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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行礼赞
——读《云岭医师——抗疫2020》 □吴兴葵

在一些特殊的时刻，譬如灾
难、疾病、战争等等，人们都需要有
一种行动存在，那就是：拯救！在灾
难中对他人的救助和支援，是人们
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是人类文明的
重要精神财富。由杨红昆、徐和平
主编的表现云南多民族抗疫的《云
岭医师——抗疫2020》一书，由云
南人民出版社出版，30万的精彩文
字是由云南十多位作家和作者写
给为抗击新冠肺炎而全力以赴的
医师们的赞歌。这赞歌，更是唱给
全国所有在抗疫期间忘我地战斗
的医护人员的！

书中每一个故事主人公的所
言所行，无一不令人血脉翻腾、热
泪盈眶……比如，云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呼吸与危重疫医学科副主任
何建林在防护服上写下的诗句：

“荆楚长云暗雪山，通山遥望碧鸡
关。病区百战穿白甲，不破此疫终
不还”，这种无畏精神和必胜豪气，
让人肃然起敬。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中，总是有着这样一些人：平凡但
热血、勇敢但慈爱，普通但不俗。

书中《后记》部分杨红昆这样
写道：“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精神文
化产品，通过审美直达人的精神世

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观念和道德情操。优秀的文学作
品，总是给人向上的精神力量，对
促进社会和谐起到推动作用，对文
化的发展也会有基础性的再创作
的助推力。一部不承担社会责任的
作品，即使赢得再大的市场，也是
对社会的亵渎，是文化的垃圾。”是
的，在当下的创作群和读者群中，
正需要这样的反省和认知。文学创
作源自实践和生活，归根到底源自
人民，创作的目的必然是颂美扬
善，终是为了展现人民在实践与生
活中对美好的渴求与追寻。

文学应该具有人民性，是伴随
历史而前进的，是反映社会发展进
步的。《云岭医师——抗疫2020》正
是展示了这种阳光的心态。这样阳
光的心态来自哪里呢？来自正确的
历史观、爱国情怀、民族精神，对世
间美好和人性之美的赞许与执著、
对文明的期待与实践………阳光
缕缕、是他、是你、是我；是作者、是
读者、是书中的每一位奉献者和逆
行者。《云岭医师——抗疫2020》，
正是云南作家和作者怀着阳光的
心态，本着颂扬“医者仁爱”的良笔
善墨之心，对云南的医师和护士们

逆行奔赴省内外各条抗击新冠肺
炎战线的实情追踪与再现，图文并
茂，真情盎然。读时为疫情的突然
危重而担忧，也为医师们的劳累而
心痛，更为治疗成功禁不住泪水长
流。书中有涓细的文字暖流，有回
肠荡气的情怀，有指挥若定的领导
者、指挥者，更有不畏苦累全力以
赴的医护工作者。

《地球病了》是书中首篇，作家
丹增以沉稳而睿智的行笔，以地球
引笔，从自然变化与人类的发展说
起，由病毒对人类的困扰延伸主
题，循时引据、究因析果，呼吁人们
保护生态，目光深远，振聋发聩。

杨浩在《守护苍生》中写的
“滇鄂连心”，道出了云南与湖北两
地人民的情谊与联系。还有如朱镛
的《在生命前沿》，吴安臣的《誓言
与生命同在》，官玉华的《安宁医共
体抗疫记》，李悦春的《最美山茶
花》，杨云彪的《基层医师》等，都是
文笔精彩、事件感人的佳作。

这些文字，或展现出了前方指
挥部沉着冷静、积极应对的充满人
文情怀的形象，如临时党支部书记
兼指挥长许勇刚；或烘托出了不避
危险、超时工作的铿锵玫瑰如袁丽
萍、张燕等；或呈现出了热忱工作、
为患者康复而尽一切努力的医护
形象，如邓毅书、代汝芬等；或描绘
出了坚毅睿智、医术高超的医师风
采，如宋超、范怀庆等。这些，正是
一个民族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挺
起身来大步向前的力量之源。

