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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观

□李言

小说《草原布鲁斯》专注一个古老且现代、当下且永恒的
话题，包含文明的冲撞和人性的异化。这一主题在宫崎骏电
影中经常被赋予宏观视野，且与环保主义、后现代主义达成价
值和解，对这一主题的延续探究，也成为东亚地域文学所共识
的议题。全球化与自主性的矛盾、原生性与现代性的冲撞与
共存、后殖民主义的裹挟等议题的叠加，《草原布鲁斯》得以具
备深刻的普遍性。

当然，作家肖睿的作品以叙事见长，加上曾经丰富的影视
创作经验，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他开辟了一个现代感的空间，
包括草原的原生力量、悬疑情节的铺展以及视觉冲击力的达
成等元素，这些元素均加速《草原布鲁斯》异质化形态的产
生。小说以草原为叙事的原动力，让故事的表达拥有野蛮生
长的根基，发挥文学丰富技巧的作用，在梦境和现实中不断穿
插，让其获得了自由表述的自足性。

音乐性与写作内韵

小说命名为《草原布鲁斯》，布鲁斯的词汇源头在美国，同
样布鲁斯是北美最重要的音乐形态之一，其在国内又被翻译
成蓝调。蓝调是19世纪中期美国黑奴田间劳作自发吟唱的曲
目，又称“怨曲”，蓝调的节奏感与生命律动和劳动律动相吻
合，其原始性、律动性和民间性的特质成为核心特色。而布鲁
斯似乎与草原的韵律形态构成了某种天然的关联，在草原游
牧人的日常生活中，音乐以呼麦为核心表达，高昂的唱腔、幽
怨的内核似乎与蓝调构成了某种精神上的共通。此外，二者
皆为悠扬且广域的传播特质，而这一切让草原和布鲁斯构成
了某种精神向度的关联。

在对《草原布鲁斯》的节奏探究中，也看到声音在叙事中的
分量。草原作为呼麦的生发和传递区域，其传播的能量以“人
声”为基础。小说赋予了三位女性角色音乐感的特质，而这一
音乐感便来自“人声”的介入。草原家族的声音能量来自天然
的吟唱，在歌曲的表达中，自然和土地的力量与“人生”形成了完
整的共同体，“人声”的释放意味着自然天性以及人性纯粹的释
放，但进入城市之后“失声”成为了她们生活的共同表征，肖睿在
此让“失声”的意象外化，二姐霞的喉咙终生受损、野兔子的天然失语症等，让“人声”迅速
隐匿于城市的叙事中。在一开一合的“音乐性”表达中，人性的善恶伴随音乐的开合形成
了共振，构成了小说独特的韵律，乐感的存在亦是现代性叙事的见证。

此外，韵律感亦在整部小说中形成了“显-隐-显”的书写层级和节奏，在相对稳定的
时空叙述内，小说的书写是自由且放肆的，稳定时空即角色的草原生活与童年记忆，安定
感表现为对人物和环境的勾勒自然流淌。而当故事的视角转向城市文明和成人世界时，
紧张感便随之而来，曾经的安定感让位于城市的光怪陆离、人性的复杂在城市中被放大，
这展现为人物的“失声”“失语”和“失位”，小说的书写亦展现出城市特性的错位感和神秘
感，直至主角团重返牧区之后，她们身上的原始能量得以回归，小说的节奏重归舒缓。

现代性与东方主义

草原是陆地上流动的海洋，可以理解为流动的故乡。在广袤的乡愁之下，空间的
想象力是可以无限扩展的。草原带着原生态的呼吸感知，草原人的话语表现为清朗、
自由的表达，精神内核即对于土地草场的坚守、对于草原生态系统的敬畏。相比较而
言，城市基于固定的空间位延展，它依仗一个圆心进行环状扩散，而扩散的功能也意味
着对低位领域的吞没。

草原与蒙古族有着天然的联结，草原是蒙古族的诗化象征，亦代表着蒙古族的原
生信仰。华语文学作家在表达草原乡愁的背后，亦有城乡抉择的困境。同样，内蒙古
也是作者肖睿的故乡，内蒙古也是《草原布鲁斯》生长的原动力。就笔者认为书中的诺
敏草原所代表的不仅是土地自身，更是城市文明的反向空间的象征。

