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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者首先是自己虚构世界的写作者首先是自己虚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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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勇气和智慧把一个虚构故事讲才有勇气和智慧把一个虚构故事讲
到底到底，，最终才能被读者接受和相信最终才能被读者接受和相信。。

杨庆祥：“当阿尔泰山还是小山丘，布河还是
小溪流的时候，时间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万物长
大，江格尔就在那时长到25岁，美男子明彦也长
到25岁。本巴国所有人约好在25岁相聚，谁也不
再往前走半步。”初读《本巴》的时候，仅仅这几句
就让我足够惊艳。停留在25岁不老也不死，这是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设定。我的疑问是，为什么是
25岁？是来自史诗的启示还是人生的感悟？

刘亮程：“当阿尔泰山还是小土丘”，这是江
格尔史诗的创世时间，我喜欢那个还没长大的世
界。但我不能挤进这个已有世界中去做文章，史
诗故事都太有趣太完美，讲那样的故事，我们是
讲不过古人的。

唯一可能的书写，是在史诗之外开启属于我
自己的一部小说的时间。

我最初的构想就是借史诗背景，写一部关于
时间的小说。文学说到底是时间的艺术。写出时
间，而不仅以时间为叙事手段，这是我所追求的。

《江格尔》触动我的，正是史诗中“人人活在
25岁青春”这句诗。《本巴》从这句史诗出发，起
笔时并没想太清楚。但我知道小说是写出来的，
只要我的语言进入，语言主宰了那个世界，奇迹
会发生在下一句。

《本巴》故事的外层，是活在25岁青春的本
巴国的大人。在那个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史诗年
代，人的世界有什么没有什么，都取决于想象和
说出。想象和说出是一种绝对的能力和权力。我
在小说中给江格尔赋予梦中杀人的本领，他在梦
中战胜莽古斯，带领族人长大到25岁，决定在这
个青春年华永驻。停在25岁是江格尔想到并带
领全族实施的一项国策，他的对手莽古斯没有想
到这一层，所以他们会衰老。人一旦会衰老，就凭
空多出一个致命的敌人：时间。江格尔的父亲乌
仲汗就是被衰老打败，江格尔不想步其后尘。

小说的内部是三个孩子的故事。江格尔让
时间停住在25岁的权力受到了威胁，首先是躲
在母腹不出生的哈日王，他不在时间中，江格尔
有梦中杀人的本领，但他的梦追不到时间之外的
母腹。后来哈日王被迫出生，借助赫兰的搬家家
游戏，让自己国家的人都回到童年。对付本巴国
的“人人活在25岁”，哈日王的对策是“他们不长
老，我们不长大”。从青年到童年间相距遥远的
时间旷野，这使他们获得安全。

杨庆祥：从史诗到小说，这里面确实有一种
结构的转换。史诗往往会借助神话的叙述结构，
而小说则会借助故事的叙述结构。在“虚构”这
个意义上，神话和故事是相通的，不过前者往往
讲述神迹或者超凡的经验，而后者则更注重日常
和平凡的经验。《本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将这两
者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融合。

刘亮程：史诗属于“神构”世界，它不存在合
理与否，说出即有，它说太阳从西边升起人们也
相信。现代小说属于虚构，需要内部的合理性。
写作者首先是自己虚构世界的信徒，只有宗教般
的绝对自信，作家才有勇气和智慧把一个虚构故
事讲到底，最终才能被读者接受和相信。《本巴》
借《江格尔》史诗背景，在神构与虚构间，找到容
纳一部小说的时间旷野。

杨庆祥：回到小说本身，这部小说里面的“游
戏”设定都非常棒，每一个游戏其实也都是我们
日常生活里面的游戏。比如捉迷藏，比如说玩过
家家。关键问题是，你用一种非常有机的方式，
把这些具体的游戏，作为工具的游戏，跟人类对
自由、对心灵的追求结合在一起了。在我看来，

《本巴》里面的“游戏”有四个指向，第一是作为工
具的游戏，它其实是非技术时代的技术；第二是
一个叙述的方法，叙事者用这些游戏来展开叙
述，结构故事；第三是它有一个心灵的、自由的、
审美的维度，游戏暗示了一种非功利性的生活和
价值观。但是最重要的维度是建立在前三者基
础之上的本体论的维度，即游戏原来构成了人类
生活，甚至是宇宙的一个基本的法则，它是存在
论意义上的游戏。在这个意义上，《本巴》以一种
东方化的方式把游戏高度哲学化了。

