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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同读一本书

微言感悟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所著的长篇小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小说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讲

述了一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和优美的爱情。小说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
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

记得鲁迅先生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

是世界的。”这虽不是针对文学说的，却于文

学极其适合，讲出了文学的独特性。《额尔古

纳河右岸》便是这样一部带有独特民族气息

和独特人文历史、地理环境的长篇小说，获

茅盾文学奖，且多次再版。

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

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过来的鄂温克族人，他们

信奉萨满教，跟着驯鹿迁徙、游猎，一方面享

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一方面却在恶劣的自然

环境中备尝艰辛，人口式微。他们在严寒、

猛兽、瘟疫的肆虐中求繁衍，又在日寇铁蹄、

“文革”阴云、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独立。他

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

争，却抵挡不了整个民族的日渐衰落，他们

虽是一个弱小民族，但却不乏顽强的生命

力、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这样一个独特的民族生存状况被作家迟

子建捕捉到了，她和他们交朋友、同生活，大

量阅读他们的历史，然后变成震撼人心的文

字，为中国文学宝库留下了一部不朽传奇，也

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部精品力作。

好的 文 学 作 品 一 定 是 独 特 的 ，或 地 理

环境，或历史文化，或生存状况，或语言表

达一定要有独一无二的特性。于文学，别

人写过的题材你再去写，无论写得好坏，都

有被认作“抄袭”的嫌疑，所以大作家是不

太会去写别人写过的题材的，他们更多的

是去寻找自己的创作“原点”。这个“原点”

往往是故乡，那是脐带埋下的地方，带着血

的印记，有着难以割舍的精神埋伏。无论

是贾平凹的商洛地区，还是莫言的高密乡，

都是他们的创作“原点”和故乡，才留下了

如此丰富的文学精品。迟子建的额尔古纳

河右岸虽不是其故乡，却是书中讲述者女

酋长的故乡，她以女酋长的视角落笔，也是

另一种形式的故乡写作，正因此才有了这

部经久不衰的文学精品。

如果你愿意在晨昏时光与一本书安静作伴，我向
你推荐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小说的第一要素必须是好看，不然如今动辄上百
万字的网络小说凭什么抓住读者？但《额尔古纳河右
岸》带给我的，绝不仅仅是好看。作者在满足读者猎
奇心理的基础上，将一个古老民族百年来的兴衰历
史、爱恨情仇，通过一个垂垂老矣的酋长女人的讲述，
像把一幅长长的画卷徐徐展开，令沉浸在画卷里的每
一个人为之欢喜、留恋、落泪、叹息。

神秘是鄂温克族人的特性，弱小的鄂温克族人能够
在各种严酷的环境中生存和延续，神秘是让他们得以安
全的前提。他们隐居于深山老林之中，通过狩猎与驯鹿
维持生活，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同外界交易，基本与世隔
绝。族人的保护神是萨满，是拥有神秘力量可以预知灾
难拯救部落的人，比如妮浩。但选择成为萨满，不仅要拥
有上天赐予的神秘力量，更要具备自我牺牲的决心。

爱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因为有爱，像鄂温克那样日
渐式微的民族，才能够生生不息。他们如此珍爱自己的
家园，千百年来小心地维系着森林中的生态平衡，从地
面上的草，潺潺的溪流，林子里的鹿到强弓下的兽。

作者貌似冷静的叙述下是悲天悯人的情怀，时代
的车轮必将碾压鄂温克族人传统的生存法则，自然环
境的日益恶化让过往终将成为童话。读到末尾，向
往、搬迁、回归……透露出无尽的迷茫和失落、痛苦与
挣扎。当最后的留守者在暗夜篝火中发出无力回天
的深长叹息时，我知道，你和我一样会潸然泪下。