之前笔者提到的现代性，亦包含着东方主义对天然地域的瓦解和侵扰。在过往的影
像呈现中，会有《赛德克·巴莱》《阿凡达》《幽灵公主》等经典作品，即原始和现代文明信仰
的冲撞与斗争。肖睿则把原始和现代的冲撞进行了化用与借鉴，演变为现代与原始、工
业与牧业、城市与草场、现实与梦境、罪恶与信仰这五重冲撞。比起单一的叙事矛盾，多
重矛盾的映照，激发了小说的可读性与思考深度。毕竟在现代文明的压迫下，草原是逐
渐往后退却的，草原自我生长的能量不足以应付城市的精巧和贪婪，在退却中草原走向
虚无，化作旧时光、化作记忆直至化作回不去的“诺敏”。

在现代性表达中，肖睿并没有让冲撞陷入模式化。就技巧层面来看，多重矛盾的
设定并非单纯为增添写作难度，对城乡的感知亦包含作者个人的深度理解。如果我们
以内蒙古本身的地域特性来考量，其城市化的改造面临着日益凸显的生态、产业和人
文等多重对抗，从外部环境到世道人心，草原被虚化之后，工业和黄沙成为了21世纪内
蒙古的新象征物。

而《草原布鲁斯》的复杂感则让这种对抗具备了真实生长的意义，金市的都市家庭
囚禁了大姐的精神、商业腐蚀了二姐的心灵、赌场吞没了三妹的身体，她们的境遇既可
以归结为城市化的侵蚀。当然在女性悲剧背后，亦可看到了“男性-丈夫”的全方位介
入，他们如梦魇一般存在于城市的各个角落；金市即为名利场，以小说映照现实之后，
甚至能发现21世纪城市化发展共通的隐秘症结。

梦境书写与诗性回归

草原的意境在虚实的交替中漂浮、扩散，意境超越了现实的既定情境，由梦境寓言
向身体寓言转化，构成小说后半段人物超脱的根基。草原不仅有广阔的外部特征，亦
包含着强韧的内在生长力，游牧民族的宏大生死观与信仰的高度粘合性，与原住民执
着、隐忍、不屈等强大的精神能量合为一体。肖睿笔下的草原代表了实体，亦同为梦和
虚拟，意向缠绕于小说的表达之中。

梦境即虚构、即《我心书》和《新我心书》，它们在小说中的分量很重，并强化了草原
在文学维度的自由感，男孩面对猎人的成长与纠葛，是光明与黑暗的纠缠。从梦境的
隐喻来看，变现草原之灵对于外部文明的强烈抗拒，梦照进现实之后，则让外部文明充
当了原生力量挥之不去的纠缠，它是男性的、它是工业的、它是城市的、它是不讲规则
的，然而它确实孔武有力的，如何彻底化解这一力量，亦成为小说的核心精神诉求。

在对困境的解决上，小说努力强化原生态和非原生态之间的力量均衡，其均衡是
带有隐秘性的。如果以宫崎骏的《幽灵公主》为例，我们看到了人的动物化、自然化和
神灵化对入侵文明的均衡。《草原布鲁斯》则以命名来实现草原灵性的生命填充，是具
有象征意义和诗学意义的。三姐妹分别被命名为虹、霞、云，是可被望见但无法获得的
物质形态，意味少女短暂且捉摸不定的青春烂漫。而骆驼、野兔子这样的命名，则强化
了人的实体化与草原的深度关系，它们不能如云霞一般随意流动，最终他们是要完成
对草原的回归的，骆驼以“死”回归，而野兔子则以“生”回归。

生和死的选择可理解为现代与原始的不兼容。面对城市化和立体空间的改造，肖
睿当然不会选择妥协和包容。在完成了人物命名后，价值的差异、人格的差异与信仰
的差异在城市空间持续爆发，由此诺敏的草原家族化身为城市的游荡者，她们被排挤
于都市的边缘地带。她们不仅无法享受工业文明赐予的荣光，功利主义浪潮袭来时，
她们以自我钝化的方式来对抗侵蚀，钝化的不仅有身体感官，还有人格状态，这可以看
成是对自我精神圣地的保留，更可理解为对城市这座黑暗巨兽的无能为力。直到故事
结尾回归草原后，丢失十多年的“本我”才在她们体内重启并继续生长，家族借助诺敏
草原而重生。

