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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的历史、唯美的纪录 
论 《额尔古纳河的右岸》的诗性建构 

赵梦思 (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黑龙江牡丹江 157000) 

摘要： 《额尔古纳河右岸》对鄂温克民族原始社会部落生活和 

历史变迁的描写，之所以能获得广泛的欣赏与赞誉，主要是作者迟子 

建以温和诗意的笔调来描绘了一个古老狩猎民族百年的风雨兴衰，使 

读者如身临其境般体会个中滋味，获得独特的心灵震撼。笔者试从创 

作者、叙述者、接受者三方面的蕴含分析作品的诗性建构，以彰示作 

品的艺术造诣。 

关键词： 《额尔古纳河右岸》；诗性；艺术造诣 

一

、 民族史实的诗意描绘 

在叙述民族史实的过程中，作者精心地描绘了这个民族浪 

漫的演绎。鄂温克是我国最后一个狩猎民族，现实上中他们的生 

活状况是很悲惨的，这个民族遭受这来自自然和种族的重重地磨 
难，在原始的社会形态中，生产水平落后，科学水平必然落后， 

终年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对自然灾难的无可抗拒可想而知，遇 

到天灾时赖以生存的牲畜和族人的生命都如草芥一般脆弱。落后 

的医疗水平导致了族人的超高的非正常死亡率。本民族人口数量 

不断下降，内部通婚造成的后果也日益显现。还要再加上外民族 

(俄罗斯，日本等)入侵时的掠夺和迫害。而作者描写的恶劣的 

生存环境下却处处是诗意，人与自然完全的融合了。以一种诗化 

的手笔来述说历史，细腻、温情、别样的真实。诗意并不是虚幻 

式的乌托邦式的描绘，不是沦为一种没有恶意的欺骗和虚妄，没 

有显示不真实的虚幻。 作品借助的90岁老人视角，是确有其人的 
， 不管是隐藏了这个民族真正历史上的悲惨史实还是比局外人发 

掘了更多这个民族诗意的生存，最终的结果是直接呈现在读者面 
前的，比起历史资料中的记载，我们看到了更多这个民族诗意的 

在这个世界上的栖居过程。以一种诗意栖居的画面的刻画，给现 

代都市生活中的世人以精神的慰藉。 
这部作品最大的亮点是为我们显示了一个与自然充分融合而 

生存的民族，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的画面，这可以是一场美妙的 

心灵历程，也可以引发我们对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状 

态的思考，以扭转我们的发展观念，真正可以接近与自然情景交 

融。作者不仅审美地去理解这个民族，而她的表述手法更是灵活 

自由，纷繁多变，让这部作品更具形式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时 
刻被新颖的内容和手法吸引。 

