使作品更具文学价值。

在历史事件和时间、空间三维的感知
里，巧妙安排结构，采用总分总、时空穿越、
双线并行等结构，使文理清晰又富有变化，
增强可读性。通过情感的抒发，使作品具有
感染力，带动读者的情绪，让读者更深入地
理解作品的主题与内涵。

作者在文物部门工作，能够在自己工作

和文学领域，往来穿梭，在历史的深处勾沉，
在时光隧道开掘，以优美的文笔，表现出善
于沉淀与潜入、善于提炼与升华、善于审美
与赏析，善于建架与解构的文字能力，作者
能够将个人情感融入对历史文化的叙述与
思考中，或热爱赞美，或批判反思，继而表达
了对额济纳历史文化的热爱与对文化传承
的前瞻。

《在额济纳》这部书是额济纳文联通过
阿拉善盟文联，带给我们文艺评论人，意欲
掀起一个评论和推介高潮，推动额济纳文化
资源的市场转换，带动额济纳文旅产业的良
性发展。

《在额济纳》一书是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委
宣传部、额济纳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024年
精品文艺扶持项目，站在北疆文化的高度，立
足额济纳讲好内蒙古故事的文化项目。体现
出额济纳旗政府较高的文化站位和对本土文
化资源的珍视，营造良好的文化文学氛围的
现实思考。是对作者的鼓励，也是对额济纳
文艺事业的有效推动。鼓励和激励文学艺术
人才勤于创作、乐于创作的文艺精神。

历史文化散文的文化作用和文学性是
不可偏失的两大要素，有理由相信《在额济
纳》一书中的历史文化基点有出处、有考
证、可信度高。读者是文化的传播者，出发
于对文本历史文化的信任，才有的阅读延
伸和阅读深入。读者可能会发现错误，但
是不具备或者没有义务履行学者式纠偏的
责任。这样讲来的意思是历史文化的引用
要经得起学界的审度，作者在文化部门工
作，又是文物保护工作者，承担过多项文化
考察，多少年的工作积累和文献考证，工作
认真再加上对文学的喜爱，作为读者大可
放心。

这部书应该作为阿拉善盟普及性读物，
起码要在额济纳进行推广，让它落落大方地
走进校园、机关、团体，和乡镇书屋阅读。额
济纳人更应该仔细研读，对推动文旅做义务
宣介。讲起路博德、霍去病、王维、陈子昂，
黑水城、马鬃山、肩甲金关、大红山，居延汉

简、弱水三千、东风航天城……更应如数家
珍一般熟稔于心，彰显主人翁的责任担当和
文化自信。

《在额济纳》作者写到了文成、凤凰、聚
寿山、雅布赖山、拉卜楞……体现了作家走出
去、带回来的文化对接与文化差异的思考。
在读这部书之始，笔者一直受封面“历史文化
散文”的命定而阅读行走，心中肃然，一种无
形的文化压力和对历史的敬重，读后，被诗
意、爱情、生活、炊烟、故事感染。

书的版权页标记24万字的体量，由22篇
散文构成，其间不乏大散文，如：《弱水天涯的
相逢与离别》约 3万字，由 10个小章构建而
成。也有如《温都高勒的天空》《巴丹吉林是
用来仰望的》一样的精短散文，可以了解到作
者观照文体与文本之间的量体裁衣，在文集
构建中的自如有加、审时有度。

额济纳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富集
灿烂，弱水流沙文脉绵长，居延文化迥异深
厚，额济纳旗在深入推进北疆文化建设提升
行动中，挖掘属于额济纳独特且厚重历史文
化资源，为助力北疆文化建设，讲好额济纳
故事，文化助力额济纳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
谋篇布局。着力打造文艺精品，引导推动文
艺创作服务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推动文艺
事业繁荣发展，意义非凡。《在额济纳》一书
倾情书写，额济纳从远古走来，走过了各民
族的互生互荣，走过了各民族间的相濡以
沫，直至走到了新时代的今天，从这个角度
来说，《在额济纳》又不失为一部“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品力作。

《在额济纳》这部书的问世，不仅是额济
纳旗有效的文化运作的结果，更是有着深远
影响的文化动作的结果，相信额济纳旗即将
迎来属于额济纳的文化文艺建设时代凯
歌。这部书给了读者在额济纳时光深处漫
溯的机缘。

最后，祝裴海霞的创作百尺高竿，再上
层楼！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
评论家协会会员）

手捧着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内
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策划、内蒙古民间文艺家
协会组织实施、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与内蒙
古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儿童绘本《石榴籽
绘本丛书·美丽中国》（第二辑，十册），心里沉
甸甸的。这种感觉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其作
品价值和意义的“沉甸甸”，二是内心愿望与
期盼的“沉甸甸”。

一套有艺术之形之感之效的儿童绘本

以儿童绘本形式，编绘出版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丛书，是一个新鲜的
尝试。丛书共十册，包括1个总册、9个分册，
总册为“中国”概观，分册分别以长江、黄河、
大运河、泰山、万里长城、丝绸之路、敦煌、故
宫、天安门为内容与主题，理文脉、讲故事、
绘神采、凝精神、聚情感，艺术呈现了这些具
有代表性的中国地理景观、中华传统文化符
号的历史故事，对于儿童读者来讲，有着特
别的价值和意义。

以绘本的艺术之形，呈现中华的声音

晚清黄遵宪诗云：“五千年后人，惊为古
斓斑。”中华传统文化财富浩如烟海，诗中这
个“惊”字不仅惊艳其形、其质、其品，当然也
包括“后人”透过“古斓斑”聆听到的其文化
内蕴涌动的回声。这套绘本遴选的就是其
中的典型代表，都是我们最熟悉的中华传统
文化符号。声音本无形，心灵蕴涛声。这些
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或奔腾、屹立亿万年，或
绵亘、光照千百载，文化基因的脉动、精神气