大黑山是滇南彝族支系仆
拉人的聚居地。长篇小说《大黑
山传奇》，表现的是大黑山仆拉
人为改变千百年来极度贫困落
后面貌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一
曲壮歌。

故事开端在南京大屠杀之
时，南京金融老板唯一幸存的幼
子黄旭逃命云南，途中结识落魄
的湖南少年李孝文来到大黑山
脚下，黄旭旧疾复发危在旦夕，
被彝族山寨的仆拉汉子景一清
和景一纯救上大黑山，历经三月
救治捡回一命。几十年后，黄旭
幼女舍弃大都市优渥生活，不
顾一切追随男友刘呈现，登上
极度贫困的大黑山。刘呈现的
父亲刘振华和战友刘振中参加
了抗美援越和对越自卫反击
战，大黑山的四位青年战士为
保护他们英勇牺牲。刘振中拖
着伤残身体放弃省城高干生活
来到大黑山，发誓要和仆拉兄
弟姐妹共同奋斗，同极度贫困
作斗争。儿子刘呈现在了解这
一血肉结成的生死情谊后，怀
着复杂的心情登上大黑山，誓
为父亲偿还仆拉人的恩情。小
说以刘呈现、黄俪、刘振中为三
条主线，把海内外的仁人志士连接起来，乘
着改革开放东风，帮助数万仆拉人吹响了向
极度贫困宣战的号角。

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道路千折
百绕，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总是回避不了“文
学性”的回归问题，欧阳常贵的长篇小说《大

黑山传奇》却恰恰从人物的摹写
上印证了文学性的母语皈依。

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大黑山传奇》共有60多万字，
分成上、下两册，记录一个时代
的风起云涌，讲述共产党人的光
辉历史，演绎一方山水的民间传
奇故事。其宏大叙事的阵容纵横
捭阖，气势磅礴，以60年的时间
与空间跨越组合成一幅壮丽多
姿的锦绣画卷，凄婉的故事让人
扼腕动容。《大黑山传奇》的叙事
方式是老派的，语言老辣，叙事
从容，从主人公刘呈现与黄俪的
爱情发展，引出父辈黄旭和李孝
文、刘振华与刘振中等人物的不
同命运与大黑山之间血肉交融
的震撼人心的故事，展现出中国
人固有的传统美德与拼搏精神。
黄旭将大黑山的恩情铭刻于心，
他鼓励与支援女儿黄俪的恋人
刘呈现辞去公职，全身心地投入
到改变大黑山的贫困面貌的工
作中去，在刘呈现最需要帮助的
时候，黄俪义无反顾地调集粮
草，从香港过来支持刘呈现，带
领大黑山的人民修公路、建房
屋、整水库……走上一条勤劳致
富的康庄大道。

在小说的叙事布局上，欧阳常贵是深谙
其道的，小说中的另外两条线索，即刘呈现
的父辈刘振华、刘振中两位战斗英雄的传奇
故事，在文中以插叙巧妙地贯穿其中，在当
下的现实生活中，伴随着过去的战火与苦
难，那些碎片化的镜像在时间的长河中串联

成一个个特定的人物符号，给人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记。在人物个性的摹写上，欧阳常贵
擅于以现实主义的基调去刻画抒写，譬如黄
旭的知恩图报，李孝文的忠肝义胆，景一纯、
景一清兄弟的淳朴厚道等等，在绵密的生活
肌理中展现出他们的爱恨情仇、义薄云天。
尤其是刘呈现这个年轻的博士选择了辞去
要职，为报大山恩情，带领大黑山的人们一
起奋斗的精神，深化了小说现实主义的主题
思想。

在《大黑山传奇》中，知识分子与底层之
间的对话并不复杂，甚至在刻画人性险恶的
细节上，欧阳常贵选择的阐释也是质朴的白
描。这些描摹在对徐华生、丁全谱等反面人
物的心理刻画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徐华生
胖脸垮成长脸，脸颊的横肉在颤动，两只眼
里放着绿色的毒光。娘的，就真斗不过刘振
中这个老瘸子，就真的让刘振中、李孝文、刘
呈现、金板、景全林把大黑山整成花果山，就
真的眼睁睁地瞧着大黑山的宝贝变不成我
徐华生的亿万财富？”这种人性刻画真实而
清晰，凸显出老派叙事的干练与沉稳。