二、小说文本的诗意表现 

1．平和基调。 “真正的哲学家确实总是想方设法获得明细清 

楚的表达，使之像瑞士的湖水一样——透过平静的湖面望下去， 

愈深处就愈是清澈，湖的深度与清澈相得益彰——而不像浑浊湍 

急的山洪。”。以一位九十多岁老人的诉说为线索，老人的故事没 

有讲给本民族的后辈们听，没有讲给慕名而来的山下人听，她只 

是对着火堆讲述了这一切。一个见证了民族百年风雨的长者，没 

有年轻人的激昂和热烈，她的讲述是那么的平和，即使描述生死 

离别这般悲壮惨烈的故事时，也只是淡淡地流淌过去，没有此起 

彼伏的波澜壮阔，没有跌宕汹涌的悲壮哀痛，似无欲无求，又看 

破红尘，这种平静如水的叙述，像是看透了生命的真谛，看破了 

世间沧桑，从骨子里渗透这一种平静的悲凉感。 

2．预言叙事。这部作品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伊芙琳 

的预言。作品中一共出现6次预言。这是一个奇怪的生命之轮， 

不难发现，似乎作者有意让伊芙琳具备了这样一种看破命运的本 

事，年轻一代族人的命运正是上一代族人命运的翻版。因此作品 

中呈现了一条并不十分明显的生命链条，在这个与外界相对隔绝 

的世界里，若隐若现的存在，又在冥冥之中左右着族人的命运。 

于是在作品中，形成了前后呼应，息息相关的故事脉络。把叙事 

建立在命运之轮的深层基础之上的，可谓别具一格，引人入境。 

3．虚实交错。尽管作品中的民族和历史都是可以在现实中 

找到原型的，但是文中还是穿插了不少亦真亦幻的神话色彩的故 

事，如伊万葬礼上出现的两个白狐女子；达玛拉以蛇的形象出 

现，安慰拯救了伊芙林 族人对火神、山神、树神等等的传说和 

现实经历，都蒙上了亦真亦幻的神秘色彩。美国学者蔡斯在 《神 

话研究该说》中认为：远古神话曾经驯服过人性中的毁灭力量， 

现代神话应该发挥同样的功能。作者也正是借这些神话使得读者 

获得同样地功能，作品中的神话无一不是浪漫的，善良的，温情 

的。这正是驯服了人性中那种卑劣的粗俗的毁灭力量，给人以诗 

意的善良体验。 文章借助这些神话意象，实现了这种共性的神祗 

从神话想文学 “移位”的结果。 

4．场景再现。作品中呈现了许多如岩画、风声、月象这一类 

的意象，且不看这些意象蕴含着什么样更深层的民族心理，但只 

把这些意象联合起来，就足以构成一幅唯美的画面了，一幅人类 

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的唯美画卷。在这部作品中，人与自然是完 

全交融的。妮浩为孩子命名是用花朵、桦树的名称，而族人又给 

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命名，在这里，人类是自然的孩子，在自然的 

规律之下繁衍生息。当日渐衰老的 “我”有病痛缠身的时候，并 

不相信激流乡的那些大夫，而是相信，只要回归到自然，就会痊 

愈的 作者描绘了一种真切的生命体验，并希望读者也可以领会 

到这其中的美妙真谛。 

作者用纷繁的叙述方式，并非是要讲述，而是要显示给读者 
一 个美轮美奂的鄂温克民族风情；她也并非是要概述，而是要描 

绘出一幅唯美诗意的鄂温克民族历史。这样做不仅引导读者进入 
她所勾画的世界，也留给读者足够的自我思考的空间。 

三、心灵体悟的诗意接受 

接受美学把读者和阅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接受美学 

看来，文学作品包括具有未定性的文学文本和读者阅读过程中的 

具体化，二者合璧才是完整的文学作品。没有读着的阅读，没有 

读者将文本具体化，文本只能是未完成的文学作品，也就没有文 

学作品的实现。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这 

部作品在这一过程中的诗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1．美感体验。作品的诗性建构，旨在对于读者，品读作品 

是一个欣赏的过程，而谈到欣赏，就是一个美的范畴了。通过前 

面的解析，这部文学作品使人审美的获得自由是可以确定的。它 
为我们勾勒了诗意栖居的维度。美丽的忧伤，执着的力量，卑微 

生命的颤动，人性的光芒，温情主义等等这类叙述，展现出的含 

蓄蕴藉，空灵澹荡的审美意蕴。这种审美特性与 《右岸》息息相 

关，体现其美学的诗性建构具有唯美倾向。 

2．思考空间。在接受美学的角度，读者对于鄂温克民族是 
比较陌生的，所以阅读作品时的 “前解释”几乎没有，这就使得 

出现一种读者完全 “被引领”的状态出现，被动的接受过程并不 

太能引发读者的心灵的互动和交流。而作者还是留给了读者足 

够的独立思考空间，不管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落也好，还是社会 

发展中民族文化的融合也好，作者并没有去述尽鄂温克民族，把 

自己的认知和情感灌输给读者，而是尽量显示一个真实又浪漫的 

民族文化，让读者自己去体验，感悟它的美，思考现象背后的问 

题。 

伽达默尔在 《真理与方法》中认为，作者的意旨不能穷尽 

作品的意义。当作品从一种文化环境传播到另一种文化环境的时 

候，一些新的意义就可能从作品中抽取出来。作品的意义，存在 

于过去和现在的对话之中。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对文学作品会产 
生不同的解释。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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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参与’’状态中的“认同”和“移位’’分析 
杨晓琼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0) 

摘要： “受众参与”状态中的两个核心问题是 “认同”和 “移 

位”。文章首先从概念的角度对 “认同”和 “移位”进行界定，然后 

说明 “认同”和 “移位”的区别、以厦二者对 “愉悦感”的影响。最 

后指出 “移住”对 “愉悦感”的积极影响要甚于 “认同”。 

关键词：受众参与；认同；移位；愉悦感 

一 部文艺作品 (本文专指叙事性文艺作品)对受众的吸引 

力、影响力以及使受众感到满足的程度，取决于它使受众从内心 

“参与” (audience involvement)其中的能力。通俗地讲， 

“参与”的程度是指受众在理解了作品中故事情节之后所投入 

情感或心思的多寡，它同样也反映了受众对作品的关注程度。 

“参与”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指当受众融入情节中的时候，他 

(她)就会对故事的细节格外关注，同时也会变的全神贯注， 

并为情节所吸引 。本文试图通过对 “参与”理论中的 “认同” 

(identification)和 “移位” (transportation)进行分析来 

界定 “参与”的形式。 

1．对角色的 “认同” 

叙述性的艺术作品 (书、电影或戏剧)通过创造一个想象的 

世界， “邀请”受众忘掉自我，融入到故事中去。如果受众接受 

这种 “邀请”并融入到故事当中去，就会有两种体验：观察者和 

参与者 (这两种体验并不是相互排斥的)。通常当我们被一篇故 

事所深深吸引的时候，我们开始关心故事中的角色。当他们面I临 

危险的时候，我们会焦虑；当他们高兴时，我们也会分享喜悦。 

这种情况即是说明了我们已经共享了角色的本体，这种本体迁移 

行为就是 “认同”，这是一种深层次的 “参与”方式，这时的受 

众会对故事的发展及其传达的信息投入更多的感情 。 “认同” 

