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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棵来自达斡尔民族的向日葵那棵来自达斡尔民族的向日葵
——读吴颖丽的诗读吴颖丽的诗 □□范希春范希春

每一个民族，总会有一些作家、诗

人、歌者，为本民族代言，表达本民族的

情感和诉求，唱出本民族人民的心声。吴

颖丽，就是这样一位达斡尔民族诗人。

追慕达斡尔民族历史，礼赞达斡尔

民族文化，歌唱达斡尔民族日常生活，是

吴颖丽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这在其饱

含深情的《一个热爱太阳的民族》《白那

查》等诗作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在《达斡

尔·特日格》中，她这样写到：“初识你/是

骑在那匹小马驹上/听着爷爷絮絮地说/

要记住啊/它的名字叫勒勒车/也叫做达

斡尔·特日格//就是它/曾驮着达斡尔人

过生活……”在这些抒写达斡尔民族的

诗中，诗人坚守民族文化立场，以民族诗

人的独特视角，对历史、文化、生活进行

诗意的表达，探索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

的现代意义，张扬民族精神。

怀乡一直是诗歌表现的主题。吴颖

丽的祖辈一直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她

本人也出生在那里，并在那里度过了她

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那里是她放飞梦

想的地方，也是她精神的故乡，更是她安

放心灵的地方。正如她在诗集《我在云上

爱你》序言中所写，呼伦贝尔草原，“那是

我最初的所来之地，也将是我最终的皈

依”。她的诗作《我和你——一个牧人的

情话》就是最好的证言：“我是茫茫的草

海里/渺如尘埃的牛羊/我是荏苒的时光

中/逐草而居的牧人/而你，用苍莽的穹

宇/教会了我虔诚敬畏恭敬汲取/于是/我

知道/你，才是我最终的皈依”。

作为一个生活于现代都市的人，吴

颖丽的诗超越了她的生存环境，而赋予

她的民族和草原以新的意义，是一个真

正的草原人在用诗的语言来展现民族精

神和草原文化，书写呼伦贝尔草原游子

共同的乡愁和怀想。

缘于女性对爱的向往，爱情诗往往

在女性诗人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同样，爱情诗也是吴颖丽诗作中最感人

的部分，但吴颖丽的爱情诗诸如《和你在

一起》等，超越了自我的简单感受，进入

了一种大爱之境。这些爱情诗，时而热

烈，时而肃穆，时而柔情似水，时而执著

自持，令人难以忘怀。

同样地，描写祖国山河的家国之作，

诸如《玉龙雪山》：“真想/成为你啊/或者/

就只是你/巍峨的山巅上/那一颗小小的

雪粒//有时，云蒸霞蔚/有时，碧空如洗/

有时，剔透晶莹/有时，峰峦叠翠……”她

的这类诗作，寓意的对象是多元的，读者

可以从多个维度去理解。但有一点却是

明确的，那就是作者的深情大爱——家

国情怀。

追求光明、伸张正义，挞伐不公和丑

恶，是吴颖丽诗歌创作的另一个重要主

题。如此之丰富的题材元素集中在一位

诗人的作品中，说明她的生命是饱满的，

她的灵魂是丰盈的，她的情感是充沛的，

她的创作是有生命张力的。

在长期的诗歌创作中，吴颖丽形成

了清新自然、纯净优美、知性率真的艺术

风格。她的《安宁》《落雪的小镇》《一颗小

小的露珠》《最美的凋落》等诗作，从任何

一个角度看，都是透明的、纯净的，有一

种清澈如水、纯净如天的美感。而她的诗

情表达，则是真切、平易、纯真的，正如王

