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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西辽德宗——耶律大石》
郭岩君

图书简介
西辽国又称黑契丹，是由辽宗室耶律大石

在我国今新疆及中亚一带建立的后辽政权，可
以说是辽朝在中亚地区的延续。本书以西辽
政权的建立者耶律大石的成长为主线，以天祚
帝耶律延禧的昏庸无能、是非不辨和朝政方面
的错乱情况为副线，并配耶律大石与萧塔不烟
的爱情为传奇看点，在历史发展的叙述中塑造
了耶律大石仁厚忠诚、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的
英雄形象，全面展示了大辽朝政走向败落的历
史脚步和耶律大石成长为西辽帝王的跌宕经
历。

创作谈
我出生在内蒙古巴林左旗，那里是辽代皇都辽上京的故地。我读初中时

痴迷评书《杨家将》，得知与杨家将为敌的萧太后等人，在某一段历史时空中，
曾经是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上的主人，我惊愕之余好奇心萌生并浮想联翩
——或许从那一刻起，我便对辽史及辽代风云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凡我
所能搜集到的有关辽代的书籍、报刊甚至小人书，我都或买或借来拜读。后来
接通了互联网，我百度搜索有关辽代的文章及图片并保存起来。记得2006年
时，北京一位徐姓朋友，我们相约到辽上京遗址游玩。他建议我利用所收集到
的辽代资料，办一个辽文化网页。我蠢蠢欲动了一段时间后放弃了这个念
头。毕竟那些关于辽代的文章和图片，都是别人的劳动成果。后来一次偶然
的机缘，我开始写作有关辽代人物的小说。“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
程”启动后，我申报了西辽历史人物小说的写作项目并幸运地获得通过，这才
有了长篇小说《西辽德宗——耶律大石》。

——郭岩君

2025年4月23日是第30个“世界读书日”，我们回到书页之间，重新感受那些用文字缓慢展开的思想与情感。阅读不只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与世界温柔对话的方

式。在纸张的触感与文字的呼吸中，我们找回属于个体的节奏，也重新认识自我与时代的关系。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书籍依然以沉静而坚定的姿态，承载着人类的思想、历史与情感。世界读书日，不仅是提醒我们翻开书本的一个日子，更是重新审视阅读意义的时刻。

我们读书，不只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在纷繁现实中寻找内心的光。无论是纸上的字句，还是数字化的页面，阅读带来的，是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

己之间更深的连接。

在本期特刊中，我们邀请您一起走进书页的缝隙，倾听来自读者与作者的声音。从而让我们在翻阅中，重拾思考的习惯，感受文字的温度。

本期读书版，我们聆听来自内蒙古本土作家的声音，从历史的回望到当下的思索，从街头巷陌到乡村炊烟，从时代洪流到小我本真，邀请您一同在字里行间，走一段静默

却生动深远的旅程…… ——钟灵

报告文学《云开月明——记乌兰牧骑1800天》
鄢冬

图书简介
本书讲述了2017年1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

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回信以来，全区乌兰牧
骑队伍精神风貌发生的新变化。乌兰牧骑是
党在文艺战线上的一面不褪色的旗帜，几十年
来一直坚持扎根、服务于基层群众。著者通过
深入采访、调研十余支乌兰牧骑，与数十位乌
兰牧骑队员进行交流，写出回信给乌兰牧骑带
来的多重变化，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烘托新
时代基层文艺工作者形象。

乌兰牧骑的事业需要得到更多的理解和
扶持。无论是位于内蒙古西部天苍苍的阿拉

善左旗，还是内蒙古东端草青青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无论受访者是
谁，只要是乌兰牧骑队员，他的积极、乐观、坚强总会洋溢在脸上。他们不仅
高质量完成了一次次演出任务，还努力提升团队的原创水准，将越来越多的
原创作品搬上舞台。

创作谈
我接受《云开月明——记乌兰牧骑1800天》这一创作任务以来，经常觉得

既光荣又艰巨。迄今为止，我已深入采访、调研了十余支乌兰牧骑，与四十多
位乌兰牧骑队员进行了访谈，比四万多字更为珍贵的是，我受到了乌兰牧骑
精神的鼓舞。文艺登上高雅之堂，无疑满堂喝彩。然而，文艺如何俯下腰身，
同样更需要得到敬仰和关注。