是一种流行词汇，广为文学和文化理论学者、电影理论学者以及 

媒体研究人员所使用。文学学者将 “认同”定义为通过虚构来触 

动并帮助人们理解周围的环境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依据媒体心理 

学的解释， “认同”被定义为是一个想象的过程：与角色融合、 

共享角色的知识、接受角色的目标、分享角色的感情 。根据这 

个定义， “认同”是一个短暂而充满想象的过程。在认同的过程 

中，受众为文体所吸引，并削弱了自我的意识。但是这种吸收并 

不是针对文艺作品的整体而言的，而是为其中的某个角色所吸 

引，并且是暂时性地迁移进了这个本体中。 

2．移位 

根据 “移位”理论，受众往往会经历一个 “移位”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故事发生的事件 

中，同时进入了故事中的世界里，而暂时失去了与真实世界的接 

触。 “移位”，通常又被称为 “融入” “吸引”，同时对于心理 

学家以及媒体学者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艺术作品的趣味性、 

受众的态度和信念的转变 。 

3．认同和移位的区别及联系 

“移位”和 “认同”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二者的主要区别 

是： “认同”描述的是与特定角色之间的关系，而移位是指叙事 

体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对受众的吸引，例如一个刻画反面人物的小 

说因为其极佳的悬念设计而会对受众产生强烈的移位，但是受众 

不会对这个反面人物有 “认同”感。同时二者在使受众产生愉悦 

感方面起着共同作用，比如受众可能是因为对角色有着 “认同” 

而产生愉悦感，也有可能是受众移位到小说中去，而对角色产生 

亲切感，继而增加对角色的 “认同”，从而产生愉悦感。同样地 

移位对于态度转变的影响也会受到 “认同”的影响。处于移位状 
态的受众可能会 “认同”角色，因此这些角色的经历以及他们宣 

扬的信条会改变这些受众的态度。 

“认同”和 “移位 ”都可被视为描述受众是如何被作品所 
吸引的方式，但是移位描述的是受众 “参与”的程度，并没有界 

定叙述文体中的哪些具体东西使受众融入其中； “认同”描述的 

是受众对角色有着强烈的喜好，因此尽管受众可能会由于密切关 

注中的悬疑情节而会 “移位”，但并不一定会发生对角色的 “认 

同”。 
● 

4．“移位”对 “愉悦感”的积极影响甚于 “认同” 

“认同”产生的前提是受众和角色之间观点的一致。因此 

如果受众知悉角色过去的经历，认同感可能会更强烈。如果是这 

样，行为发生的时间就会对受众的 “认同”有着较大的影响。受 

众在接受到角色过去的信息后会更趋于 “认同”主要角色，而接 
受将来的信息则不会有这种影响。之前提出人们更趋向于与正面 

的积极的角色产生联系，正如在生活中人们乐于与有好运的人交 

往，另外，厄运和困境可能比好运会更让人产生认同感，因此如 

果陷于困境中的角色释放出积极的信息，可能会比消极的信息更 

能让受众产生认同感。 

因为 “移位”与故事情节所塑造的悬疑密切相关，因此悬疑的 

增加可能更容易引起 “移位”。另外当预计到的某些事情肯定会发 

生的时候，悬疑就会增加。基于这个前提，可以设想当给受众提供 

关于未来的一些充满戏剧性的信息的时候会比提供过去的信息更容 

易引起移位。 “认同”和 “移位”都与叙事性艺术作品所产生的愉 

悦感有关。愉悦感是当作品能够反映出受众对于作品的理解时产生 

的。因此当受众充满感情地融入到一个作品中时，受众往往就会视 

为它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同时产生的愉悦感也会越高 。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界定 “受众参与”的两个重要概念： 

认同和移位。通过分析说明 “认同”和 “移位”的区别是合理 

的，而且，受众对于有着正面积极行为的角色比那些有着负面 

消极行为的角色更为 “认同”。受众所接受的关于将来的信息越 

多，就越容易 “移位”到情节中去。表明 “移位”对愉悦的影响 

要大于认同对愉悦的影响。 

作者简介： 

杨晓琼，江苏徐州人 ，现就读于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艺 

术学硕士。 

这部作品的包罗万象、纷繁多变、灵活自由，构成了它的形 

式的美。作者驾驭这种美的形式能够充分地享受创作的自由，施 
展自己的创造才能，在创造的过程中得到自由的愉快。读者又通 

过欣赏作者创造的美和美的创造，并进行二度创造，得到美的享 

受。我想这正是小说所应该带来的审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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