《大黑山传奇》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与
新思潮的交叉与互补，其中的情节推进与人
物的特立独行，都源自个体的创作经验。在
语言的话语体系与构建上，《大黑山传奇》突
破了固有的束缚，并不囿于单一的语言与叙
事。其中有仆拉人的彝语，有湘西南的方言，
文中仆拉人方言俚语的运用也让小说生动
有 趣——“ 牛 大 的 力 气 不 如 豆 大 的 福
气”……这些不同的文化景观表现出不同的
人文地理与文化精神，最后融成一个整体印
象。由此，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无论是叙事
方式还是话语体系的构建，都是一种传统的

“文学性”的回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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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的草原》的文学价值与艺术魅力
□杨玉梅（侗族）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是我国当代少数民族
文学一面旗帜。他的代表作及巅峰之作《茫茫的
草原》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内蒙古人民斗争生活
的长篇小说，近期被收入到作家出版社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推出的《红色经典初版本
影印文库》，彰显着文学经典的恒久文学价值和
独特艺术魅力。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一座高峰
在整整70年前，1951年，21岁的玛拉沁夫

创作了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在《人民
文学》上发表。《人民日报》“文化生活简评”给予
高度评价，称这篇小说“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
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
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玛拉沁夫一
举成名。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他笔耕
不辍，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电影剧本、散文、评
论……玛拉沁夫以丰硕的创作成果和杰出的艺
术成就引领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茫茫的草原》分为上、下两部，共63万字。
上部初版于1957年（原名《在茫茫的草原上》），
下部原稿在“文革”期间不幸遗失。1979年玛拉
沁夫开始重写下部，完成后又反复修改，最后于
1987年定稿出版。书名改为《茫茫的草原》（上、
下部）。

这部厚重的史诗性巨著，承载着历史的苦难
与辉煌。虽然跨越40年才得以完成，但是上下两
部叙事均匀，结构严谨完整，特别是下部作品改
变作者50年代小说创作的习惯，超越革命历史
题材长篇小说追求故事的完整性，而把笔墨重点
放在人物关系与人物命运的发展变化。采用开放
的结局，作品和故事已经结束而人物命运依然在
延续，余音绕梁，令人思索回味。作品以丰富的社
会历史内容、鲜明的草原生活气息、独特的蒙古
族文化特质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树立起一
座高峰，为中国当代文学画廊增添了一道亮丽风
景，抵达中国文学前沿。

两条道路的生死抉择
重读《茫茫的草原》，深深震撼于这部宏篇巨

制对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人民革命斗争、草原生
活与蒙古族人民命运的真实、生动而全面的精彩
描绘和艺术呈现，深感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充满
革命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的红色文学经典。
作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的
内蒙古察哈尔草原，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内蒙
古草原动荡不安。蒙古族人民跟谁走、向何处去
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种矛盾的焦点。当时，摆在蒙

古族人民面前有四条道路：一是共产党道路。这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蒙古族人民走民族解放、实现
民族区域自治和民主改革的道路。官布率领的明
安旗骑兵中队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人民
武装力量；二是国民党道路。蒙古族内部的反动
上层分子依附于国民党反动势力，出卖民族利
益，剥削人民大众，企图恢复封建特权统治。由国
民党潜伏特务刘峰操纵的、贡郭尔扎冷指挥的明
安旗保安队是这股反动势力的代表；三是民族分
裂主义道路。一小部分蒙古族人狂热地燃烧着

“民族热”，幻想民族“独立”，甚至梦想建立“国
家”；四是中间道路。以大牧主瓦其尔为代表的一
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打出走中间道路的旗
号，既不靠共产党，也不靠国民党，幻想过上自给
自足的生活。其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两条
道路之间斗争是主要矛盾、是主要斗争。

