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界. .

摘要：《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新颖的少数民族题材文本。 不

同于其它同类题材， 身为汉族作家的迟子建从自己独特的审美视

角出发，谱写出来一曲少数民族题材的悲歌，让广大读者了解到处

于边缘地带的异族人民的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但是细细

品读你会发现它所蕴含的不仅是鄂温克人民经受的痛苦与考验，
更有在全球语境下，整个人类正在面临的文明困惑，还寄托着一个

作家对于未来世界的美好人文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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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少数民族题材的书写，已经成为当下文学视野里

一个越来越被关注的现象。 在众多的作品中，有一部很是特别，它

是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 在 2008 年，这部作品获得了第七

届茅盾文学奖。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发表自己的看法：“《额

尔古纳河右岸》的题材与视角都比较独特，它关注的是一个很小的

民族与群体，当然这一点并不能当做获奖的充分理由，除此之外，
它最大的特点是反映了这个民族在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进

行抗争和抵抗的现实。这与当今世界文学的主题也是非常吻合的。”
[1]从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一些新鲜的文坛动向。 这部作品视角独特，它

结合了少数民族题材与当下主流话题， 对人类文明进行了重新反

思，像一个美丽的标本一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角度。

1 文本三重奏
1.1 鄂温克民族的标本

该作品书写的对象是鄂温克民族， 作品的名字取自于一个地

理位置，它位于中俄边境上，其左岸在历史上也曾属于中国。 作品

的主人公们，就生活在这一片特殊而神奇的沃土上。 女作家迟子建

对这个远离大众视野的民族情有独钟，将其作为小说创作的对象，
在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诗意性描写，让

他们从此被关注，走进大众的心中。
鄂温克的意思是“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 该部落主要分布在

中国东北黑龙江省讷河县和内蒙古自治区。 大部分鄂温克人以放

牧为生，其余从事农耕。 驯鹿曾是鄂温克人唯一的交通工具，被誉

为“森林之舟”。 鄂温克族有自已的语言但无文字，牧民大多使用蒙

古文，农民则广泛使用汉文。 他们信奉萨满教和喇嘛教，口头创作

有神话、故事、歌谣、谜语等，还善于用桦树皮刻剪成各种工艺品。
鄂温克民族是一个游猎民族。 游猎民族的显在特征是它的游动性

和不固定性。 在小说中，迟子建用淡淡的笔触，以回忆录的形式，通

过诸多情感故事的构设、生活细节的描摹、生存环境的渲染、部落

内各种集体活动的铺写， 将这个民族的近百年充满沧桑的历史和

神秘而淳朴的民俗、民风、民情全方位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通过阅

读，我们了解到游牧民族生存的艰难但是自由洒脱、生命的脆弱但

是依旧坚强不屈， 他们对大自然的崇拜和依恋更是充满了神圣与

虔诚。 由于生活环境的特别，使得他们几乎与世隔绝，经济制度还

停留在原始形态。 此外，小说中笔触最浓最感人至深的地方是充满

了无畏的牺牲精神的萨满文化，它也是整个部落的精神支柱。 每一

位萨满神都是上天而定，为了种族的繁盛，他们以自己的幸福为代

价，默默地付出着，也见证着部落的兴衰历程。 总之，通过迟子建的

抒写，确实能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个多么与众不同、充满了神奇色

彩的民族，让我们既感到陌生又仿佛似曾相识，因为它让我们想起

人类的祖先曾经都是这样生活过。
1.2 人类文明进程的标本

人类文明的进程， 总是以一些原始生活的永久消失和民间艺

术的流失做代价。 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来思考，《额尔古纳河右岸》
就是这样一部文本：揭示人类文明进程中，现代文明和前现代文明

（原始文明）的对峙。
谈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创作，迟子建说：“我其实想借助那

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这支以饲养驯鹿为生的部落，写

出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悲哀和无奈”。 [2]在后记里面，作

者也特别提到， 启发她写这本书的直接灵感是在澳大利亚看到的

一幕--一对土著夫妇吵架。 她想如果这对土著人还是在他们土著

的地方生活，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然后她就到了爱尔兰，
看到许多人在街头画民族的图腾，卖钱。 她想，图腾应该画到森林

里，河流边，现在画在柏油路上就缺乏了生气。 [3]这就是我们追求文

明付出的代价：在文明的进程中，人们遗失了很多东西，图腾的东

西，灵魂的东西，而追求外在的东西，来作为我们幸福和快乐的一

个体验。 [4]

作家迟子建，正是怀着此种敬畏与哀惋的心情，讲述了一个无

语的鄂温克族人的命运史与心灵史。 其真正意图，是借他族的遭遇

来道出人类所共有的尴尬与困惑。 用别人荡气回肠的悲伤故事，来

唤醒深处文明悖论中的麻木世人。 在小说中，作者主要是通过最后

一章将这种意图传达出来的。 由于现代文明的蔓延，城市的建设便

势不可挡，而且速度和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 这就造成了人对自然

资源的大肆掠夺，传统的天人和谐自此被打破。 一直以来，城市就

是以这样的步伐稳稳地践踏着土地，向着土地、荒野、河流、森林蔓

延着、渗透着。
1.3 作家心灵的标本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使命是归家。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创作无

疑是对人类家园的召唤。 无论是弱小民族，还是壮大的汉族，在现

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都在飞速地改变。 物质在不断丰富与发达，可

是精神世界却在与日衰退。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 国门一开，各种思

潮像汹涌的洪水一样到处泛滥， 造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剧烈动

荡，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为了追求理想，离开自己的家（下转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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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难能可贵的看法。
通俗小说大多采用朴实的语言细致描绘生活“俗”事，虽无“雅