在遥远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生活着一个

神秘的部族——鄂温克族。

作者以第一人称“我”讲述了鄂温克族

人一个个生命从诞生走向死亡的故事。故

事中越来越多的生命走向死亡，但“我”依旧

淡然地面对这些死亡，让读者感受到生命既

脆弱又不乏韧性。

小说塑造了一群有着纯净心灵与坚定

信仰的人物形象，他们有大爱也有大痛，有

在命运面前的顽强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

个部族日渐衰落的无奈。他们信奉“玛鲁

神”“火神”“山神”……他们的生活因信仰而

简单快乐。

小说情节的安排也别具匠心，上部、中部、

下部和尾声对应清晨、正午、黄昏和半个月

亮。这既表明了“我”讲故事的时间，又代表了

“我”的幼年、青年、中年和晚年，还可以隐晦的

暗示这群鄂温克族人的兴衰，采用以小见大的

手法，以一个部族的兴衰折射时代的变迁。

小说既有清风、明月、桦树林、溪流等自

然环境的细腻描写，又有日寇的铁蹄、“文

革”的阴云这样的社会环境作背景，但作者

对这些大事件只是一笔带过。

作者在语言方面也很有特色，温婉唯美

的诗意、准确生动的语言，视觉化、形象化的

描写很有场面感，给读者带来诸多想象和情

景式的体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堪称中国版“百年孤独”。
●在这部作品中，迟子建用女性特有的细腻和

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鄂温克游牧民族由兴盛
走向没落的百年史诗画卷，于波澜壮阔中直抵人性
和人心深处。 （塬上草）

●一个人的午后，总会想起迟子建的这本《额尔古
纳河右岸》。神秘的部落群体，由他处迁徙而至的鄂温
克族人，与古老的一条河相依，那些过往的爱情、苦难、
搬迁、蝶变……在作者笔下徐徐展开。 （三月）

●这部生态意蕴丰厚的长篇小说，渗透对自然、
对生灵的细致入微观察与思考，作者把思想之根深植
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点，是关乎人与自然，文化
与精神的大主题揭示。 （张彩虹）

●《额 尔 古 纳 河 右 岸》一 书 中 充 盈 着 对 大 自 然
的热爱与敬畏，对生灵的关爱与体贴，对人的自然
天性的礼赞与颂扬，语言沉静温婉，富有灵性，需要
用心细读。 （王建峰）

●《额尔古纳河右岸》用了大量情景交融的比喻，将
人物、事件、环境交织在一起，使人物更加立体、生动、鲜
活，达到心境合一、引人入胜的效果。 （张欣艳）

●作品通过鄂温克族人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自
述，以诗意的语言、饱满的激情，描述了鄂温克族人的
百年沧桑和生存现状，让人类最美好、最淳朴的情感
在残酷与苍凉中凸显。 （赵富林）

