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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我是个游泳的人，游向写作这块浮

板，不如说是这块板子自河中浮起，刚好搭载

了我。

对于写作，不敢说同它亲切，正是这不太

亲切的关系维系了我们彼此试探、揣度、增进

的可能。更多时候写作像另一个自我的有心宣泄，自平常生活跳

脱出来坐你对面，说，咱们聊点儿什么吧！有闲有实，有张有弛，是

个话少的人。是写作帮助我跨越沟通障碍，尤其是跨越与内心的

一道泾渭。人与人心，有时天高海深，不能说认得清自己。

所以，当那块板子浮起来的时候，我很感激。感激它令我得以

观详映在河面上的，自己的脸。

我发现，自己的表述欲望其实不浅，甚至颇有野心。这种野心

往往有另一个名字替代流传，即为灵感。我的灵感多不来自对这

世界的好奇，坦白讲，自己是一个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好奇心颇弱

的人，问题长时间积蓄不发，在身体内部自成答案——或许仅仅是

问题留下来的一个痕迹。为了这些痕迹着迷，为这些小石子般的

隐秘在心窝亘留后划过的伤口着迷，为那一阵子的痛楚着迷。感

受力帮助我填补了部分好奇心的缺乏，但难免要走进更深幽极端

的境地。

我的选材多在暗处。它们很难令人感到愉快、振奋或发出讴

歌。因我素来只是着迷那些，便没法子装作是个全面的能手。有

局限，有软肋，也有野孤禅。在一方收拾几净了，一个容纳不多心

客的小场所里做个东道，它就这么大，就这么点儿东西待人。

题材上的偏好，和对故事性的逢迎，导致那些小东西被诞生的

场合多在网络上。有人问，你怎么什么都写？传统文学、悬疑、言

情、历史……在并非一个全能手的前提下，答案剩下一个，即我迷

恋故事本身，至于它穿什么衣裳，口袋里揣什么名片，是故事的选

择，自己做不了主。

网络写作过去八年。而今看去，大半是偏离的，是随心所欲的

“恶果”，但从不叫人遗憾。每篇小说都标志着时间中的页码与记

忆，提醒我如何度过，在每一页上执笔的心情。不定什么时候，偶

然想起，翻上几页，会仿佛遇上故人，需要一段短时间的熟稔，才恍

然识得。它们一旦被完成便不属于作者。这种心情叫人眩惑又满

足，一样适用于人际关系，最轻盈的一交会。故事在我的生活里充

当这样角色，在需要时被召唤出，在完成时自成肉身，再与我无关。

所以，将全部心力寄放在这些方块字上，竟有什么乐趣？不过

是些发不出实在力道的追问，捉不见真切面貌的游魂。称得上幻

觉的集合。这些问题，终归属于局外，只在被问起时候才要想到权

衡它的分量。唯独不曾问过自己，因这已是解答。当双手放在键

盘，被牵引，被剥离，现实尚且失去分量，何况三两问题。恐怕自己

是个负不起责任的写作者，不倚重文学需要担负弘道或解惑的种

种能量。仅仅在飞扬的思，在邀请更多人同我耽溺，这独属文学

的，轻盈的邀请。

“人生掷耗于一幻。”生活需要一点儿迷惑在，有如精神需要浮

板，软肋需要金属搭架，不能总是完全。

遥远的阿尔泰，
是我“念根”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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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燕·塔斯肯，1999年生于新疆阿勒泰，哈萨克族。
代表作《克兰河畔》，获《民族文学》2023年度奖新锐奖。
散文与诗歌作品见于《民族文学》《西部》《青年作家》《民
族文汇》《散文选刊·海外版》等刊物。