概的声音，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
灵魂。针对刚入学的儿童，以艺术之形生动
呈现其蕴其声，为儿童爱国主义教育增添了
一道艺术之光。

以内容的生动之感，激发心灵的共鸣

让儿童喜欢读，就必须在内容呈现上能
够更好地激起他们的共鸣。该绘本丛书体现
出用心、用力更用情的做法，每册绘本立意、
格调、情怀一致，但创作者不同、风格不同、表
现技法各异，丰富了绘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加
了针对性、趣味性，使中华传统文化在艺术之
形的基础上有了绘画的生动之感，同时穿插
故事性的文字讲述，令每一个主题的内容更
加清晰，也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
念更容易入心、入情、入魂。

逐一赏阅绘本每一册主题和内容，母亲
河的呼唤，大运河的波澜，泰山的雄奇，万里
长城的烽烟，丝绸之路的繁荣，敦煌的飞天，
故宫的绚烂，天安门的光芒，中国天地的交
响，有形有感有趣直入心灵。正如歌曲《我
的中国心》唱到的：“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
切烙上中国印”“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
的声音。”这是艺术的妙处，也是教育的艺
术。

以“铸牢”的切实之效，传扬中华的文明

该绘本丛书或意境描摹、或形象刻画，
以绘画艺术之形、内容生动之感，呈现中华
的声音、激发心灵的共鸣，从生动的艺术形
式、文化符号和新的审美空间创造入手，这
是这部绘本丛书的高站位、巧构思的成果，
有形有感，更有鲜明的方向和意识引导，从

而会更有力量地起到艺术滋润、情怀激发、
认识升华的实效。

2022年，《石榴籽绘本丛书》第一辑出版
发行，受到好评。石榴籽绘本丛书第二辑

“美丽中国”捐赠活动，受到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赛罕区、玉泉区和回民区小学师生的欢
迎。这些活动与绘本的推广学习，让艺术的
种子在广大儿童心中悄然播种，中华民族的
自豪感生根发芽。

期盼加速打造北疆文化儿童绘本品牌

一个好的策划的推出、一套好的丛书的
打造，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实属不
易。推动北疆文化建设提升行动，打造品牌
是重要抓手。对于儿童绘本品牌来说，要产
生持久的社会效益，出版后的传播推广与出
版前的选题策划工作都很关键。

在创新传播推广方式上下大功夫

该绘本丛书走进小学校园的捐赠活动，
是有效推动阅读和扩大媒体宣传的好办
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儿童，正面的
引导教育，需要把方向，也需要增趣味。一
部好书要真正持久发挥它的作用，传播推广
的不断创新尤显重要。

建议组织策划单位联合组成该绘本丛
书宣讲团，邀请善讲故事的名家深入学校，
讲绘本经典，交儿童朋友，同时，实地体验和
调研绘本传播与推广的成效。还可以开展

“绘本作者进校园”活动，创造孩子们和作者
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倡导学校开展学绘本
讲中华故事、讲北疆故事及“爱中华、爱北

疆”绘画比赛等趣味活动，让广大儿童以绘
本为媒介，在学画赛画展画中将绘本中感悟
到的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聆听到的中华的
声音，以故事和绘画的形式尽情绽放。同时
利用学校公众号、联合社会新媒体，推出学
习绘本故事小视频传播竞赛，进行系列活动
的跟踪报道等。

在提升策划与创作水平上下大功夫

儿童读物的编辑和出版发行，是百年大
计，绘本是其中重点也是亮点。这套绘本丛
书由多部门联合打造，彰显了组织联动的力
量。读图时代的到来，对于儿童的影响更
甚。必须做到精准严谨而又色彩纷呈、趣味
盎然。

这套绘本文字与绘画作者共16人，文笔
特色、绘画风格和水平各有不同，质量也有
差异。受到资金、策划、创意和创作水平等
综合原因影响，打造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
的主题绘本儿童教辅读物十分不易。建议
继续强化组织推动力和策划力，完善精品力
作的系统化打造机制，创新绘本内容与形
式，为广大儿童读者成体系推出内容与形式
皆精彩经典的古今中外经典故事、尤其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国
家安全、文化中国、大美北疆、生命与生态启
蒙、生活情趣等主题绘本。

儿童绘本已经成为儿童阅读的流行趋
势，为儿童、为我们伟大祖国的花朵奉献最美
丽的绘本，向他们展现五彩缤纷、生动美好的
世界，正是打造绘本品牌的根本价值和意义
所在。

（作者系内蒙古艺术学院编审）

在《石榴籽绘本丛书》中聆听中华的声音
■张世超

《郁离子》中记载了一个因失信而丧生的故事。济阳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
抓住一根大麻杆大声呼救。有个渔夫闻声而至。商人急忙喊：“我是济阳最大的富
翁，你若能救我，给你100两金子”。待被救上岸后，商人却翻脸不认账了。他只给了
渔夫10两金子。渔夫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富翁说：“你一个打渔的，一生都挣不
了几个钱，突然得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渔夫只得怏怏而去。不料想后来那富翁又一
次在原地翻船了。有人欲救，那个曾被他骗过的渔夫说：“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
人！”于是商人淹死了。商人两次翻船而遇同一渔夫是偶然的，但商人的不得好报却是
在意料之中的。因为一个人若不守信，便会失去别人对他的信任。所以，一旦他处于
困境，便没有人再愿意出手相救。失信于人者，一旦遭难，只有坐以待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