身体的回归与精神的回归是共通的，诺敏草原守护者的使命则交给了最后一代的
“孤勇者”野兔子。野兔子顾名思义是属于草原的，而草原所承载的原始性，在野兔子
身上得以彻底释放，如果说长辈因为爱情的挟制受困于城市这一固定区域，野兔子则
彻底打破了空间规则和伦理规则，放肆的、天然的、毫无顾忌的人格即为冲破叙事迷雾
的一枚炸弹。直至野兔子打破城市牢笼、回归草原，这意味着《草原布鲁斯》精神诉求
的最终实现。

肖睿进行文学现代性的尝试之后，灵魂却与城市腐朽的现代性彻底决裂了；这一
决裂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城市的腐蚀无法改变人性初心，草原家族对于故乡的回归，亦
让小说的诉求得偿所愿，实现了宏大的、完整的、决绝的精神回归。

本报讯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潘奕璋 近日，中
国美术家协会“亮丽北疆 多彩暖城”采风写生培
训在我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20名中国美术名
家深入准格尔黄河大峡谷和准格尔旗龙口镇开展
采风写生、培训、慰问、公益讲课。

此次活动，旨在深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求。
活动中，美术名家带领我市美术学员在准格尔黄
河大峡谷和龙口镇采风写生；中国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陆庆龙以《拓展与边界——我的创作实践谈》为
题，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剑
武以《中国人物画的造型研究》为题作了专题讲
座，并且对学员创作进行指导。

本次中国美术家协会“亮丽北疆 多彩暖城”
采风写生系列活动，以艺术的形式展现暖城鄂尔
多斯厚重的文化底蕴、壮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
族风情，用优秀的美术作品全方位展示鄂尔多斯

“实力之城、活力之城、绿色之城、宜居之城、幸福
之城”的风貌，创作弘扬时代新风、树立鄂尔多斯
城市形象的美术精品。美术名家通过艺术理论系

列讲座与实践实操指导相结合，极大地提升了鄂
尔多斯美术工作者的理论写生创作水平。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内蒙古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内蒙古美术家协会、鄂尔多斯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中国文联美术艺
术中心、鄂尔多斯美术馆、鄂尔多斯市美术家协会
承办，准格尔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协办，后期还将
举办采风写生作品展览。

本报讯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家旻 近日,“川
煤杯·2024年‘煤炭纪实’报告文学征文大赛”评选
结果揭晓，我市作者李媛媛创作的报告文学《舞动
的工业芭蕾》、惠小和创作的报告文学《领跑世界
六千米——皮带机设计专家邬建雄的创新之路》
斩获“最佳作品奖”。

“川煤杯·2024 年‘煤炭纪实’报告文学征
文大赛”由中国煤矿文化艺术联合会、中国煤
矿文化宣传基金会主办，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

承办。旨在深刻反映煤炭行业时代变革、现实
生产生活和煤矿职工主体地位，书写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品。
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 347 部参赛作品，
评选出最佳作品 10 部、优秀作品 12 部、入选作
品 30 部。

李媛媛，中国煤矿文联作协会员、鄂尔多斯市
作协会员，现供职于国能神东煤炭集团公司。报
告文学《舞动的工业芭蕾》，记述了神东公司一位

非专业的女焊工在焊接行业从职业“小白”蜕变为
焊接技能大师的30余年奋斗史，全文13567字。

惠小和，陕西清涧人，就职于国能神东煤炭集
团公司，著有长篇小说《河东河西路》《传承》，长篇
报告文学《矿鸿》，诗集《燃烧的石头》，舞台剧《矿
工颂》。报告文学《领跑世界六千米——皮带机设
计专家邬建雄的创新之路》，记述了神东煤炭集团
皮带机公司一位员工获得 25项国家专利的事迹，
全文20068字。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城乡建设规
划，应当根据文物保护的需要，事先由城乡建
设规划部门会同文物行政部门商定对本行政
区域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并纳入
规划。

第十七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
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
作业。但是，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
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
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
安全，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
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
物行政部门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
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务院文物

行政部门同意。
第十八条 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
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
予以公布。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
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
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
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
设规划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
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
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
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
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

开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对
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

实施原址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确定
保护措施，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
物行政部门批准；未经批准的，不得开工建设。

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
者拆除的，应当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批准；迁移或者拆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批
准前须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得拆除；需要迁移的，须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

