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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垦荒者的历史与边疆生命的赞歌
——评红柯长篇小说遗作 《创世记》

◎王倩

作家红柯 1962 年出生
于 陕 西 省 宝 鸡 市 岐 山 县，
2018 年 因 病 去 世。他 曾 获

“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
奖”“庄重文文学奖”等文学
大奖。他生前最后出版的长
篇小说《太阳深处的火焰》
被评为第二届中国长篇小
说年度金榜（2017）“金榜领
衔作品”。红柯曾任陕西师
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
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陕西省
作家协会副主席。红柯主要
创作有长篇小说 15 部，其
中长篇小说遗作 3 部，中短
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学
术评论集多部，生平创作共
计 800 余万字。

红柯被誉为“丝绸之路
文学骑手”，他是新时期中国
西部文学的开拓者之一，是
中国当代最受欢迎的小说家
之一。他的作品在中国当代

西部文学领域中占据重要的
地位，其西部边疆题材小说
与“天山—关中”丝绸之路题
材小说成为中国当代小说重
要的叙事类型。

《创世记》是红柯三部长
篇小说遗作之一，2023 年
10 月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
版。小说主要通过描写父辈
们戍守边疆荒原地区垦荒的
故事，表现新疆老兵在屯垦
戍边过程中的垦荒精神 ；通
过描写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关系，显示人类与自然的原
始野性与灵性。

《创世记》是新世纪以
来“兵团文学”的重要收获。
小说中每一篇章的主人公
均为戍守在边防荒原的兵
团士兵，虽然他们前去荒原
的动机各不相同，但是在到
达边疆后，他们都被眼前美
丽的景色所折服、被脚下神
奇的土地所感动。看着眼前
毫无生气的荒原，他们立誓
要让这里土地肥沃、鲜花盛
开，让边地人民享受飞鸟虫
鸣的清新与美好。当荒原创
世者的使命身份被赋予之
后，他们扛起最原始的垦荒
工具坎土曼，犹如当初在战
场上拿起了自己的武器一
样，在荒原里尽情地挥洒汗
水，享受着自然带来的心灵
净化。在自己亲手打造的自
然乌托邦之中，他们忘却了
现实社会的烦恼，不用再被
复杂的人情世故所左右，在

偏远地区彻底扎下根来，为
祖国边疆地区的垦荒事业
奉献一生。

红柯在描写这一群体垦
荒开拓精神的同时，也为读者
提供了了解这座城市历史的
窗口。在这部边疆历史小说
中，红柯通过文学的形式探讨
了边疆士兵的生存状态与精
神追求，其中《阿尔泰》与《塔
尔巴哈台》通过讲述创世神
话和族源神话来构建兵团士
兵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共鸣，并
且以此来唤起读者对神话的
记忆 ；《古尔图》中通过精致
的细节描写和对复杂人心人
性的探讨，展现出新疆边陲地
区博大雄浑的自然景观和人
们的生活状态 ；《白碱滩》中
通过描写垦荒老头一家的垦
荒生活，反映出碱滩生活的贫
苦与艰辛 ；《乔尔玛》中通过
描写水文站工作人员老马与
河流建立的深厚情感联系，来
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独
特关系，反映出红柯对偏远地
区工作者生活的关注与思考 ；

《奎屯》中通过对奎屯河谷及
其周边环境的生动描写，反映
出作者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
情与细腻观察 ；《麦子》中通
过描写周围恶劣的自然环境，
来突出守护边疆荒漠土地的
艰难。

《创世记》通过描写军
垦老兵与边疆自然环境的
互动，深入探讨了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存关系，这种关系

不仅是表面意义上的相辅
相成，更是垦荒老兵们对自
然万物关于情感和精神上
的共鸣。在小说中，军垦老
兵脱离群体回归自然，回归
到人类生命最原始本真的
状态，随着大自然的律动展
开自己的生命旅程，在使命
的驱动下戍边开荒，从而使
西部荒原变成绿洲，继而成
为戍边士兵心中的自然乌
托邦。

作为一位深受西部边
疆多民族文化影响的作家，
红柯的精神和作品与他所
生活的土地上的人民紧密
相连，《创世记》中充满了对
自然与人形成的生命共同
体的书写，蕴含着对生命的
深刻思考与对自然的极度
热爱。在写作时，他运用现
代小说的形式来复现神话，
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叙事
框架，使他的小说成为一种
类似于生命寓言的写作，并
且带有了强烈的西部特色
与神性。

因此，《创世记》作为红
柯 的 遗 作 之 一，它 不 仅 是
一部具有深刻历史和文化
内 涵 的 小 说，也 是 对 红 柯
文学成就的一次回顾与致
敬，对 于 喜 欢 历 史 题 材 与
边 疆 文 化 的 读 者 而 言，这
部小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
阅读体验。