刘亮程：不同于《江格尔》中以天地初创为开
端，《本巴》的故事时间始于游戏：在“时间还有足
够的时间让万物长大”的人世初年，居住在草原
中心的乌仲汗，感到了人世的拥挤，他启动搬家
家游戏让人们回到不占多少地方的童年，又用捉
迷藏游戏让大地上的一半人藏起来，另一半去寻
找。可是，乌仲汗并没有按游戏规则去寻找藏起
来的那些人。而是在一半人藏起来后空出来的
辽阔草原上，建立起本巴国度。那些藏起来的
人，一开始怕被找见而藏得隐蔽深远，后来总是
没有人寻找他们便故意从隐藏处显身，让本巴人
找到他们。按游戏规则，他们必须被找见才能从
游戏中出来。可是，本巴人早已把他们遗忘在游
戏中了。于是，隐藏者（莽古斯）和本巴人之间的
战争开始了，隐藏者发动战争的唯一目的是让本
巴人发现并找到自己。游戏倒转过来，本巴人成
了躲藏者，游戏发动者乌仲汗躲藏到老年，还是
被追赶上。他动用做梦游戏让自己藏在不会醒
来的梦中。他的儿子江格尔带领本巴人藏在永
远25岁的青年。而本巴国不愿长大的洪古尔独
自一人待在童年，他的弟弟赫兰待在母腹中不愿
出生。莽古斯一次次向本巴挑衅，洪古尔和赫兰

这两个孩子担当起拯救国家的重任。
这个时间开端被我藏在了小说最后，故事一

步步地回到开头。
《本巴》让时间变得随性、停顿、可逆，一瞬百

年的魔力来自游戏。搬家家、捉迷藏、做梦梦三
场游戏，是我带进史诗空间的新故事，游戏的讲
述获得了辽阔时间，也将小说从史诗背影中解脱
出来，我有了在史诗尽头言说的自由。

《《本巴本巴》》虽然讲述的是过去的故虽然讲述的是过去的故
事事，，但是一个生活在但是一个生活在2121世纪的作家对世纪的作家对
过去的叙述过去的叙述，，里面折射的是我们当代里面折射的是我们当代
人对时间和空间的一种新的理解人对时间和空间的一种新的理解。。

杨庆祥：这个学期我给研究生讲《当代写作
与当代批评》，以5个当代写作的关键词为授课
主题，其中一个关键词是“远征”。我引用了《本
巴》这个作品，我认为它是用游戏的方式解构了

“远征”。远征不仅仅是空间的拓展，同时也是时
间的进化论，而《本巴》则用停止生长以及游戏回
环的方式将这种扩张性的现代性维度解构了，我
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甚至是当代中国
写作对世界写作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世界文学
写作中，菲茨杰拉德的《返老还童》也涉及这个主
题，但他的“逆成长”叙事还是过于单线条了，《本
巴》显然要复杂一些。

刘亮程：《本巴》是计划之外的写作。本来写
土尔扈特东归，那是一个“远征”和回归的故事。
历史上土尔扈特人从额尔齐斯河流域西迁到伏
尔加河流域，100多年后又回归故土。我为那场
十万人和数百万牲畜牺牲在路上的大迁徙撼动，
读了许多相关文字，也去过东归回来时经过的辽
阔的哈萨克草原，并在土尔扈特东归地之一的新
疆和布克赛尔县做过田野调查，故事路线都构思
好了，也已经写了好几万字，小说名《东归》，主人
公是一位5岁的江格尔齐。部族带着江格尔史
诗远走他乡，在驻牧地生活100多年，但又被迫
离开，带着年幼的小江格尔齐回返故土。

在写小江格尔齐的过程中，《本巴》故事出现
了。之前我写了西域古代信仰之战的《捎话》，一
场一场的战争把我写怕了，写到刀砍人时我会疼
痛，我在书中每个人的死亡里死了一场。《东归》
又是让我不忍面对的战争与死亡。最后我果断
割舍，那场太过沉重的迁徙，被我在《本巴》中轻
处理了。我舍弃大量故事，只保留了12个青年
去救赫兰齐那一章，并让它以史诗的方式讲述出
来。这是最省劲的。我没有淹没在故事中。

但《东归》并没因此荒芜，有时回头看没被写
出的那些故事，它们在另外的时间里活着，那些
曾被我反复想过的人物，再回想时依然活着。或
许不久的将来，他们全部地活过来，人、牛羊马
匹、山林和草原，都活过来。这一切，有待我为他
们创生出一部小说的时间来。

