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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青年作家作品精选集》是
内蒙古首次以“青年”冠名的作家集结，
是新世纪以来内蒙古青年作家的一次
群体亮相。

习近平总书记说：“青年是标志时
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
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冯至先生
在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译
序中谈及青年，他说青年让他时常联想
到梵高一幅题为《春》的画，画中挺立着
的那棵开着粉红色花朵的桃树，忍受着
春寒，“枝干内却流动着生命的汁浆”。
这正是青年人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青
年是充满朝气的文学后备军，青年作家
是能够对时代做出敏锐洞察、积极回应
的一个群体，他们对新的语言、新的感
受和新的表达的热烈追求，代表着一种
面向未来的、青春的、勇于探索的文学
创造精神。他们是文学永续发展的可靠
保证。令人欣喜的是，内蒙古青年作家
业已形成一种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的创
作样态和文学气象，他们在多民族共
存、多元文化共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中构筑起了内蒙古文学不容忽视的
新生力量。

站在2020年的时间节点上给“青
年作家”划线，我们最终将之锁定为“75
后”的作家。征集作品为新世纪以来即
2000年伊始，内蒙古籍以及在内蒙古
长期工作和生活的作家在区内外国家
正规文学刊物公开发表的汉语文学作
品，包括中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不包
含网络文学）。作者年龄构成为“75后”
22位，“80后”41位，“90后”16位，“00
后”6位。由此也可以看出“70后”“80
后”仍然是青年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
他们当中有业已走入全国文坛视野的
作家，比如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蒙古
族）、刘汀、安宁、娜仁高娃（蒙古族）、晶
达（达斡尔族）、肖睿、照日格图（蒙古
族）、安然（满族）等；也有近年创作势头
活跃的谢春卉、阿娜（达斡尔族）、李亚
强、陈萨日娜（蒙古族）、邓文静（满族）、
胡斐、邰婉婷、燕南飞、鄢冬等；还有初
涉文坛就受到关注的渡澜（蒙古族）、阿
塔尔（蒙古族）、苏热（蒙古族）、晓角，以
及将写作视为“烹小鲜”的王侯瑜琬、张
鹤宁、艾嘉辰、李佳忆等新一代“后浪”
们。

在小说方阵中，以黑鹤最为知名，
他的动物题材小说，表现了在严酷的自
然环境中，人与动物之间的共生关系。
本书所选的《芬里尔狼》便讲述了一只
小狼的成长故事。在主人的精心呵护
下，小狼逐渐显露了狼的天性——机敏
和勇猛，但也恢复了不羁的野性，它已

不适应在人类的环境中生存，只能回归
自然。黑鹤善于用动物的视角，为我们
揭示自然界的真相，让我们反观自身，
从而对万物保持敬畏之心。刘汀的小说
更具有现代性，无论描写家乡内蒙古
（《草青青，麦黄黄》），还是他现在生活
的大都市（《黑白》），无一不是关注现代
人的生存境遇，他以文学拷问人的心
灵，饱含着悲伤和某种无力感，同时也
不乏温暖的人性观照。娜仁高娃长期生
活在库布其沙漠腹地，她对沙地和荒漠
空间的理解非同寻常，她不断挖掘生命
基因里的民族记忆，反复借用这片大地
上与人类共存的神风、石头、野柳、驼、
羊、半人半妖的阿拉姆斯等蒙古族文化
的诸多古老意象，呈现幻灭与重建、绝
望与希望的主题。她还善于以幽默和宽
厚的笔触，描摹在那种环境下牧人的生
存艰辛，揭示了他们乐观、坚韧的精神
世界（《热恋中的巴岱》《醉阳》）。1986
年出生的晶达是成名较早的“80后”作
家，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刺》就获得
了内蒙古文学创作“索龙嘎”新人奖。之
后她又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表现
了女性在现代与传统的冲撞中心理与
情感的变幻。她的作品，如《所有的灵魂
最后都到河里去》，则开始关注和回归
自己的民族属性，在时间和亲情的历史
纠葛中追溯生命的本质。肖睿也是“80
后”作家，他16岁就开始发表小说，早
期的写作大多是青春类的成长小说，而
他真正成熟是在他出版了长篇小说《生
生不息》之后。这部小说讲述了他的故
乡鄂尔多斯一个蒙古族家庭三代人治
沙的故事。这部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抒
写普通人对生态环境的守护，同时也显
示了年轻一代作家开始直面现实和当