正是有了这次书写机会，真正让我对以下几个问题有了新的答案：文艺
的使命是什么？文艺工作者因为什么而精神抖擞？文艺工作者给现在、给未
来可以绘出怎样的道路？乌兰牧骑一直在路上，无论他们坐着马车还是大巴
车，他们都一直没有停下，而我也将继续前行。

——鄢冬

长篇小说《红城时代》（第一部）
路远

图书简介
在苍茫的草原上，一匹黑骏马在向远方奔

驰着，它飞跨各种障碍，决不停下飞驰的脚步，
因为，它的主人正挥舞着马刀冲锋陷阵，它要驮
着它的主人奔向胜利的终点……

马与人融为一体，故事的主人公噶拉（火之
意）是草原上的一匹“黑骏马”，同时他也是一把
燃烧的“火”。他刚直，性格粗鲁，有些莽撞，疾
恶如仇，战斗勇敢，对爱情十分坚贞。对事情的
判断非常简单，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正义就是
正义，邪恶就是邪恶。他非常固执，爱认死理，
说服他改变主意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在不停

地犯错误，但又在不停地改正错误，在烈火中百炼成钢，在草原自由，无拘无束
的奔跑中，终究把自己练成一匹所向披靡的“黑骏马”，谱写了一曲“火与水之
歌”。

小说采用倒叙的手法，从一次激烈的战役中，主人公死里逃生，幸存之际，
回顾从前是如何由一位牧马少年，跟着母亲以及玛瑙福晋而来到红城王爷庙
（乌兰浩特）而开始的。同时，利用长篇小说的优势，采用多条线索齐头并进，
向前推动故事。噶拉在经历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之后，终于开始成熟，与小愚
（书中人物）一起走向了革命道路。

专家评介
《红城时代》第一部《水与火》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品以 20世纪上

半叶发生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革命斗争为题材，讲述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斗争的故事。

作品成功塑造了噶拉、小愚、奥蕾、列娜等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出身各异，
立场不同，但都富有个性，都是文学中的“这一个”。作品通过这些人物的故
事，将内蒙古的革命置于历史大背景之中，描绘出一幅壮丽的历史图景，使整
个叙事显得豪迈大气而真实可信。

作品最大的特色是故事性极强，构思严谨缜密，从头至尾几乎没有闲笔，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一环扣一环，可读性很强。作者叙事技巧娴熟，想象力高
超，鲜见突兀离奇之处，整部小说故事框架完整；全书结构紧凑，内容条理清
晰，伏笔、顺叙、倒叙等叙事技巧运用得当，叙事节奏感强，有张有弛。小说语
言准确、生动、形象，充满激情而又朴实无华。

——内蒙古社科院研究员 包斯钦

长篇小说《黄河人家》
李樱桃

图书简介
小说通过黄河岸边几个小人物的奋斗

经历，反映出黄河儿女始终视黄土地为根，
视黄河为母亲的这种无法割舍的情结。在
与黄土地、黄河水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们
让自己也成为黄土地和黄河水的一部分，
从而萌生了保护黄河生态环境和传承发展

“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的黄河精神
的自觉意识。

创作谈
为了寻找那一行湿漉漉的脚印，我一

次次来到黄河岸边。祖先湿漉漉的脚印已
隐入历史的烟尘，他们开枝散叶的后代却
在黄河岸边繁衍成生生不息的生命河流。

我走进一眼眼窑洞，听他们讲述着祖
辈、父辈的故事。随着岁月的淘洗，尽管所讲故事有些支离破碎，但我还是不由
得激动着。

讲述者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的祖先从山西等地走西口来到呼和浩
特，在黄河岸边扎下来的他们呼朋引伴，这里便逐渐聚集成一个个村落。

黄河养育了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奉献、团结、务实、开
拓、拼搏”的黄河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诠释，而感动我的正是祖先们的这
种勇往直前的黄河精神。我们新时代下更应该继续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文化
永远激励我们前行。 ——李樱桃