一部小说最先创生的是时间，最后完成的也
是时间。

杨庆祥：小说叙事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理
论，重要的不是所叙时间，而是叙述时间。《本巴》
虽然讲述的是过去的故事，但是一个生活在 21
世纪的作家对过去的叙述，里面折射的是我们当
代人对时间和空间的一种新的理解。那就是我
们愿意完全生活在一个被我们的日程表，被我们
的手机，被我们的北京时间、纽约时间、伦敦时间
所控制的现代生活里。我们试图从这个时间里
面解放出来，游戏和梦都成了重要的他者。这是
否也暗示了一种当下性的存在之困？小说作为

“白日梦”的一种，也许提供了纾解的出口。
刘亮程：我一直在想，梦中的时间是一种怎

样的时间。我在《虚土》中写道“梦中的奔跑不磨
损鞋子”。如果文学叙述是一场“白日梦”，这场
梦中什么东西被磨损了。文学是做梦的艺术。
我甚至认为作家是在梦中学会文学表达。做梦
方法被一部分人秘密掌握，成为作文手法。我们
都是那所黑暗的梦学校的毕业生。梦成为时间
的故乡，所有过去的未来的时间，都回到梦中。
一部小说也是一处由写作者创造的时间故乡。

杨庆祥：《本巴》对时间的处理是非常独特
的。时间在这部作品中不仅仅是一种均质的物理
概念，而且是一个可以被赋形的能量场。时间可
感，可触，可以改变。这或许与你的生活经验密切

相关。你在一些作品中会提到麦子以及现代的农
耕生活，我知道你在新疆有一处自己的园地。形
象一点说，你吃的麦子是第一手的麦子，我们吃
的都是二手或者三手的麦子，你过的时间是第一
手的时间，而很多在北京上海生活的人过的可能
是二手时间，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阿甘本说的那
种剩余时间，它是冗余的，它实际上是不构成意
义的——因为无法体验到生命变化的全过程。

刘亮程：我今年60岁，在城市这个年纪的人
还算年轻。在村里就是老人了。老是一种生命
安排，到这个年纪你就得有老样子、老态度。

其实60岁，对我来说就是田野上的麦子青
60次黄60次，每一次我都看见，每一年的麦子我
都没有漏吃。

生命有限，往前走是老年。朝左右走，是宽
阔的中年。朝梦中走，便是不会衰老的25岁青
春。我在60岁时写出“人人活在25岁青春”的
《本巴》，这是向时间岁月的致敬之书。

我自小生活在农耕与游牧交接地区，田地边
时有游牧转场的羊群经过。我们家养殖过牛羊
马驴骡子，我几乎是在这些家畜中长大的，对放
牧自然熟悉。

农耕生活与游牧生活的不同，在于利用和理
解时间的不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是农耕
社会千古不变的作息时间。因为农民的劳作是
面朝土地，夜里分不清草和苗，几乎所有农活只
能天亮了去干。而游牧生活中“马不吃夜草不
肥”。牧人在广阔的空间内四季转场，游牧者的
时间也如草原辽阔。农民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操劳一辈子。农耕时间如田块一样有形，人的岁
月深陷于土地。但我们的祖先却是望着日月星
辰、斗转星移获得了地上的二十四个节气。

在乡村社会，人有一个时间里的家。父亲、
母亲、爷爷、奶奶，三代同堂，或四代、五代同堂，
一百年的时间，都在家里，活生生的。陪伴人的
老物件也在。房前屋后有树，树有小树大树，小
树是父亲栽的，大树是爷爷太爷甚至更早的祖先
栽的，有上百年的岁数。我们在这样的树下乘
凉，会想起栽这棵树的祖先，也曾经一样坐在树
荫下听着树叶的哗哗声，在夏天午后的凉爽里，
他也听着树上的鸟叫，也曾年复一年看到春天树
叶发芽，秋天树叶黄落。一棵老树把我们跟久远
的祖先联系在一起。在老树的年轮里，有年复一
年的祖先的目光。就在这样的轮回中，时间到了
我们身上，我们长大了，祖先不在了，但是祖先栽
的树还在，祖先留给我们的阴凉还在。

我们西北树长得慢，儿子出生时，父亲会栽
一排白杨树，杨树7年长成椽子，15年到20年长
成檩子，这样等到儿子结婚时就有木料盖一院新
房子。但更粗大的大梁是爷爷栽的。做家具的
木料是长了百年的大树砍伐晾干又存放多年
的。一间房子里有祖先的时间。等你也活老，活
成后人的祖先时，你会知道有些东西会继续活
着，就像那棵树。