（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
文传院硕士研究生）

地理与历史交相辉映的乐章
——读张斌峰的 《渭河笔记》

◎安黎

阅读张斌峰最新出版的
散文集《渭河笔记》，我的感
觉仿佛是在诗意盎然的溪流
里泛舟。诗意，既是这部散文
集语言的底蕴和基调，更是
他情感腾跃的浪花和思想涌
动的涟漪。文字的轻舟在诗
意的溪流里回溯而上，千重
山脉、万般花鸟，竞相掠过，
浮现而出的画面悠远鲜活，
云雾缭绕，直抵时光遥远的
幽深之处和历史人物精神的
隐秘地带——就本书的侧重
点而言，貌似是写景，实则是
寻人 ：寻踪历史人物的足迹，
探寻历史人物的精神品相。

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草
木含情，山水有意。而山川，
不过是一座舞台和一道幕布
而 已，演 绎 的，是 一 个 个 历
史人物的剧情 ；尘封的，是
一个个远去的背影依稀的身
姿。张斌峰凭借一己的历史
学素养，梳理、拼接、辨析，去
伪存真，从而让那些古人复
活于纸面。此时的张斌峰，更
像是一位较真的考古学家，
以独特的眼力和思想的触
角，发现他人之忽略，捕捉他
人之遗失，矫正他人之迷思，
思 考 他 人 之 未 解。基 于 此，
他的渭河系列散文，就有了
厚实而扎实的根底，没有沦
为走马观花式的口水化的游
记，而是升格为一部集地理
与历史于一身、汇风情与思
考于一体，并借古怀今、托物
言志的地域风情录和历史人
物志。

不能不说，就散文的本
体而言，《渭河笔记》也是一
部入眼入心的优秀文本。鲜
活的语言、晶莹的文字，构筑

出了气韵的酣畅和意境的古
雅。雄浑的山、清澈的水、五
彩斑斓的植物、各等状态的
村镇、飞起飞落的雀雁，以及
表情驳杂的面孔等，一一接
踵而至，让人在赏心悦目之
余，也无不获得心灵的滋养
和思维的启悟。

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
地理与历史的双重并举，都
是景色与人文的交相辉映。
众 所 周 知，渭 河，或 者 扩 展
至渭河流域，既具有独特的
地理属性，又具有深广的文
化属性，更具有悠久的历史
属性。作为中华历史的故乡，
作为华夏文明最初的萌发之
地，渭河的流经之地，不仅山
川丰饶，而且沉积了太多的
历史典故和人文传说。站在
这样一片地理与历史交相辉
映的沃土，张斌峰以自己的
使命担当，以求实的作风和
思考的能力，描述渭河之澎
湃，寻踪渭河之源头，勘察渭
河之远古，捡拾渭河之遗落，
再现渭河之风情，于是一行
行饱含诗意的文字，仿佛一
丛丛湿漉漉的秧苗，葱绿而
柔美地破土而出——渭河，
在大地上流淌，也在张斌峰
的心上和笔端流淌。

《渭河笔记》的叙述基调
是柔美的，精神内蕴是仁善
的，字里行间，无不弥漫着人
文主义的思想亮色，比如对
平等的追求、对战争的谴责、
对生命的怜惜、对权谋的抵
触、对人性的尊崇等，既显示
出作者弥足珍贵的现代精神
素养，又使文字的承载量和
容积率得以扩充，从而更使
这部书具有了收藏价值。

琅琅诵读声让生活有滋味
——记退休教师雒宇翔

本报记者 段序培

退休之后该

做什么？宝鸡高

新区渭水苑社区

活跃着这样一

位老人，他因为

爱读书，成立了

诗书朗诵社，并

多次举办朗诵活

动，让琅琅吟诵

声在社区回荡，

让缕缕书香浸润

社区。

老人名叫雒

宇翔，站立三尺

讲 台 43 年，为

乡村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出于

对传统诗词歌赋的喜爱，退休

后，2018 年他与其他几位有

相同爱好的友人一起，共同组

建了诗书雅颂朗诵社，并担任

诗社社长。诗社的成立为渭水

苑广大朗诵爱好者搭建了一

个互相交流、切磋的平台。雒

宇翔告诉记者：“因为热爱生

活，我们走到了一起朗诵，一

起用诗来记录生活中的发现，

歌颂晚年的乐章。”