小说以主人公铁木尔与斯琴的悲欢离合及
其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作为贯穿全
文的结构线索，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明安旗骑兵
中队和内蒙古骑兵师为拯救民族拯救人民而进
行的斗争为中心，四条道路的人物命运发展多线
交错发展，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与社会关系中
深刻揭示内蒙古人民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

这场革命，因为民族问题而格外复杂。解放
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和反
动的民族上层分子的挑唆剥削，不少蒙古族人民
对中国共产党不甚了解。而明安旗骑兵中队由最
初追求本民族复兴到认同八路军，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发展成为人民武装，是蒙古族人民利益
的真正代表。

明安旗保安团是配合国民党进攻和镇压人
民革命运动的反动武装，贡郭尔扎冷表面上打着

“保护旗民”“保护民族利益”的口号，利用人们
“复兴蒙古族”的民族主义情感来掩饰他个人的
政治阴谋，极具欺骗性和迷惑性。在华北剿匪总
司令的密谋策划下，贡郭尔利用百姓厌恶战争、
渴望和平的心理，打着为蒙古民族的旗号，成立

“内蒙古脱离内战委员会”，以鼓动蒙古人民脱离
共产党，动摇蒙旗的人心。一切欺骗必将是败局。
反共头目贡郭尔最后携带达木汀安奔老人价值

连城的珍宝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
主张走中间道路的瓦其尔巴彦被国民党中

央军严刑拷打，伤痕累累，他希望贡郭尔能够悔
过自新，真的能使蒙民免遭战火之苦，于是义无
反顾地抱病加入贡郭尔的组织，成为“高级顾
问”。然而，瓦其尔失算了。万念俱灰的他，最后去
五台山出家遁入空门。作者不惜笔墨，细致描绘
瓦其尔的多舛命运，深刻说明瓦其尔家族走向没
落并非个人本性使然，而是因为他所代表的封建
贵族阶层，他所选择的国民党反动派道路，必然
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必然。瓦其尔成为腐朽黑
暗的社会制度的殉葬品。

主张走民族分裂主义道路的齐木德以及被
贡郭尔排挤的达木汀安奔都支持和投入了人民
战争。想在国民党军队里探寻出路的哈吐团长无
法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排挤，接受共产党的谈判
协议，率领自己的骑兵团进行起义。中国共产党
领导草原人民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于1947年5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
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

玛拉沁夫先生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
论为指导，站在国家和时代的高度，通过对各条
道路人物命运的描写，深刻揭示只有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草原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以
革命的武装斗争去夺取民族解放的胜利，才是蒙
古族人民和草原人民的根本出路；深刻说明中国
共产党及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光荣正确，草原各
族人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缔造者。这也构
成了对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共
产党民族工作史的真实生动记录。

草原韵味的精彩呈现
玛拉沁夫有着深厚的学养，也是中国少数民

族文学理论的构建者。关于少数民族文学，他强
调鲜明的民族性与强烈的时代性的有机结合，同
时又特别强调艺术性是文学的生命，民族性和时
代性也都是要通过艺术性传递给读者，文学以艺
术魅力愉悦读者、感染读者乃至征服读者。他认
为一个成功的作家，似乎都不可或缺地寻找到属

于自己的两种东西：艺术感觉和艺术方位，“属于
我的那种艺术感觉就是流动于我作品中的草原
生活的独特韵味；属于我的那个艺术方位就是在
中国文学的广袤沃原上拓植一片‘草原文学’的
天地”。

《茫茫的草原》正是玛拉沁夫先生文学理念
和文学理想的生动实践。这部长篇巨制正是植
根于蒙古族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沃土的奇葩。
作者以自在而清丽的笔触，真挚而热烈的情感，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深情描
绘草原的峥嵘岁月，展示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作
品书写的不仅是革命战争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
角逐，更有草原的亲情、爱情、人性、人道、人心、人
情，以及生命的价值、做人的道理、为人的境界，蕴
涵史诗般深厚的社会生活内涵和复杂的人性内
涵，充溢着鲜明的“草原生活的独特韵味”，极大地
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空间。