国维所说，“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温暖，是吴颖丽诗作传达给读者的

第一感受。暖色，是吴颖丽诗作的审美基

调。《冬天里的想象》等作品，都是有温

度、有暖色的。她的诗总是体现出对光明

和希望的永恒追求。她的精神世界是阳

光的、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因而她所

营造的诗歌世界也是温暖的，有时甚至

是热烈的，总是透着一股春的暖意，给人

以希望和信心。

有学者研究表明，“知性”是达斡尔

族文人诗歌的重要特征。从自然中获得

启悟，从日常生活中体会哲理，并做出诗

意的哲思表达，甚至是形而上的追寻，是

吴颖丽诗歌知性美的特征。《薄薄的一

程》等诗作中，都充分凸现了诗人对知性

美的追求。

增强音乐性是诗歌获得形式美感的

重要途径。达斡尔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

的民族，达斡尔族的民间音乐有山歌、对

口唱和歌舞等多种形式，以热情奔放、委

婉多变、节奏鲜明、节拍严正见长，其歌

词具有与生俱来的音乐性特征。吴颖丽

的诗歌继承了达斡尔民歌的音乐性，兼

具诗歌内在音乐性和外在音乐性之美。

在内在的情感律动上，其诗歌内容本身

具有的情感起伏，形成其诗歌音乐美的

主旋律；而在其诗歌表现形式上，重章叠

句，循环往复，一唱三叹，具有优美的音

乐节奏。这样的诗性特征，在她的《原乡

人》等诗作中均有鲜明体现。

吴颖丽的诗歌创作有着多方面的艺术

探索，并初步形成了一定的风格，但在题材

的深入挖掘、思想的深度广度等方面，仍需

进一步提升。相信通过持久不懈的努力，吴

颖丽会创作出更多无愧于达斡尔民族、无

愧于呼伦贝尔草原的佳作。

时间像阵风，悄无声息中吹走了10年的光影。

回溯这10年的时间，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有

一件事是值得我们回忆和礼赞的，那就是《民族文

学》蒙古文版、藏文版、维吾尔文版的创刊。现在回

看这 10 年，《民族文学》三种少数民族文字版为少

数民族作家打开了一扇窗子，让他们看到了文学叙

事的多种可能性，更深入地了解文学是怎样表达情

感及主题的；也为母语读者送去了丰盛的精神食

粮，让他们读到世界各地优秀作家的文学作品，也

了解了边地作家的最新创作。这极大地满足了母语

读者的阅读渴望，让他们了解了中华大地上不同民

族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情感，增进了彼此间的了

解和包容。

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见证了《民族文

学》三种少数民族文字版最初创刊的过程。2009年，

是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中国作家协会在鲁迅文学

院办了一期包含全国 56 个民族学员的作家班，我

是作为藏族作家的代表参加的。更出乎意料的是，

在鲁院导师通过抓阄来选择自己的学员时，时任

《民族文学》主编的叶梅老师，选上了我和来自云南

普洱市文联的李梦薇，我们成为了叶梅老师的学

员。这是一种缘分，使我跟《民族文学》结下了深厚

的感情。叶梅老师那时特别忙，在办好《民族文学》

刊物的同时，筹备着蒙古文版、藏文版、维吾尔文版

的创刊事宜。在各方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政策和经

费落实到位，只待《民族文学》少文版的正式出刊。

记得是 2009 年 10 月的周末，我们接到叶梅老

师的电话，要我们前往后海的《民族文学》编辑部，

参加《民族文学》少文版创刊的一个小型座谈会。贺