诗社不断成长壮大，如

今已有 30 余名社员，来自不

同的职业，有退役军人、法

官、教师、社工等。刚成立时，

社员中有的平翘舌音不分，

有的没有前后鼻音，有的气

息短浅，说话都没力量，也有

的对舞台无比畏惧。通过定

期开展丰富多彩的朗诵艺术

培训、演出等朗诵活动，如今

社员们都能自信地站在舞台

上，以有情感、有

温度、有底蕴的声

音对阅读、对生活

进行诗意的表达，

多角度、多层次地

讲述着宝鸡故事，传播宝鸡

好声音。

除此之外，雒宇翔还担任

着渭水之声合唱团的团长。两

个社团相辅相成，不仅丰富了

社区的文化生活，也促进了邻

里关系的和谐。“‘歌’是音乐

的‘诗文’，‘诗文’是没有旋律

的‘歌’，在我的认识中，唱歌

就是在读有旋律的诗文。”雒

宇翔笑着说。 

雒宇翔利用自己“讲了

一辈子课”的优势，用通俗易

懂、富有感染力的讲解，给居

民们解读“诗、词、曲、文”四

种文学体裁的相关知识。遇

到演出活动，朗诵的文本均

为他自己撰写，他用心中最

美的诗词，祝福祖国，歌颂美

好新时代。“我的生活，因书

香的熏陶而充实和谐，因文

化的引领而健康精彩。”雒宇

翔说。

读书人我身边的

治愈心灵的良药
——读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

◎林月珊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pl@163.com

文 心 雕 龙

生活中，我们常常被各
种压力和挑战所困扰，时常
感到孤独和焦虑。此时，我
们是否渴望得到灵魂的慰
藉呢？迟子建的《额尔古纳
河右岸》，便是这样一杯甘
露，它以其深刻的主题和独
特的故事，成了治愈心灵的

良药。
《额尔古纳

河 右 岸 》

是一部描绘鄂温克族人与大
自然的生息之道的杰作。书
中人物在苍茫风雪中与自然
对话，顺应四时更替，以淳朴
的生存智慧，展现了一种超
凡脱俗的生命哲学。他们对
待死亡的豁达、面对苦难的
坚韧以及信仰的虔诚，构成
了一曲生命赞歌，让每一个
心怀敬仰的读者，都能在其
中找到生活的真谛和精神的
慰藉。

鄂温克族人栖息于一片
古老而充满生机的大地上。

那里夜幕下星辰闪烁，驯
鹿在苔藓丛中觅食，

篝火边族人翩翩
起舞、畅饮美

酒……尽

管大自然慷慨滋养，但极寒、
猛兽、疫病亦考验着他们的
生存智慧。他们狩猎、捕鱼、
斗野兽，努力在贫瘠的土地
上探寻生存之道，却不滥杀
生灵，力求生态平衡。这种敬
畏自然的生存哲学，让我们
明白，与自然和谐共舞，顺应
其势，生活的逆流亦能化为
顺风。这样的敬意，如涓涓细
流，终将汇入心海，为我们带
来宁静之帆，驱散焦虑之雾，
使内心的湖面波澜不惊、安
澜温柔。

感受自然之宏伟与神秘
的同时，死亡也是鄂温克族
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在他们
的故事里，死亡宛如一条悠
扬的河流，携带着林克的电
光、达西与猎鹰的羁绊、妮浩
早夭的孩子们等，流向那片
熊熊火光中的虚无。他们以
生命的尊严面对死亡，视之

为生命转化的必经之路。
鄂温克族人深刻的生命
敬畏，启迪我们以同样的

庄严与爱去拥抱每一刻。
在珍视光阴的同时，我们放

下烦恼，

停止抱怨，热诚追逐梦想，深
切地珍惜每一缕情缘。生活
因此绽放出绚烂的色彩，心
灵振翅高飞，摆脱了虚无的
枷锁，自在而充实。

正是对生命深沉的尊
重，孕育出鄂温克族人坚定
不移的信仰之光。这个扎根
于山林的游牧民族，坚信自
然万物皆有灵。在战火纷飞
与生存艰辛之际，这份信念
成为他们坚不可摧的精神
支柱。即便游牧生活面临森
林开发的威胁，他们仍以信
仰之力，勇敢迎接挑战。当
生活的风浪袭来，我们更须
如 鄂 温 克 族 人 一 样，坚 守
心中的信仰，勇敢地迎接挑
战，积极寻找破局之道。这
生命的力量如同利剑，切割
困境 ；又如心灵良药，驱散
疲惫。它赋予我们的旅程深
度与丰富，为生命的篇章更
添意蕴。

书末轻合，疗愈的力量
仍流淌在额尔古纳河的波
涛 之 中，滋 养 着 我 们 的 心
田。林清玄说 ：“人也要像
珍珠贝一样，养成重塑伤口
的本事，转化生命的创伤，
使它变成美丽的珍珠。”当

我们学会如书中人物
那样，将面对的挑战
转化为成长的动力，

我们的生活便充满了
无限的可能。

让我们带着书中的智慧
和启示，珍视生命的每一刻，
勇敢地迎接每一次生活的变
迁，成为那个在风雨中依然

坚韧、阳光下更显灿烂
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