下社会的自觉性。
在散文方面，安宁无疑是这批作家

中最有影响的写作者，她的散文或以故
土山东乡村为依托（《雨雪霏霏》《大风
吹过古老的村庄》），或以她工作生活的
内蒙古为视角（《呼伦贝尔草原的夏
天》），而她新近出版的系列散文《我们
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堪称一部中国
乡村史。在她的笔下，乡村是一个充满
矛盾、令她爱恨纠结的存在。所以，她的
表述是理性的犀利的，而内里却又柔软
而感伤。谢春卉和阿娜的散文创作进步
显著，且各有特色。她们都生活在呼伦
贝尔，前者对新时代草原蒙古族牧民的
生活观察细致而充满诗意（《彩云衣
裳》），后者则更多地展现了达斡尔族女
性的性格与命运（《带娃看云朵的日子》
《种下脐带的地方》）。晓角则出生于
2003年，是这批作家中年龄最小的，她
因家庭缘故辍学，但她自学识字读书。
文学于她是天赋，也是翅膀。在她的作
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野草一样默默生
长的顽强生命力。

在诗歌方面，安然的写作引人注
目，她的诗歌，尤其是爱情诗，清新、纯
粹而不乏想象力，她对诗歌精神的坚守
与追求值得称道。胡斐的诗给人以惊
喜，她的诗感性、舒朗、丰富，意境悠远，
其中《弹着陶布秀尔唱歌的男人》《对话
曼德拉》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景绍德的
诗与以上两位女性诗人的诗恰好形成
对照，他的诗性情饱满、视域开阔，且富
含着人性的悲悯和自省的力量（《浴池
记》《傻女儿》《人民广场》）。

在“90后”小说作者里，渡澜这个
1999年出生的年轻女孩，绝对是内蒙
古文坛近两年的一个独有现象，她的奇

思妙想和怪异的叙事方式，使她被评论
界冠以“天才”的美誉（《傻子乌尼戈消
失了》《昧火》），刚刚出道，就获得丁玲
文学奖小说新锐奖、《小说选刊》新人奖
等。还有阿塔尔，他的小说结合了历史、
幻想和通俗文学的因素，某种程度上拓
展了纯文学的写作空间，让人期待（《海
岸线的冬青》《蕾奥纳的壁炉节》《雪原
战争》）。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在创作
中，自觉地将蒙古语和汉语进行某种转
换和融合，取得了独特的叙述效果。这
批青年作家，或出手不凡、锋芒毕现，或
厚积薄发、各领风骚，以他们独特而新
鲜的文学表达和纷繁多彩的创作姿态
装点了内蒙古文学的浩瀚星空。

本书所收作品大都选自《草原》。近
年来，《草原》致力本土文学生态建设，
关注本土青年作家成长，不遗余力挖掘
新人新作，举荐形式不拘一格。2013年
始设立“草原骑手”栏目，连续不断地推
出内蒙古优秀青年作家。2018年策划

“内蒙古十二家”栏目，三年间先后刊发
“内蒙古诗人十二家”、“散文十二家”、
“小说十二家”，集中展示内蒙古当下青
年文学创作的整体面貌。同时为鼓励广
大的基层作者，设立“内蒙古文学地理”
栏目，每期以“盟市”为单元，有计划地
举荐地方作者。2020年又开设了“新发
现”栏目，将目光聚焦具有创作潜力的
文学新人。此外，《草原》还连续三年举
办“内蒙古诗歌排行榜”的年度评选；

“《草原》文学奖”专门设立新人奖以奖
掖青年文学新秀。

《内蒙古青年作家作品精选集》的
出版意义，一是填补了内蒙古出版史上
以青年作家为主体的空白，全面梳理和
展示了新世纪以来内蒙古青年作家的
成长脉络和创作成果。二是为内蒙古的
文学发展史提供了一套可资研究的青
年作家样本。三是通过这套书的出版，
为推进内蒙古青年作家群体走向全国
乃至世界提供精神动力。