西格图、阿拉提·阿斯木、李梦薇和我一同前往。我们在幽深的小巷里

找到了《民族文学》编辑部，这是一座令人难忘的四合院，在这里我

感受到了北京古老的气息，体会到了时光的荏苒，感受到莫名的亲

切感。当时参会的，除了《民族文学》的各位编辑外，还有藏族作家降

边嘉措和几位出版人。在这次座谈会上，叶梅老师给我们详细讲述

了党和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经费上的支持，希望我们这些

作家翻译家以后全力支持《民族文学》少文版。我们也分别简短地谈

了《民族文学》少文版创刊对于促进民族地区母语文学繁荣发展的重

要作用。之后，看到印刷精致的《民族文学》少文版，我心里的那份喜悦

是无法言述的。

后来，我从鲁院毕业，时常能接到叶梅老师和杨玉梅编辑的电话，

让我给刊物推荐翻译人员，并谈谈刊物的读者反应情况。我竭尽全力

将西藏的许多翻译家推荐了过去，也将读者的一些意见也转述了过

去。说是意见，其实都是从文字和语言的规范上提出的一些设想。藏区

分三大方言区，起初的翻译有一些方言上的差异，造成阅读上的障碍。

后来这种状况慢慢地改变了过来，可能是各方言区的翻译家们开始注

意这些问题，从而以更规范的藏语进行翻译的结果吧。

我也时常收到藏文版的《民族文学》，每次都要撕开包装袋，打开

来看看目录，一些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名字赫然在列，他们最新的作品

在第一时间被翻译成了少数民族文字，使得母语读者和作家及时读到

这些佳作。没有了时间的间隔，没有了文字的障碍，尽情感受这些优秀

作品提供的强大能量。这是《民族文学》少文版给予我们的最好馈赠。

从另外一点来说，《民族文学》少文版的推出，也增进了各民族作

家之间的交流和理解，从而达到共同的进步。之前，西藏作家班丹接到

《民族文学》的翻译任务，翻译了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当他完成任务，把

作品发过去之后，依旧沉浸在那篇作品之中。有次，我们西藏的作者聚

会，班丹提到了这篇作品和作者，我跟他说，这是我鲁院学习时的同

学。他就跟我要了作者的电话，说一定要跟这位作家联系，听她讲述创

作的初心和过程。之后，班丹真的打了电话，相互之间进行了很深入的

沟通和交流。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无需赘述。

总之，《民族文学》蒙古文版、藏文版和维吾尔文版，从创刊至今已

走过了10年的旅程。从最初的摸索，到现在的栏目一应俱全，《民族文

学》的编辑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正因这种勤恳、无私、奋斗，《民族文

学》少文版成为读者、作者心目中的一盏明灯，引导着他们的精神世

界，启迪着他们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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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战役是攸关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重要一战。瑶

族作家光盘的长篇小说《失散》，对湘江战役进行了生动

的书写。小说没有从正面描写湘江战役的全貌，而是另

辟蹊径地选取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故事展开叙述。每个故

事独立成章，但故事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红军战士谢全富在战斗中负伤昏迷了过去，村民唐