在《如何是好》里，作家阎真围绕着主人

公的婚恋、求职经历，真实地呈现了这个时

代年轻人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的图像。

主人公许晶晶是个“小镇做题家”，考上

了“211”名校，在失去了保研名额之后，她面

临着求职的人生关键时刻，她在这条路上摸

爬滚打，努力抓住每个工作机会，以及一些

感觉还行、或许对她有帮助的男人。许晶晶

不是时下流行的“大女主”，小说的氛围一直

是现实状况的拉扯，到最后都没有所谓的逆

袭时刻，结尾以草丛中的萤火和头顶星辰的

意象，给予许晶晶式努力谋生的年轻人以肯

定和鼓励。

许晶 晶 的 求 职 路 走 的 并 不 顺 遂 。 刚

毕 业 时 ，她 心 心 念 念 想 要 落 脚 城 市 ，想 要

一份薪酬尚可的体面工作，不惜与决定回

县城机关单位就职的章伟分手，后来她不

断调适自己的需求，在窘迫的经济状况的

压 力 下 ，她 放 弃 了 在 大 公 司 就 职 的 想 法 ，

勉强找了私营补习学校就职，后来在学校

解 散 后 ，昧 着 良 心 在 骗 子 公 司 混 ，然 后 是

房产公司的售楼处业务员，后来转为写公

众 号 的 岗 位 ，写 出 了 一 些 名 气 ，就 算 跳 槽

也会有接收单位了。这大约五六年里，许

晶晶的心理状态一直是绷紧的，她认真勤

奋地工作，但是，时势不由人，补习学校和

房产业先后没落，许晶晶想要的稳定工作

悬之又悬，她向往的编制和“五险一金”的

待遇总是难以落实。许晶晶的优点是，她

没 有 躺 平 没 有 自 我 放 弃 ，每 次 遭 遇 挫 折 ，

在一段失落和消沉后，她总是会调整好心

态，鼓励自己继续坚持下去。

作者把小说主角设为女性，显示了女性

在求职道路上比男性更艰难的状况。很多

的坑等着阅历尚浅的姑娘们往下跳。男人

们向许晶晶提出要求：谈朋友、结婚、暧昧、

当情人、包养……许晶晶有过动摇，仍然坚

持了自己的原则，绝不当一个随便的“处理

品”，她的择偶原则是人品、外貌、经济，人品

放在第一，“渣男”绝对绕行；太丑了不行，生

理性的抗拒；那么，就只能放弃经济这一条

了，所以她最后找了研究生出身的外卖员叶

能，这是计算再三的结果，而在婚后一地鸡

毛的窘迫环境里，她时常疑惑着自己的选择

是否正确。

作为一位打工人，许晶晶的梦想很平

常 却 又 那 么 难 以 触 及 ，她 不 断 地 打 拼 ，时

刻不敢放松，小说里写她生孩子满月后就

再三请求领导让她休假回去上班，因为她

害 怕 离 岗 之 后 这 个 岗 位 就 被 别 人 占 据

了 。 一 个 微 不 足 道 的 写 公 众 号 的 职 位 都

是 不 敢 放 松 的 ，要 紧 紧 抓 在 手 里 的 ，她 早

已是一只惊弓之鸟。许晶晶的故事说明：

阶层世袭，贫富悬殊，上升通道拥塞，整个

社会结构日趋闭合，自力更生的打拼在今

天有多么艰难。这是许晶晶的故事，也是

千 千 万 万 普 通 家 庭 出 身 的 年 轻 人 的 故

事。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作为一个大

众文化的文本，展现了这个时代的社会结

构和阶级图景，具有普遍意义和社会剖析

的意涵。许晶晶难以掌控自己的命运，真

正能决定的，是人置身其中的无所不在的

社会局限性，而许晶晶以自己的坚韧意志

在为自己争取最大的机会，一丝熹微就是

一道出口。

在与焦虑对峙中的年轻人粗粝的冲撞

劲头，不管哪个时代，都是珍贵的。这是社

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应当聆听年轻人的

心声，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

《新奋斗》
作者：郝永平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本书从新奋斗的理论基础、时代背景、科学内涵、价值追求、总体要

求共五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面临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如何艰苦奋斗、不
懈奋斗、共同奋斗、顽强奋斗，以推动全体人民在物质生活上更加富裕、
在精神生活中更加富有，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本书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有助于激
励广大干部群众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传承和发扬伟大奋斗精神，在新时
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如何坚持问题导向》
作者：任初轩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任初轩，取人民日报出版社宣传之谐音，是人民日报社编辑的集体署

名。坚持问题导向，实质上是一个及时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着力解决问
题的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最优良的方法论传统和最鲜明的方法论特征，而
运用问题导向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一个优良传统和成
功经验。本书收录《人民日报》刊发的评论、理论文章，旨在帮助广大党员干
部深刻理解问题意识及问题导向的科学内涵和应用方法。

《大地中国》
作者：韩茂莉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历史地理是“昨天、前天的地理”，本书将历史的时间体系纳入地理空

间，依循山河地理，讲述历史上的那些事情，城市、都邑、农田、牧场、关隘
等，仅仅是大地上的一块耀斑，虽然不能涵盖大地，却有着地理的魅力。本
书以时间为纵轴、地理空间为横轴，涵盖中国历史地理的核心问题。它是
历史地理爱好者人手一册的必读之书。

《古人谈读书》
作者：吴尚之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中国自古就有读书的优良传统，热爱读书、崇尚读书之风绵延数千年。

古代先贤关于读书治学的观点和论述内容非常丰富，许多至理名言流传至
今，不少读书故事家喻户晓，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引领了一个又一个时
代的读书风尚。本书收集和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与读者分享。

《北爱》
作者：老藤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东北是我国装备制造业中心，是“国之重器生产地”，是当代作家探索社

会发展的重要素材。小说以中国隐形飞机、打飞机设计为背景，从小切口入
手进行全景式抒写，聚焦当代中国飞机制造业前沿，展现十八大以来国家实
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东北大地从产业结构到人的心理、社会文化发
生的深刻变化。作者以主人公苗青为圆心，塑造了一组鲜明的时代奋斗者群
像，他们在选择面前，从不讨价还价，而是抓住历史机遇，将个人奋斗发展融
入时代的广阔舞台。有人总结本书“是急管繁弦，是骏马飞奔，是轻舟已过万
重山，是山间月、是林中风。是作家老藤的一腔赤诚与深情”。

《孤帆》
作者：陈世旭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部纯文学形式阐述知识分子经历的作品，主人公像一叶孤

帆，在命运的河流跌宕起伏。作者通过一个平凡的成长故事，试图打破
平庸，最大限度夸张了人物的奋发和沉沦、升华与堕落、完美与败坏之间
的挣扎。作者意图由此超越种种表象的社会成见，诸如成功与失败、奋
斗与沉沦、希望与幻灭、升华与堕落、完美与败坏之类传统的道德认知与
观念，尽可能清晰地揭示人性的各个层面，并经由这种揭示，呈现出作者
对真善美这一人类永恒价值的倾向。