青年作家的作品难免青涩，但青
涩是走向成熟的过渡，也是迈向经典
的底色。青年作家无疑面临着诸多的
写作问题，诸如缺乏深入社会生活的
激情，且难以找到介入现实的有效路
径；过多关注个人感受，而忽略群体乃
至我们时代的共同情感；还有语言和
叙述的同质化倾向等等，这些都需要
我们的青年作家在今后的创作实践
中加以解决。但我相信，以他们的才
华和勤奋，以他们对文学的执著与热
忱，内蒙古的青年作家们必将穿越那
些隐秘曲折的林间小径，到达根深叶
茂的文学的广袤天地。

杂花生树杂花生树 草长莺飞草长莺飞
————写在写在《《内蒙古青年作家作品精选集内蒙古青年作家作品精选集》》出版之际出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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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大时代的交响曲奏起时，总有许多乐谱与
篇章格外引人注目。《浴火繁花》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
党人向全世界宣告打响脱贫攻坚战之后的伟大时代交
响曲中的一段精彩篇章。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比较突出的贫困
地区。大理白族自治州下辖的鹤庆县则是云南脱贫攻
坚战中的重要战场之一，关联到整个西南地区的脱贫
攻坚战役。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央、省、州党委与政府的
直接关怀与领导下，鹤庆县结合自身特殊环境、特殊地
理条件，创造性地打了一场脱贫攻坚的漂亮仗。

记录和书写脱贫攻坚战的题材如今很多，但真正
要写好并不容易，尤其是要写出特色又能真实地反映
当地的经验，对作家而言是一个重要挑战。作家首先要
把握方向、又不能脱离当地实际，同时还必须总结出

“一、二、三”来，这本身就是“作曲”中很忌讳的事。但还
必须让“乐章”富有特色和经典，这对作家是个难题。脱
贫攻坚战役，首先是一场“战役”，而且是高难度的“战
役”，而最后检验它的是脱贫对象的满意度。作为一部
史诗意义的作品，切入点、宽阔面等都将考验作家的功
力。而这类作品需要的作家功力，不仅是写作技巧上的
能力，还关乎到作家对这场战役的认识度、情感的注入
度、采访和调查的深入度，所以扶贫脱贫题材其实并不
好写。除此，所有参与者和社会都在等待审视它的“准
确性”、“情感度”、“艺术点”等等。看完《浴火繁花》，我
觉得作家郭明达到了这几个“点”，他的切入视角宏阔、
把握尺寸精准、材料处理到位、艺术效果出奇，是脱贫
攻坚题材中的上品。

整部作品可圈可点之处不少，有三个方面甚为
突出：

其一，谋篇布局体现了创意性。
首先是作品名称优雅。《浴火繁花》这一名称立意

高远，思想深邃。浴火，寓意脱贫攻坚任务的极端艰难
与繁重。繁花，寓意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果。“浴火”与“繁
花”组合，简洁地兼融了党领导下的扶贫工作者的艰苦
付出与脱贫攻坚收获胜利两层辩证关系，寓意在党中
央的战略部署和英明领导下，鹤庆县委、县政府以超乎
寻常的意志力和行动力带领鹤庆人民决战贫困，带领
鹤庆人民从国家级贫困县的极端穷困环境中走出来，
最终迈上文明、富裕、幸福的康庄大道的艰难历程与伟
大行动。“浴火繁花”，会让人浮想起中华民族从远古至
今的一次又一次伟大崛起与复兴时的涅槃，使人激动、
感动、膜拜。

其次是结构精妙。乐曲讲究节奏，篇章更须讲究逻
辑与结构。《浴火繁花》的28个小辑既独立成篇，又与7
个章节互为整体，且与通篇四个字的小辑标题共同构
成完美的逻辑性和结构性，给人一种先睹结构便产生
建筑美、逻辑美与诗意美的快感。内容的联系性和事件
发展的推理渐进性的完美呈现，这都是作品的结构本
质，体现了作品内容的艺术效果和所反映的事件本身
的时代意义与历史价值。

最后是穿针引线得当。《浴火繁花》除了基本上按
照事物发展演进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外，还主要以文

亮、方哥、董主任三个人物的讲述为主串联全篇，同时
作品中还能隐约找到“我的足迹”这一线索，使文章的
连续性、人文性、生动性得以保证。叙事的根本是让所表
现的人与事件“留下来”，所以把散落的珍珠串成有节奏
感的乐章很大程度上成为决定作品好坏的最终标准。