农耕社会是慢时间，它快不了。因为陪伴人
们的都是缓慢生长的万物。种子播下去，要等待
发芽，等待抽枝展叶、开花结果，这个过程是慢
的。我们的农耕文明，是在等待稻谷和麦子缓慢
成长的时间里发育成熟的。这种文明善于熬时
间。那个揠苗助长的农人，想改变时间速度，虽
然禾苗被他拔死了，但他妄图改变作物生长速度
的想法，抵抗住了时间，作为一个成语被我们记
住。如今所有的使农作物快速生长的科学手段，
都早已经实现他的想法。对于时间的应用，我们
有了比古人更多的办法，但时间如故。

死去和活着的人死去和活着的人，，在时间的旷野在时间的旷野
上上，，死亡连接起的大地万物死亡连接起的大地万物，，生命延生命延
续不息续不息，，我们接住祖先断掉的那口我们接住祖先断掉的那口
气气，，接住祖先走完的路重新走接住祖先走完的路重新走，，多么多么
温暖的厚土呀温暖的厚土呀。。

杨庆祥：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都是人类比较
早期的文明，也是长时段占据人类历史的文明类
型。虽然从15世纪这一文明开始解体，但实际
上它的各种影响依然留存下来并构成了人类感
知的内在结构。即使在由互联网和虚拟技术为
主导的当代生活中，人类依然能够感知到土地、
树木、河流、飞鸟和走兽的秘密召唤。从这个意

义上说，时间不是进化论意义上的存在，不同的
时间观念和时间认知实际上是交融在一起的。
我们身上既有现代技术文明的时间观，同时也有
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时间观。只不过是有
时候我们被当下的表象所迷惑，以为可能性都消
失了，而通过阅读、旅行和创作，尤其是通过具体
的劳动，我们或许可以重新感知到那种时间存在
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一点在海德格尔的哲学
里有明显的体现，他对农夫的鞋子的哲学阐释为

“劳作”与“神圣时间”建构了必然的联系。
刘亮程：我母亲一直在农历中生活，她跟我

们说的日期都是农历。她记得二十四节气的每
一个日子，并依此来指导我们在书院种菜点豆。
我们菜籽沟的村民也是按农历节气种植。公历
没有用，它是空的，没有内容。

前年立秋日我被村民请去喝酒，庆立秋，在
酒桌上听了一句谚语：上午立了秋，下午凉飕
飕。下午我果真感受到了立秋日的凉飕飕。节
气的微妙变化竟被我切身感受到。

古人在漫长岁月中看着天上的北斗七星，跟
着斗转星移的方向痕迹，在一年的时间道路上插
了二十四根路标。每当我们走进一个节气，仿佛
回到时间中的一处家乡。这一时间刻度从立春
开始，到大寒结束，漫长的一年中有二十四个节
气的路标。如此，我们才不至于在时间中迷失方
向。作为农耕民族，我们会很清楚地知道，在哪
一个节气该干什么。

每年到了该播种的时候，我母亲都按农历节
气来提醒我。我母亲说，晚种一天，迟熟10天。
每年立秋之后到了白露那天，我母亲就提醒我们
赶快要把菜地里的茄子辣子西红柿摘回来。因
为白露一到就要降霜。“喝了白露水，虫子闭了
嘴。”这是我母亲说的，虫子的生命时间到头了，
闭嘴了。所有作物也关闭了生长，没长饱的果实
只能是裨子了。那些遍布天山南北，匆匆忙忙从
夏天开始生长，一簇簇地长到立秋，到了白露就
已经是生长的尽头。万物奋力生长，果然白露一
过，我就看到菜地里的蔬菜不一样了。白露这一
天，成了大地上万物经过漫长的生长期，转换到
另一个更漫长的、灰色的、失去生长的这样的一
个生命节气。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对我们的意
义。它让我们从春天往冬天走的时候有一条明
晰的、属于时间岁月的道路。有二十四个温暖的
或者寒冷的预兆，有二十四个让我们在某一处时
间中都仿佛在离去，又仿佛是回到家，那个家是
已经被古人一日一日观察过的，被古人在千百年
的岁月中摸索清楚。那一天从早到晚气候的变
化都摸索得一清二楚。就像到了立秋这一天，我
能感觉到上午和下午气候的变化。当你处在这
一刻，突然间感觉到1000年前的祖先跟你处在
了同一个时空，同一个时间点，更处在同一场骤
然而起的凉飕飕的风中。