《科技强国》
作者：白春礼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本书以时间为线索，从开启科技强国之路、苏联对中国科技事业的援助、

向科学进军、科学的春天、改革与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走向科技强国 7个
方面，系统梳理 70多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的历程，系统论述到 2030年时使我国
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 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路
径方法，着力呈现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发展道路。本书有助于广大党员、
领导干部和科技工作者深入理解科技强国这一概念，共同为加快建设科技强
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凝心聚力。

《写给未来的信》
作者：王侯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社
全书内容涉及人工智能、外星文明、癌症、基因、能源、气候、脑科学等领

域的最新理论和研究成果，如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自动驾驶，病毒结构解析
及疫苗、靶向药物开发，癌症、传染病的病理探究，关于黑洞、外星生命、引力
波、中子星等宇宙学的前沿知识，全球气候变化，“液体阳光”“人造太阳”等能
源领域的最新技术，神经退行性疾病、脑机接口等脑科学热点。

《我们这十年》

作者：李春雷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我们这十年》从时代与个人、历史与当下、文本与情感这三个角度
出发，用饱含深情的语言、精心锤炼的文字，经过作者的亲自采访与记
录，结合社会 10 个领域的发展变化，用饱满的感情书写了新时代的中国
故事，以小切口见大视野，从普通人物的不平凡事迹中，追寻全社会的十
年记忆，将这个时代的主题通过人物进行刻画，饱含深情的写作将这个
时代记下，让读者站在十年大时代背景下，通过人物故事去感受我们的
时代、理解我们的时代、共鸣我们的时代。

《秘境回声》
作者：邓西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本书是“我的国家公园丛书”之一，丛书是在国家公共管理局专家指导

下，由大象出版社精心策划，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徐鲁担任主编，以国家公园为
背景创作的一套原创儿童作品。《秘境回声》使用孩子的视角，以海南热带雨
林公园为背景，用充满诗意和想象力的细腻笔触带领读者进入热带雨林，探
索雨林中的奇妙万象，感知多彩的海南民俗文化，描绘出一幅幅尊重自然、保
护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三门峡市委宣传部供稿）

““书香三书香三门门峡峡··好书月月荐好书月月荐””
20232023年年55月推月推荐书目荐书目

文学需要独特性
归田

绝不仅仅是好看
韦玉红

一部鄂温克族人的兴衰史
聂爱蓉

沧桑世间，最懂额尔古纳河的人，一个
当属鄂温克族年届九旬的女儿，一个应是黑
龙江畔年近花甲的作者。

额尔古纳河，时而安恬从容，时而激越
奔 涌 ，时 而 素 雅 净 丽 ，时 而 凄 婉 苍 雄 。 在
这里，鄂温克族沧桑悲壮的变迁与抗争历
程 ，被 守 护 着 ，被 见 证 着 ，也 被 湮 灭 着 ，被
敬畏着。

作者也正是将额尔古纳河作为向自然
探询“万物皆有灵性”思想价值的渡口，作为
向社会传递“平视生命尊严”人文情怀的流
觞，作为向世界拆卸“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囹
圄的滩头。

因此，作者在额尔古纳河畔，为鄂温克
族人在所谓现代文明与进步的裹挟下，仓
皇且无奈地滚爬着前行而哀婉叹息时，也

平 静 又 深 长 地 抒 发 着 自 己 对 社 会 、自 然 、
时 代 、国 家 与 民 族 的 伦 理 观 照 、审 美 追 求
与文化担当。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说，
自 然 能 够 启 迪 博 爱 和 善 良 ，给 人 以 幸 福
感。只有重回自然，才能恢复人的本真状
态，才能让人们领会“朴素生活，高尚思考”
的真谛。

在书 中 ，作 者 以 饱 含 诗 意 栖 居 美 好 愿
景 的 生 态 文 学 ，以 至 真 、至 善 、至 美 、至 爱
的 艺 术 表 现 形 式 ，引 领 广 大 读 者 回 归 自
然 ，并 将 自 然 根 植 于 心 灵 深 处 ，从 而 达 到
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境界，并深度昭示了
鄂温克族人原生态危机的根源，对我们未
来如何走上和谐的持续发展之路，存在着
重要的哲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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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情怀的流觞
胡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