作者没有为写鹤庆而写鹤庆，而是把国家高度与
小县工作融为一体进行构思，通过谋篇上的巧妙设计，
把脱贫攻坚战的艰难与伟大较好地展现出来——这体
现了创意写作的特点，即如何“实现创意”的问题，看得
出郭明在动笔前做过相应的思考。可以说，谋篇布局的
成功，使这部作品有了“蓝图”上的优长。

其二，多种写作手法融合运用。
《浴火繁花》首先采用倒叙的方式展开，随后层层

剥茧式地叙述。首先，作品是汲取多文体笔法的结晶之
作，新闻、报告文学、散文、小说、诗歌这些文体的影子
在作品中了了可见；其次，《浴火繁花》既把握了纪实叙
事的一般规律，又适当融入了类似小说写作的矛盾冲
突和节奏感，使扶贫这类常人看来是枯燥题材的文章
生动而有趣味；再次，倒叙、顺叙、插叙、补叙、平叙、描
写、抒情、议论、对比、类比、引用、象征等手法在《浴火
繁花》中时有运用，驾轻就熟；同时在叙述人称上，作者
也是将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叙述视角融合运用，灵活
转换。表达是手段，但决定了篇章的精彩与否，所以艺
术手法用得如何，也同样是决定作品高低的根本。

通过多种写作手法的融合运用，《浴火繁花》把脱
贫攻坚这种很难驾驭的枯燥素材盘活了，这一点也体
现了写作的创意性。

其三，作品的价值意蕴得到充分体现。
文以载道，《浴火繁花》通过讲述中国几千个县中

普普通通的一个县——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的扶贫
攻坚历程，以小县窥大国，以点带面、以小见大，既生动

讲述了鹤庆县“战贫”历程的艰辛，又巧妙反映了全国
脱贫攻坚战的大背景、大动作和时代意义。作品褒扬了
鹤庆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各族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感人故事，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初心情怀和使命担当，阐释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要寄托的感情或蕴含的意旨已
经达到——那就是通过书写鹤庆县脱贫攻坚战，实现
了积极的思想传递和更高的感情升华，从而让所有参
与这场战役的人能够在其中看到自己曾经的身影和这
个伟大时代的历史印迹。这一点特别重要。

对脱贫攻坚的认识，很多人只是停留在概念上。而
《浴火繁花》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用一名
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和文学视角，以严谨的构思、
缜密的布局、质朴的语言、深情的笔触、多元的手法和
生动的故事，以云南一个小县的脱贫攻坚管窥全中国
的脱贫攻坚，在自己的“足迹”中完成文章书写，最终把
在大多数人心中既熟悉又生疏、既宏伟又神秘的“脱贫
攻坚”这场伟大变革的发展和演进脉络展现出来，让读
者对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具体做法、胜利硕果和时代
意义获得了立体认识。同时作品还一定程度反映了中
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一时期中国贫苦人民的
生活现状、思想感情，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当然，《浴火繁花》还有可以进步的地方，就像脱
贫攻坚战役的胜利，也并不能代表工作的全部结束。
取得脱贫攻坚战胜利之后的鹤庆县，仍然在继续昂扬
地向前行，我相信作家会依然关注这片土地，书写更
加精美的新的时代篇章。那个时候，鹤庆篇章一定会
更出彩。

我们期待那一刻。最后，我们需要以庄严的方式，
致敬中国扶贫人！致敬奋战在鹤阳大地上的脱贫攻坚
无名英雄!也要特别感谢书写时代篇章的作者。

大国大国““战歌战歌””中的鹤庆篇章中的鹤庆篇章
————读郭明长篇报告文学读郭明长篇报告文学《《浴火繁花浴火繁花》》 □□何建明何建明

我第一次去甘南藏族自治州是1963年的9月，和藏族学
者、诗人丹真贡布在玛曲的一间小土屋里住了较长时间。当
时的玛曲县城只是坐落在大草滩上的一二百间土坯小屋，屋
顶多是铁皮，还不及别处的一个普通小村庄大。竟然有一家
建在地窝子里的新华书店，上面盖着碧绿的草皮，工作人员
只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是后面的墓群埋的死人比活人还多。
论自然风光可真是美得醉人，我的诗《明月出草原》就孕育在
那里。那一年我没有去卓尼，后来知道，诞生在卓尼的藏族女
诗人完玛央金那时才刚一岁。