如小说主人公铁木尔就是一个典型的蒙古
族青年形象，他的命运是蒙古族人民命运的缩
影。他出生于察哈尔草原明安旗特古日克村的
贫苦牧民家庭，幼年时父母双亡，从小过着寄人
篱下的贫苦生活。青年铁木尔还被贡郭尔扎冷
抓去给日本鬼子当劳工。他勇敢、正直、善良、爽
快。纵然他对斯琴忠贞不渝，但是在统治阶级的
压迫下，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爱情，没有爱的自
由和权利。斯琴被迫沦为贡郭尔的玩物，过着牛
马不如的奴役生活。正是因为爱的痛苦与绝望、
爱的被摧残，激起铁木尔和斯琴走上革命道路，
在革命队伍里经受锤炼，获得了新生，成长为勇
敢大胆、坚强自信的革命战士，他们的爱情之花
也重新绽放。他们由追求个人情爱升华为对草
原对人民的大爱、对祖国的挚爱，由一个独特的
个体而发展成为一个阶层、一个群体、一个民族
的优秀代表，成为国家的英雄儿女。铁木尔和斯
琴，是玛拉沁夫先生为中国文学贡献出的两个亮
丽的人物典型。

草原有爱，情满草原。除了斯琴和铁木尔的
生死爱情，还有沙克蒂尔和莱波尔玛的千回百转
的爱，莱波尔玛和洛卜桑师长短暂的婚姻，以及
汉族战士欧阳对草原之爱、对铁木尔的一片痴

情，以及苏荣和周政委革命夫妻之间聚少离多的
思念，等等，都充满爱的光芒，展现人性之善与
美，令人动容。

整部作品充满浓郁的诗情，抒情与叙事融为
一体。许多关于草原自然环境的描写，都是寄情
于物，既是实在的、具象的，也是象征的、抒情的。

如小说上部的开头描写浓雾弥漫的察哈尔
草原，格外寂静，好像草原还没有从梦中苏醒。这
里既是实写铁木尔眼前的自然情景，也隐喻草原
人民还没有从旧社会的黑暗中觉醒。又如小说下
部的开头描写草原的雪景，几场大雪过后，地面
上的积雪都能没下马膝了，“雪，本来是很轻的物
体，但是覆盖在草原上的雪层，却显得那样的沉
重，沉重，以致大地被它压得都有些受不住了！”
这里描写的既是自然现象，也象征当时草原革命
斗争和社会矛盾的激烈、压抑。

最具感染力的是小说上部和下部结尾的抒
情，都是关于斯琴、关于草原的赞歌。上部末尾深
情歌唱草原的壮阔无边，草原生命的生生不息，
表达草原儿女的坚韧顽强和对草原母亲的挚爱
之情。下部末尾描写牧民们在特古日克湖北边的
松林山冈上垒起一座雄伟的敖包群以纪念草原
的英雄女儿斯琴，那些小敖包上飘舞的一面面彩
幡，远望去，像熊熊火焰，满天飞霞。作者在最后
两段升华感情：

啊，让那熊熊火焰永远点燃起人们为自己民
族的解放

而英勇奋取的信心，让那满天飞霞，永远给
人民以希望，

去为伟大的理想义无反顾地前进！
啊，草原的英雄女儿——斯琴！你的生命是

短促的，然而你所代表的蒙古族人民不甘于做奴
隶，不甘于在中国这片如此美好的大地上无所作
为地屈辱地生活，而作为一个强者激发出的那种
火一般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将永远接续在茫茫的
草原上。

这澎湃的激情和深情的礼赞，不仅仅是草原
儿女发自肺腑的心声，也是中华各民族儿女铿锵有
力的誓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将永远接续
在茫茫的草原上，接续在祖国母亲的每一寸土地上。

《茫茫的草原》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巨
匠——玛拉沁夫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的红色文
学经典，是一部思想内涵深厚、艺术精湛的史诗
性巨制，为少数民族作家开辟出一条民族性与时
代性、艺术性与思想性、地域特色与家国情怀相
结合的广阔发展道路。其文学价值、社会价值和
文化价值，以及爱国主义的伟大情怀，都将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愈加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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