气”却具有人文关怀和现实意义，如《三言两拍》在揭示生活与人性

矛盾上就比不少高雅文学丰富和深刻。 而部分纯文学创作时情绪

充斥，如郭沫若写《女神》时满腔激情，歌德写《少年维特的烦恼》时

如同梦游则未必高雅。 当年钱惟演“上厕则阅小词”，现在读词则成

了雅人深致，可见通俗并不代表其本身的优劣，相反说明了它深入

人心，最直接地反映了大众的所思所想。
对于读者而言优雅似比深刻更重要，好比阅读《伊豆的舞女》

比《巴黎圣母院》更美些。 电视采访中张艺谋导演曾谈到要追求作

品深刻其实很简单，我想这是个人创作体会的有感而发，实际上通

俗作品中诸如黑幕小说、侦探小说等编剧难度并不比纯文学低。

4 中国文学的传承与创新
宋代笔记《道山清话》云：
苏子瞻诗有“似闻指麾筑土郡，已觉谈笑无西戎”之句。 尝问子

瞻“当是用少陵‘谈笑无西河’之语。 ”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

用左太冲‘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也。 ”
老杜、大苏都喜好“盗句”这颇有趣。 这类情况史上不胜枚举，

王勃《滕王阁诗》中：“槛外长江空自流”便开后世无数法门，连李白

也效仿“唯见长江天际流”。 宋代江西诗派的黄庭坚更是追求“无一

字一句无出处”， 有时几乎原搬不改所谓“点铁成金”的作法。 俗语

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正体现了因袭相承的思想。
大概鲁迅多少也出于不满后世屡屡重复前人诗作， 难以突破的原

因才说出了“一切好诗在唐朝已被作完”的论断。

“学不可无师”是古人一惯的教育主张，多数书论、画论与文论

也认为具有“古意”是一条重要标准，往好的说可称为“活用古人”，
往不好的说则是“盗用古人”了。 杜甫诗《杜鹃》：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我昔有锦

城，结庐锦水边……
显然这受《诗经》“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

莲叶北”模式的影响，但这么长的句子套用起来颇觉东施效颦。 即

使以老杜之才“盗用古人”也难免落入窠臼之时。 白话文学比起古

典文学盗句的现象自然少得多， 但缺乏创新意识仍是目前文坛的

不足。 例如国内较少出现《变形记》这类荒诞派、意识流等等具有现

代思想的作品，更罕见像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这类勇于探索结构

或某方面创新的小说家。
汲取前人经验自然有所必要，但需具有现代意识。 除了题材与

前人不同在语言风格上也需探索新样式， 比如使用古汉语的句式

适当地融入白话语言以增加典雅程度和丰富性。 举例以白话文句

式说“绿杨柳遮元亮宅，红杏花映仲尼坛”感觉平淡，而换成古诗句

式“杨柳绿遮元亮宅，杏花红映仲尼坛”[2]便极具味道。 我想此句掺

杂在现代散文也并不觉突兀， 或许此法可缩小白话文与古文的区

别，又能寻出晓畅而具有诗性的语言风格。 另对于情感表达充沛强

烈的内容或文体则适可放宽语言逻辑， 以鲜明的形式跌宕错愕的

语言节奏来强化情绪与表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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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6 页）园到大城市中去寻找价值与立足之地。许多传统价值

观，更是受到了人们空前地质疑与扬弃。 人们没有立足自家国情，
简单地以物质条件的先进与否来衡量思想的优劣，盲目崇拜，急功

近利。 这种狂热，形成了很多人精神家园的迷失，他们没有明白，文

化是生长出来的， 而不是随便嫁接一下就能在哪里都可以开花结

果。
迟子建正是从自己的感悟出发，为人们勾画了一幅原始壁画：

一个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世界，仿佛使人又回到了家，又成了在

家状态。 虽然现代文明的脚步没有停止，但那片原始的风景却永远

的留存在了人们的心里，并以精神印记的方式得以永存。 从这个角

度上来看《额尔古纳河右岸》，它就是作家迟子建的一次寻找家园

何在的心路历程。 她理想中的家园，不是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而

是回归自然、天人和谐的纯净世界。 她坦承:没有大自然的滋养，没

有我的故乡，也就不会有我的文学。 ……对我而言，故乡和大自然

是我文学世界的太阳和月亮,它们照亮和温暖了我的写作和生活。 [5]

迟子建就是这样一位很独特的作家， 在她的书里面经常充盈着自

己独特的品格与灵魂的东西， 而不是脱离现实去盲目寻求虚无缥

缈的理想世界。

2 价值与反思
在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间的交流、对话和互补将是人类社

会面临的普通境遇， 任何一个民族或群体都不能对此采取简单的

排斥、抵触、回避，否则只能使自己族群的文化走向封闭和更加边

缘，甚至“窒息” 而亡。 [6]迟子建以自己的话语方式，抒写了一部民族

史， 抒写了一部浓缩的人类进程史， 寄托了一位作家的忧思与期

望。 它是忧伤的，又是凄美的；是灰暗的，又透露着渺茫的光明。 通

过这种代言人的抒写， 让世人了解到了一个从未走进大众眼中的

弱小民族，虽然我们不了解，虽然我们不曾接触，但是看了作品，我

们就与他们发生了某种联系，我们不能再采取一种旁观的姿态，对

当下这些惨淡的现实无动于衷。 虽然小说写的是一个外族的故事，
但是它所暗含的启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虽然一个弱小民族力量

薄弱，在这种现代化洪流中无力抵抗很容易被侵吞、被淹没。 但是

即便一个强大的民族，也阻挡不住时代潮流的侵蚀，要唤醒民众的

觉醒和共识，才能挽救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不被丢弃。 《额尔古纳

河右岸》的价值，可以说是巨大而让人意味深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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