我第二次去甘南是在“文革”后半期的1972年的11月，
是和一位作曲家被派去体验生活的。我们在夏河看到的拉卜
楞寺已经被拆毁了五分之四，剩下的房屋成了人民公社的手
工作坊。在首府合作，我们没有见到任何甘南文学界的人。后
来知道，那时的完玛央金正在合作上小学。

我第三次去甘南是1980年的12月，是应恢复工作的甘
南文联的邀请，与汪玉良、曹杰一起去给业余作者们讲课。我
们三人交叉着讲了好几天，并阅读他们的各种作品，提供修
改意见。作者中有一个18岁的藏族女孩，诗写得不错，人少言
寡语，文静而腼腆，她就是未来的诗人完玛央金。

在那以后的许多年里，在甘肃的一些文学活动中，我们
就常见面了，她的作品我也读过不少，却竟然不曾评论过她，
总觉得欠了一笔甘南文学的债。对于甘南的重要作家，我虽
然评论过丹真贡布、尕藏才旦等人的作品，但完玛央金是不
能忽视的。

不久以前，她寄给我一本散文集《洮河岸上》（四川民族
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这是她继《触摸紫色的草穗》之
后的又一本散文集。我读完以后，还真的有许多话要说，因
为这是一本难得的散文集，它相当集中地写了她的童年少年
时期家乡的人和事，书中风情万种，民俗独特，时代烙印深
刻，场景已不再现。文章笔法细腻，意切情真，像一厚本用文
字翻拍的社会影集，具有历史与文学的双重价值。但我不想
为它写一篇泛泛的、全面的评论，只想谈谈完玛央金书中的
语言，因为这一点在她的散文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且很少有
人谈及。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换句话说，文学的基本要素是语言，
文学之所以能称为文学是因为它使用的是文学语言。这个文
学的基本常识、文学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文学的最大优势，
却往往被人忽视，在许多文学作品的讨论和认知中，语言问
题经常会遭到诸如主题、题材、体裁、结构等问题的遮蔽和干
扰。殊不知一部文学作品的成败，语言是起着决定作用的。

究竟什么样的语言是文学语言？学术界似乎没有一致的定论。就像什么是
诗一样，古今中外有数不清的说法，至今也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定义，因为文学
和数学不同，由于观点、认识、角度、爱好、需要甚至心境的不同，不可能得出如
同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的结论。不过有一点是应当明确的，那就是必须首先把通
顺和达意排除在外，因为能够把话语说通顺、把意思表达清楚是一切语言的最
低要求，远远上不了文学语言的台阶，正如我们界定什么是人，不能把会呼吸会
吃饭当作条件。下面依我对文学语言的看法来谈谈完玛央金的散文。

精确性。曾有一位作家说过：任何一个意思都可以有十几种不同的语言表
达方法，作家的责任就是要找到那最恰当的一种。文学语言应当是描述一切事
物、表达思想感情最精确的语言，也就是经过反复选择的、最恰当不过的语言。
完玛央金在“巷道”一节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常见老年男人披件外衣，嘴里衔着
羊腿骨做的烟锅，蹲在墙根晒太阳。头发斑白的女人们已经老眼昏花，做不得针
线，坐在小木凳上，任凭小孙子在膝边绕来绕去，把自己拉扯得东倒西歪。”其中

“衔着”“蹲在墙根”“绕来绕去”“东倒西歪”等词语，仔细品味，都是经过琢磨和
选择的，精确的，最能传神的。再如她对“小脚奶奶”吃蚕豆的描写：“满口没有一
颗牙齿……嘴唇不时蠕动着……早上含一粒，咂巴味道，到晌午吐掉。”其中“蠕
动”“含”“咂巴”也都是不可替代的精确语言。

形象性。文学语言与评论、新闻语言不同，最忌讳抽象性。如果使用抽象的
语言来写文学作品，人物等同概念，情景必定模糊，感情埋于理性，读来兴味索
然，那肯定会是失败之作。比如写一个缺乏素养的食客，用的是“不讲文明”“不
顾影响”之类的语言，绝对是没有形象感的。完玛央金是这样描写的：他“高声说
话，剔着牙，把擦完嘴的餐纸扔在地上”。短短的13个字，就刻画出了他的粗鄙形
象，这就是文学语言的力量。又如她对一位“陕北老八路”出身的“门卫”的描写：

“他每次讲话，都得先把一杆烟锅从嘴里拔出，一开口，牙黄黄的。”这种细腻的
观察，用抽象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