久权将谢全富带回家养伤。唐久权的目的是把谢全富卖

给军警唐友苟——只有四肢健全的红军才能卖个好价

钱。军警唐友苟转手就以收购价的三倍价格把谢全富卖

给了地主刘炳生。谢全富的传奇经历也由此展开。在地

主刘炳生家，还有四个与谢全富遭遇相似的人——王国

礼、陈厚泽、李润林和谌天寿。他们都是湘江战役中与部

队失散的红军战士。王国礼是这几个人中比较特别的一

个。为了重获自由，王国礼参加民团成为唐友苟的跟班，

甚至不惜入赘娶了位寡妇。在谢全富等人眼里，王国礼

的所作所为令人不齿，他背叛了红军、背叛了信仰，他简

直可恶至极。王国礼新婚之时，向谢全富坦白了一切。他

之所以这样卑贱地活着，是为了寻找一双藏有重要情报

的绣花鞋。可惜王国礼终其一生都没有找到这双失落的

绣花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大量招兵，李润

林和谌天寿由于身体原因最终选择了回乡谋生，陈厚泽

稀里糊涂地被拉去当了国民党兵，最后战死沙场。谢全

富在寻找红军未果的情况下，再次回到刘炳生家，最后

在刘炳生的撮合下娶了刘炳生的丑侄女，并成为了当

地地主。这群与红军失散的战士们，他们的遭遇是具有

时代典型性的。这群在枪林弹雨中走过的战士们，离开

了熟悉的部队重新做回老百姓，对他们来说是具有挑

战性的——这种回归充满了无奈和历史偶然性。但红

军为老百姓服务，让穷人过好日子的理念一直陪伴着

这群特殊的战士们。解放后，这群失散的战士们都拒绝

了国家补助，因为他们感觉惭愧，他们没能成为自己心

目中的英雄。他们惟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住自己的信

念，用那颗赤诚火热的心对抗岁月的侵袭。

二

第二个故事，讲述的是湘江战役中与部队失散的国

民党军官吴之顺，还有一个红军战士谌天来。

谌天来和吴之顺在湘江战役中受伤昏迷，他们被蒋

家村的医生蒋述德救治。两个人身体恢复后，吴之顺带

着千方百计抓住的谌天来回到国民党军队驻地，他将谌

天来当作重回军营升官发财的筹码。滑稽的一幕出现

了，等待他的是勒令离开——吴之顺作为战争阵亡人

员，抚恤金已经下发完毕，而现在的吴之顺腿瘸了，不适

合留在部队了。回到故乡后，吴之顺成了多余人。他开始

怀念蒋家村，怀念那个充满人情味儿的穷乡僻壤或者说

他想念蒋述德和谌天来。最后，他变卖了自己的财产，来

到蒋家村定居。他成为了蒋家村的裁缝。

这个有关失散的故事很具有颠覆性。战争改变了谌

天来和吴之顺的命运，两人在湘江战役中受伤致残，命

运也因此遭到改变。他们都偏离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而

蜕变最大的是吴之顺。我们看到了一种价值观对另一种

价值观的同化。在历经妻离子散和被迫离开部队后，吴

之顺幡然醒悟，他追求的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罢

了，家庭亲情在金钱面前不堪一击。而与他毫无血缘关

系的蒋述德和谌天来给予了他无限的温暖。他被蒋述德

和谌天来的价值观打动，他们的善良、无私、为他人谋福

利的精神不断影响着他。

蒋述德、谌天来和吴之顺代表不同阶级，这些人在

特定历史时期，成为彼此生命的一部分。吴之顺由一名

国民党军官转变为裁缝，这种身份的转换是具有典型性

的。吴之顺的蜕变是历史形势所趋，只有真正忘我的人

才能融入到人民群众中去。

三

第三个故事的主角既不是红军战士，也不是国民党

士兵，而且一个美丽的姑娘。

“月亮”是镇上出了名的美人，她本该欢欢喜喜嫁进

桂林城，衣食无忧地过完她的一生。天有不测风云，月亮

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抢亲，惊慌失措的月亮被一群红军

战士搭救，带头的是一位连长。月亮悬着的心还未平复

就收到了连长与战士们牺牲的噩耗。她跌跌撞撞来到扔

尸体的井边，决定在井边定居，为牺牲的连长和战士们

守灵3年。这个惊世骇俗的决定，使月亮的婚事告吹了。

日子就这样平淡地进行着。解放战争胜利了，月亮平淡

的生活开始出现涟漪。月亮守候了10年的连长从天而

降，月亮蒙了，连长蒙了，所有人都蒙了。月亮无法给自

己的守候一个定义，似乎名不正言不顺；连长压根儿就

不知道月亮的存在，他已经娶妻生子。痴情的月亮该何

去何从呢？月亮没有住在井边的理由了，于是她摆了一

个小摊儿，依靠卖杂货，独自度过了后半生。

月亮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没有参加湘江战

役，但她的人生因湘江战役而改变。月亮与人间烟火失

散了，她活在了梦里，她一个人的梦里。与其说月亮痴

情，不如说月亮对红军产生了超乎寻常的好感。这支部

队颠覆了她对军人的认识，这些战士为人和气，军纪严

明，花钱买菜买米，绝不骚扰老百姓生活……月亮对红

军的这些认识，都是通过那位连长完成的。所以，月亮将

对红军的好感表现为对连长的用情至深。月亮的痴情

令人费解，如果将其理解为简单的男女情爱似乎太过

肤浅。月亮执拗地守着那口井生活，她守的不仅仅是连

长和牺牲的战士们，更是对理想的执著追求。这理想是