长篇小说《匠者》
赵海忠

图书简介
该作品入围内蒙古作家协会《内蒙古文学重

点作品创作工程》并获资助出版。作品以内蒙古
乌兰察布市为背景，围绕杏村鼓匠、画匠、铁匠等
手艺人，写了北方农村几十年的兴衰际变。小说
塑造了 150多个人物形象，个性独特，形象鲜明，
体现了普通百姓苦难中追求美好生活、热爱劳动
的美好品格，乐观积极向上、幽默风趣的生活情
怀，以及岁月不居、时光流逝、沧海桑田的社会变
化。作品的风格惆怅感怀，又释然通达。作品注
重细节和场面描写，人物关系、时间地点契合严
整，力求做到一丝不乱。作品注重草蛇灰线之

法，前后左右呼应牵连，颇耐玩味。作品语言干练，字词讲究，既有浓郁的地域
乡土味，也有深厚的知性书卷气，可读性强。

创作谈
我一直在高校教书，有几条文艺理论常识作为创作的体会：一是文学源于

生活，反映生活；二是幼年、童年时期的经历，深刻影响着一个作家；三是小说要
有可读性，表现生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终究要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

——赵海忠
专家评介
一群走南闯北的手艺人，如风吹来的种子，在内蒙古高原的杏村扎根、发

芽、伸展枝叶、繁衍生息。他们成为作者笔下的匠者，他们勤劳质朴、坚强睿智，
他们心地清明、与人为善。他们抵挡了时代的风雨，让村子壮大；他们熬过了岁
月的考验，让手艺流传。作者匠心独运，不仅将内蒙古高原村庄里的民俗风情
勾勒成一幅风俗画，还用幽默诙谐的语言，生动再现了匠者们跌宕起伏的人生，
展示了他们独有的精神品质。 ——作家出版社编辑 朱莲莲

这是一部富有特色的好作品。开卷初读，即可有气息扑面、妙趣横生之感；
继而细读，则清晰地看到一幅别致的乡村画卷缓缓展开，从中获得富有独特意
味的审美感受。 ——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 宋生贵

翻开小说，犹如站在蓝天白云下清香飘逸的杏树林中，心情顿时爽快惬意
起来；合上书籍，几个萦绕在脑海的形象，一直徘徊在杏林旁，挥之不去。再度
翻开这部书，《匠者》非“匠”的匠心独运，陡然显现出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
什么是“中国农民的伟大精神”！

——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 李树榕

长篇小说《五谷地》
张秉毅

图书简介
该作品入围内蒙古作家协会《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并获资助出

版。小说分为春、夏、秋、冬四卷。以一位新乡贤、一个老农民、一个富二代三
人为叙述视角，“麻花辫子”般的交替并进结构，叙写了在全面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的大时代背景下，一个位于塞外准格尔黄甫川叫五谷地的小村庄，一年四
季的历时性风景和人事，塑造了新乡贤周至、富二代李星、大学生村官赵芳芳
等一批新农人形象，还有传统老农民赵常、大富豪李铜厚等典型人物，通过一
个山乡的巨变，揭示了深刻的新时代主题，描绘了新时代中国乡村美丽的图
景，是一部全新的乡村题材小说。

创作谈
对于一部长篇小说，首先是结构，我是个在乡村长大的农家子弟，一直觉

得对农民来说，春夏秋冬就是一年，几十个年就是一生一辈子，我又向往空间
叙事，以四季分卷，历时性地讲述这个叫五谷地的村庄这一年（2021年）的故
事。其次就是人物，那些我熟悉的乡亲们一个个涌挤到了我的脑际和眼前，争
先恐后，仿佛我在兜售什么难得的入场券似的，又过了几天，我终于亮明态度，
谁也别争别抢，这部小说，我不设主人公，如作品非得有个主人公，那就是这个
村庄，就是五谷地。我要写一个当下的村庄。

——张秉毅
专家评介
中国真正了解农村农民的作家不多，秉毅与农民通血通心。读完《五谷

地》，更佩服秉毅。
——内蒙古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作家 肖亦农

其实，所有中国的农业村庄，都是五谷地，我们都是吃五谷长大的五谷地
人，张秉毅的这本长篇小说《五谷地》值得一看。

——广西文联副主席 凡一平
五谷，是中国人的主粮。五谷之地，是中国社会的基底。张秉毅的这部小

说，能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中国农村。
——青年学者、文学博士 肖能

长篇报告文学《黄河好人》
水孩儿

图书简介
该作品入围内蒙古作家协会《内蒙古

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并获资助出版。
大河浩荡不息，人的生命不过短暂一瞬，王
三黄河水上救援队，用坚守和执着让生命
变得广阔而厚重。三十载斗转星移，黄河
好人不言不语，无悔付出，用行动感染并影
响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创作谈
我是从2019年秋天开始走近王三及王