审美性。文学语言是美的，是“雅言”，是高档的语言。它排斥啰嗦和平淡，更
排斥粗俗与肮脏，阅读它是一种美的享受。文学语言的审美性既包括语言自身
之美，也包括它所营造的意境之美。对此，作为诗人的完玛央金是尤其懂得的。
你看她对草原的描写：“阳光清澈地洒在河两岸的草地上，点点牛羊缓缓移动，
一群军马悠闲地吃草。抬头看天，离得很近，云彩仿佛举手便摘得。”这样美的画
面只有使用文学语言才能构成。她写松树：“松树站得很本分，端端正正，枝干伸
展得很有分寸，把阳光雨露，大片大片地让给了粗壮的和瘦弱的杨树。”不但景
象美，还写出了松树的品格美，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语言的修养。

隐喻性。文学语言还有个微妙的特点就是具有隐喻性，有时有话故意不直
说，而是点到为止，或者欲言又止，或者只是展示一幅画面、一种情景、一个动
作，让读者自己去领会琢磨，自己去做出结论，其中的诱惑力和趣味性自不待
言。请看完玛央金的这一段“领导给群众拜年”的描写：“那个书记……坐一辆苏
联进口的华沙轿车，从车上下来，肩膀耸一耸，披正身上的军大衣……身后跟着
五六个提公文包、拿水杯的人员。”他“用穿军用大头皮棉鞋的脚踹门，里面的人
诚惶诚恐满面笑容迎出来。……书记进屋站着不落座，所有人都站着。书记环视
房间一圈，又启动两片厚嘴唇不是十分清晰地说：好好工作！转身离开，不耽搁，
去下一家。即使谁家的门被踢落了油漆，也是倍感荣耀的事——小城最大的人
物来家里了。”这是多么精彩的隐喻性文字！表面看来它只是纯客观地叙述，却
活灵活现地展现了那位上级领导的傲慢与下级群众的奴性。它比直接进行评说
更能深深刻入读者的内心。

创造性。文学语言不是“陈言”，不是人云亦云的语言，不是让人的“耳朵磨
出茧子”的语言，而是鲜活的、具有创造性的语言。这种例子在我国的古典诗歌
中最多。我来引证一段完玛央金写她在舅舅家吃面片的文字：“那是一碗端起来
就香味扑鼻的面片。清清的汤上漂着零星油花，碧绿的新葱叶子间卧着一颗荷
包蛋，静若睡莲。”荷包蛋卧在新葱叶子中静若睡莲，其创造性、新鲜感十分明
显，读来令人欣喜，这就是文学语言的创造性带来的效果。又如，她写一位姑娘

“天生一副好身材，袅袅婷婷，走到哪里，皆引来一片回眸”，这个一片回眸就带
有创造性。再如，她写柳叶“小的如指甲盖，半露半藏，有点自卑和怯懦”，这也不
是常见的那些形容。

音乐性音乐性。。文学语言的音乐性是由汉字的单字单音文学语言的音乐性是由汉字的单字单音、、具有四声的特点决定的具有四声的特点决定的，，
组合起来千变万化组合起来千变万化，，读将起来抑扬顿挫读将起来抑扬顿挫，，这是它独有的优点这是它独有的优点。。我国的古典文学都我国的古典文学都
是有音乐性的是有音乐性的，，诗歌就不用说了诗歌就不用说了，，最突出的是骈体文最突出的是骈体文，，它的四六句的节奏是如此它的四六句的节奏是如此
铿锵铿锵。。现代文学当然不能复古那种接近死板的节奏现代文学当然不能复古那种接近死板的节奏，，但是根据汉字的优势适当但是根据汉字的优势适当
讲究节奏讲究节奏、、令人读起来有一种音乐性的美感令人读起来有一种音乐性的美感，，从而为文学语言增辉添彩从而为文学语言增辉添彩，，也是必也是必
要的要的。。完玛央金的散文完玛央金的散文，，对于这一点似乎不太在意对于这一点似乎不太在意，，虽然也有含着音乐性的语言虽然也有含着音乐性的语言
出现出现，，例如例如““清晨清晨、、黄昏黄昏、、春去春去、、冬至冬至，，每日深深地呼吸每日深深地呼吸，，便感到卓尼那特有的醉人便感到卓尼那特有的醉人
的味道的味道，，时时想时时想：：我还要回去我还要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