我已经计划了很长时间，要沿着澜

沧江的一些支流行走。我匆匆而过，来

不及细细打量一条河流。我只能多次

回到澜沧江的那些支流边，用次数来弥

补匆忙造成的忽视与过度表象化。我

以为花费一个冬季就能完成这个计划，

我一开始只是想看看冬天的河流，这与

曾经自己进入苍山的情形很相似，最后

才发现一个冬天根本无法完成。真正

从苍山中走出来，花了近五年时间。一

些人在这些支流边生活，一些人和我一

样沿着河流往下，他们的身份是农民、

民间艺人、学生、文化研究者和探险

家。他们的行走与生活被河流影响着，

他们或是平静或是内心掀起波澜地看

着这些河流，他们面对着时间的流逝，

也面对着各种死亡吞噬着世界中的一

切，吞噬了植物、昆虫、动物和人类，一

些骸骨混入那些散落的船骨中，被带向

远处，也被挂在江岸上的那些灌木荆棘

中，被阳光和涨起的洪水冲刷，不仔细

看已经分辨不清。

在观察着河流变化的同时，我们无

意间会聊到一些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

艺术与河流之间便产生了一些联系。在

这之前，我从未想过把河流与艺术联系

起来，也觉得很难把二者归拢，或找到

相同的特点。那些民间艺术与民间艺

人，他们被我长时间地忽视或遗忘了。

猛然间，我开始意识到再不能继续忽略

他们，我在澜沧江的支流边发现了他们

行色匆匆的样子，再也无法把他们忘

记。我想真正用目光去触摸那些民间艺

术，真正去聆听那些民间艺术在人们内

心深处产生的回响——一些从遥远的

目光与时光深处在河流边产生的回响。

我们聆听着河流的声音，有时候也

不只是河流的声音，一些民间艺人与民

间艺术，可能只是因为被河流的声响保

留了只言片语，就慢慢变得丰满和丰富

起来，我们也不断用它们留下的斑驳、

华丽、残缺与完整，来拓宽想象的空间。

当河流与艺术联系在了一起，世界

不再仅仅只是现实的那部分。河流与艺

术的联系，或许只是属于我个人的联

系，里面有着太多牵强附会、误解偏差

的成分，这些有时会让世界变得更复

杂，也会让一条河流的流向变得曲折、

改变方向，抵达那些不可知的世界。艺

术的河流也是如此。最终，我花了很长

时间，来到了这些河流边，并顺着它们

往下。一些细节会像这些澜沧江的支流

一样，隐入群山峡谷。我在澜沧江的这

些支流边行走时，会看到一些船的残

骸，它们的存在充满不可思议，让我的

行走也有了些幻想的色彩。

在沿着河流行走的过程中，我发现

了博物馆，写下了浸润着河流气息的

《博物馆》，也在真正走近澜沧江的一

条又一条支流后，写下了《澜沧江》。那

些河流给了我文学的想象力。沿着河

流行走时遇见的那些人，用他们的人

生与命运影响着我，同时也影响了我的

文学观。

杨 知 寒 ，1994 年 生 ，回
族。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当
代》《花城》等，获人民文学新
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丁玲
文学奖、宝珀理想国文学奖
等。出版小说集《一团坚冰》
《黄昏后》《独钓》。

目 前 ，我 的 创 作 多 以 非 虚 构 为

主。讲述阿勒泰的山河大地上，我所

经 历 过 的 事 情 。 哈萨克族是游牧民

族，一个保留了千年游牧转场习俗的民

族。所以，我们对养育了游牧人的这条

阿尔泰山脉的感情，是与众不同的。

还记得，当第一次看完电影《阿凡达

2：水之道》的时候，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

静。两个星球不同文明间的碰撞，让我

联想到游牧民族当下的生活。时代的迅

速发展，让他们站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不

知所措。弃牧定居从农，弃农进城流

浪。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

发展，良好的教育资源、舒适的居住环

境、变幻无穷的新鲜事。事实上，他们的

心在钢筋水泥中颠沛流离，需要不断地

感受到新鲜的事物，才能使“念根”的情

绪隐藏。

游牧民族千年来是文化的传播者，

但到最后，自己却没能留下多少被记载

的文字。在我看来，当今游牧民族的文

化是飘着的，像一朵飘在空中的白云，一

场风就能将其吹散。祖辈们对世间万物

的认知，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全都藏在那

朵云中。我竭尽全力想看懂它，把它请

下来种进土里，看着它长成大树、花草，

生长成我的诗、我的散文。

这些在大地上逐水草而居的人们，

走过了太多的路，日出日落间，都在生与

死的边缘徘徊。我的文字中，都是他们对

自然力量的敬畏，对生命短暂的感慨。

我现在的写作像是牧人在驯赛马，

对于小说的创作，我还需要一段时间来

做准备。散文与诗歌的创作对我来说，更

像是一次次的记忆之旅。写作的过程中，

我离开城市，回到祖父的草原，回到我的族

群中。一遍又一遍记住他们的模样、他们的

歌声。为小说的创作积累素材，同时对那

些过往的事情和结果，产生新的理解。

积累的同时，我也在进行创作小说

的尝试，在寻找独属于我的小说语言。

一直以来，我都在克制自己想全身心投

入小说创作中的冲动。建立一个世界太

简单了，但要使读者与文字世界中的人

物产生共鸣很难。这也是我循序渐进的

根本原因。

中华民族的文学世界，是由多种文

化一同建造的世界。每种文化之间没

有高低贵贱的差别，它们都是在历史的

长河中积攒下来的宝贵财富。而作为

被多民族文化滋润成长的我，渴望将哈

萨克族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融于我的文字。将马背上的哲学观与

事件结合，与人物结合，创作出能够达

到中华民族文学顶尖水平的佳作，是我

的梦想和目标，也是对生育我的大地最

好的回馈。

迎接第九次迎接第九次
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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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
李煜之死（中篇小说）………………… 赵 焰
楼台会（短篇小说）…………………… 任白衣
滇池诗卷·面对面
故我不在（组诗）……………………… 谢恩传
在一个人的断代史里，传统与现代交织（评论）

…………………………………… 王珊珊
衰变与兑现（组诗）…………………… 王珊珊
生命的灰度感知和新鲜质粒（评论）… 谢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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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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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千忽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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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伟，1986年生，白族，现居大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
见于《十月》《花城》《长江文艺》《天涯》《芙蓉》《大家》《清明》《青年文
学》《百花洲》等刊物。出版有散文集《暗世界》《大河》《记忆宫殿》
《苍山》和《博物馆》等。曾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
奖、第十二届湄公河文学奖、第三届三毛散文奖、云南文学奖、云南
省年度作家奖、滇池文学奖等。

沿着河流行走沿着河流行走
□□李达伟李达伟（（白族白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