三黄河水上救援队的，将近四年的跟踪采
访，最后成为了黄河水上救援队的一员，名

“老十四”。王三是包头市黄河畔画匠营子
村一个普通的渔民，本名王金清，因在家里
排行老三，所以人们习惯了叫他王三。三

十年来，王三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他和他的救援队队员们从黄河里救起三百
五十多条鲜活的生命。

救援队队员们隐去了自己的名字，被称为“王三黄河水上救援队”，他们
用善良和勇敢在黄河岸边筑起一道生命的堤坝。大河浩荡，生生不息，人的
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他们却用自己的坚守让生命变得广阔
和厚重。

——水孩儿
专家评介
水孩儿是从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中爬出来的，她敬畏生命，关注百姓，用四

年的时间采访并创作了这部纪实文学《黄河好人》，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
个作家的责任和良知。愿更多的人走近《黄河好人》，走近这群平凡的英雄。

——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徐可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们的身边不乏好

人，但是像王三这样的人能坚持三十年，并且不改初心，让我们尊敬，也令我
等自惭形秽。《黄河好人》是一部关于善，关于担当和坚持的作品，尊重每一个
生命，是人类的基本品格，作者采访、观察、书写多年，与其中的人物共同见证
了人性的力量。我希望读者，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反观自身，重新思
考生命的意义。

——作家出版社编审、作家、评论家 兴安
在黄河岸边，有一支游走的队伍，他们为生命护航，在三十年间，挽救了

三百五十多条生命。人们叫他们《黄河好人》，也叫他们“好人王三”。好人王
三们都是平凡人，但正是这平凡人的责任担当，值得这个社会和时代为其讴
歌。王三和他的水上救援队队员是真正的勇士，他们用自己的无私奉献精神
成为黄河上的生命之舟，他们用生命守望生命，谱写着一曲曲黄河儿女的英
雄赞歌。水孩儿用四年的时间走近他们，并且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同样用作
家的良知与担当完成这部《黄河好人》。愿更多的人关注他们。

——内蒙古作家协会主席 满全

长篇小说《我是一棵榆树》
肖龙

图书简介
城里与乡村，现实与梦想，故事与真实……

小说在多维度时空里展开，采用新颖的结构、独
特的叙述方式，多线索多视角同时推进，讲述了
一群在城市的各阶层打拼的青年保护挖掘传统
驿站文化的故事，及其以大山为依托的长辈走
出丛林、走向现代文明生活的艰难过程。古代
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碰撞，传统道德和现代观念
的倾轧；深植于血液之中的根脉纠葛，剪不断理
还乱的乡愁煎熬。谁的梦在城市的暗夜里穿行
巡游？谁的脚步在城市的喧嚣中慌乱？谁的心
在乡间的静谧中安放……个中滋味组成小说中
不同人物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

创作谈
作家要下沉，再下沉，把自己凝缩成一粒种子，回到大地怀抱，同万物为邻，

聆听它们血液里的簌簌低语，像榆树那样把根扎下去，寻找曾经深埋人类原初
胎盘的那片土地，从中里汲取营养（榆树的种子虽有翅膀，但它不是为了飞翔，
而是为了更深地扎根土地）。只有这样作家才能焕发出永久的创造力，才能获
得不朽的精神支撑。这让我想起赫尔曼·黑塞的一句话：“我就像一棵秋天的
树，树叶从它身边飘落，但它毫无知觉，雨水从它一旁滴落，还有太阳和严寒，生
命已缓缓缩进了它内部最私密幽深之处。它没有死，它在等待。”

——肖龙

长篇小说《桃花滩》
田彬

图书简介
本书围绕大学生王陶华回乡创业欲改变

家乡面貌的过程进行书写。该书以大学生王
陶华、父亲王老虎、马大姑三人为主线，在互
相分歧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啼笑皆非的喜剧
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改革的艰难。最后王老
虎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转变了思想，陶华建
设桃花滩的蓝图得以实现，而马大姑的愿望
还未完成，为小说的下半部留足悬念。 特别鸣谢：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内蒙古作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