农历的许多节气是催人回家的，我们农耕民
族，田地、父母、祖宗都在家乡。春雨过去是清
明，到了回家扫墓的时间。到了墓上，看见几代
先人在土中。死去和活着的人，在时间的旷野
上，死亡连接起大地万物，生命延续不息，我们接
住祖先断掉的那口气，接住祖先走完的路重新
走，多么温暖的厚土呀。

中国人创造了千秋万代的生命时间，在家
谱、宗祠和祖坟中，属于家族的时间接连不断，我
的生命是祖先的千岁我的百岁以及子孙的千万
岁。我未出生时已经活在祖先那里，待我过完自
己的百岁归入祖先那里时，我既在祖先的行列中
又在子孙的血脉中。这样的时间观是我们在缓
慢悠长的农耕时光中所建立。在这个千秋万代
的生命长河中，消失的生命又一代代生长出来。
个体生命加入到祖先和子孙万代的生命长河中，
我们获得了一个总体的生命长度。我们传统文
化中的人们，都获得过这样的生命。

不过，这样的生命时间到我们这里将要看不
到了。随着几代独生子女的出现，这条属于宗族
时间的生命长河，显然正在断流。

杨庆祥：现代人的“回家”已经成了一种迷
思，荷尔德林著名的诗歌之一就是《返乡》。这种

“回家”当然不是在物理意义上回到刀耕火种的
时代，而更是指向一种审美的愉悦和心灵的开
启。人不仅仅活在此时此刻，同时也活在过去和
未来。时间是立体的，生命是互相联系的，而艺
术和小说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的。

刘亮程：我作品中的时间书写，既有农耕与
游牧时间的共同影响。更多是个人的时间感
受。人活在时间中犹如鱼活在水中，不需要知道
时间是什么也能活到老。但如果要去知道呢？
可能文学写作是一种企图要知道时间是什么的
创作。作家一个字一个句子地书写时，每个字和
句子都在感知着时间。当然，时间的意义可能在
于我们对它没有感知。时间静悄悄地走了。好
在有文学，在生长出无穷的时间，从过往、从想
象、从土壤一样的语言，生生不息。

杨庆祥：《本巴》这个作品特别有价值的地
方，就在于这个作品本身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
随便打开其中的一页，都能够感受到一种生命的
欢腾、跳跃以及反思，这是对生存的一种“本真”
状态，仿佛让人又回到了天真烂漫的儿童时期，
这也是所有艺术和神话的源头。

刘亮程：可能游戏激起了我的玩性，我们小
时候玩搬家家、捉迷藏，都是小玩。《本巴》将游戏
放置在戈壁草原无边的时空中，那是我从小生活
其中奔跑其上的草原，能看见遥远的地平线，有

着清晰的白天黑夜，我在那里呼喊，有远山回
应。写作者一旦进入自己的领地，便可呼风唤
雨。风成了我的呼吸，山野大地成为我的身体，
生命焉何不“欢腾、跳跃”。

《本巴》最早的构思中，那些英雄们只跟时间
打仗。江格尔每夜带领本巴人在梦中垒筑时间
之坝，把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时间挡在本巴国之
外，以保证他们醒来后依然年轻。而外围的莽古
斯则想方设法破坏本巴国的时间之坝。所有战
争都发生在梦中，人们不会用醒来后的珍贵时光
去打仗。能在梦中解决的，绝不会放在醒后。因
为醒来后打仗人会流血死亡，梦中人死了醒后还
会活过来。梦里被敌人砍伤，也不会疼痛到白天。

我为这个梦中的时间之坝写了几万字。后来
扔了。我感到靠无休止地垒坝来阻挡时间太累
了，江格尔和本巴人累，我也累。后来三场游戏的
出现改变了小说的命运。游戏让我回到自己的好
玩时光。

《本巴》出版后的某一天，我在电脑中翻到扔
了的那几万字，竟觉得我更喜欢这场搬石头垒坝
的无休止的虚无劳动，谁都知道石头墙挡不住时
间，一个从石头缝里露出的时间能消磨掉人的一
辈子，但他们搬石头垒坝的执念却挡住了时间。
这个坚定的对虚构的执念，产自作家内心，它必
须强大如造物，才能把自己的虚构故事讲到底，
在文字中塑造、改变、泯灭和重启着时间。

文学的本质是时间。
写作是用文字徒劳地垒筑终将溃塌的时间

之坝。时间不可战胜，但作为个体，我们至少还
有时间去徒劳地抵御时间，把自己经心选择的事
物留在文字中。我们相信好文字会活下去。那
些把时间兜住的文字，总会让我们有片刻的会心
与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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