月亮的一个梦。这梦是月亮理想中的生活，她期待与像

连长这样的人共度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连长在月亮

心目中不是人，而是红军的化身。

以上是《失散》讲述的三个故事，不得不承认，光盘

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从不同阶层的人物入手，通过人

物遭遇侧面烘托湘江战役的残酷、惨烈。作者更多关注

的是战争过后小人物命运的改变。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

性都暗藏其中。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人物命运的改变充

满了戏剧性。湘江战役已经过去85年，这场战役的亲历

者所剩无几，但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这群特殊的战士

们，默默无闻地坚守着自己的初心，这不也正是共产党

人的坚守吗？

别样的传奇故事别样的传奇故事
——评光盘长篇小说评光盘长篇小说《《失散失散》》 □□陈陈 霞霞

蓝色大调
——写给黛海

黛海的寂静

经过挣扎努力后，我们

没有找到夏天的入场券

等待或祈祷着什么

牧人把心撕成碎片

也不会把痛说出来

其实他们的眼睛在控诉

失去季节的遗憾

没有雷声的天

开口

失去了季节，就像

没有了天空

辽阔的绿浪虚幻涌现

像退潮的海，空荡无措

游牧的心

像返青的羊

吃着泥土中的草根

干枯地跳动

往日不在意的蓝色大调

成为了苦苦祈祷的佛容

不知是拒绝还是厌倦

夏天到来之前的那个季节

映照蔚蓝天空和候鸟的

一湾圣水

等到何时才能

让我们珍惜

青色韵律
——写给草原的秋天

季节拉长了节拍

伸展着窈窕身材

疯长

即将迁徙的候鸟

在晴朗宽阔的天地间

灵动

草丛拥着

奉献出心灵的果实

开始更换

饱经岁月风霜的衣裳

从容地走向

一年一度的

干枯和死亡

爱伸展着翅膀

在风的律动中

逍遥

云朵变幻着姿态

手拉着手踩踏着

青色的韵律

去寻找那颗

整夜未眠的星星

草原的色彩
□锡林巴特尔（蒙古族）

本报讯（记者 明江） 11月1日，由国家民委主办的“美

丽中国·和谐家园——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系列展”之

“大美青海——新中国成立70周年青海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成

就展”，在民族文化宫隆重开幕。国家民委党组书记巴特尔与

到场嘉宾共同参观了成就展。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省长刘宁

出席开幕式，国家民委副主任郭卫平、青海省委常委公保扎西

出席并致辞。

郭卫平在致辞中指出，“美丽中国·和谐家园”系列展是国

家民委重要的品牌展览活动，通过图文并茂、影像视频等展览

形式，生动展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

族关系、中华民族面貌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展示党的民族政策

的成功实践，展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

风貌。

70年风雨兼程，70年砥砺奋进。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

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青海省委、省政府团

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不断砥砺奋进、开拓创新。此次“大

美青海”展览分为“光辉照耀”、“跨越发展”、“生态优先”、“团

结进步”、“脱贫攻坚”、“再铸辉煌”6个部分，通过大量珍贵的

图片、实物、文献资料、数字图表以及文字解说，集中展示了青

海70年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取得的辉

煌成就，全面展现了青海600多万各族高原儿女幸福美好的现

代生活和全省各族人民团结和谐、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成就展现场，青海各市、自治州同时开展了主题日活动，

包括文艺演出和产品推介等活动，全面展示了青海多元的民

族文化、独具特色的生产方式、多彩的民族风情和大美的自然

风光，着重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文化旅

游、有机农牧业、特色产业和扶贫攻坚工作取得的成效。此次

成就展将持续到11月9日。

“大美青海”成就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