依照前款规定拆除的国有不可移动文物
中具有收藏价值的壁画、雕塑、建筑构件等，由
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收藏单位收藏。

本条规定的原址保护、迁移、拆除所需费
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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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协“亮丽北疆多彩暖城”
采风写生培训在我市举行

我市2部作品获“煤炭纪实”报告文学“最佳作品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高彩梅

在神东煤海中，有一条雄浑厚重的“文脉”，它
如同一条隐形的河流，从古老的煤层中流淌而出，
贯穿了煤海的每一个角落。那浓郁书香如同岩层
中古老的气息，弥漫在每一寸空间，让每一个矿工
都能感受到它的芬芳。

1984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一
条新华社消息《陕北有煤海 质优易开采》，像是诗
意的画布，绘制着大自然最原始、最纯粹的美，一
个达千亿吨储量的煤田在陕北这个有着红色传承
基因的画布上跃然而出，那种美，不仅仅是视觉上
的享受，更是心灵上的震撼，全世界能源行业为之
震惊，打破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和谐。

世界不同肤色的人开始共同瞩目着一个地
方：陕北榆林之北、毛乌素沙漠之南的神木市和府
谷县境内——“神府煤田”。

自此，一条蜿蜒曲折的“文脉”，如同大地深处
涌动的灵感之流，静静地汇成小溪流淌。它像煤
海中的一条条深邃的矿脉，将这片土地的历史、文
化、知识和智慧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2001年 5月 15日，《神东煤炭报》执行代主编
肖峰创作的诗集《大地之光》如同一颗璀璨的明
珠，荣膺第四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在煤海这片
土地上，闪耀出了独特的光芒。

2008年 4月 23日，神东矿区文化体育联合会
成立，如同一条永不干涸的小河，不仅滋养了这片
土地，也孕育了无数的人才和梦想。许多优秀的
作家、艺术家纷纷涌现，他们用自己的才华和创造
力，涌淌着智慧、灵感和文化的泉水，为煤海的文
化聚流注入了新生活力。

2021年2月15日，神东文学协会成立，如同一
条永不熄灭的光芒，照亮了矿工们的心灵。它既
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未来的蓝图绘制者；既是故
事的舞台，也是情感的纽带；既是创新的孵化器，
也是精神的灯塔。

2024年7月，惠小和的报告文学《矿鸿》、肖锋
的诗集《盛开的乌金花》和《一座山的高度》，如同黑

色的金子，在这片智慧和灵感的土地上熠熠生辉，
分别获得第二届全国煤矿文化艺术图书展最佳图
书、优秀图书和入展图书奖。它宛若智慧的源泉，
那些深埋地下的文字、故事流淌成河泛起了朵朵浪
花，吸引了现场与会者接连不断的崇拜热情。

《矿鸿》成为了这条文脉河里一朵最耀眼“炭”
花。惠小和倾情创作的《矿鸿》，因开全国描述煤
矿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的长篇报告文学先河，彻
底改变了人们对煤炭行业的传统认识认知，让读
者欣喜地看到了现实中煤矿工人通过科技创新而
成为幸福白领的实证，成为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
煤炭行业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

黄土高原的雄浑与厚重，煤矿人的执着与勤
奋，造就了惠小和文学作品的独具魅力和风格。
惠小和，著有长篇小说《河东河西路》，诗集《我是
煤，我要燃烧》等作品。不论是小说、诗歌、散文、
报告文学等体裁，惠小和均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这与他三十多年深耕文学的勤奋，对文学创作的
满腔炽热情怀，以及对文字精神建筑的深切领会
息息相关。

2010 年，惠小和调到石圪台煤矿党政办，至
此，他开始挖掘煤矿题材的人和事，也开始大量创
作煤矿题材作品。因为热爱文学，经常晚上写作，
不回 20公里外的家，无暇顾及正上初中女儿的学
业，但每周六组织爱好文学的矿工们一起讨论文
学创作、参加一些大赛，使石圪台煤矿的文风开始
盛行，自己和矿工们屡次获得陕西省、内蒙古、中
国煤矿杂志组织的大赛奖项，使石圪台煤矿成为
神东矿区最能出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的煤矿。

2017年，惠小和从石圪台煤矿到神东公司党
建督导组后，创作了 9万字的中篇小说《传承》和
120分钟的情景剧《矿工颂》；在国资委、人民网征
文中，他的《温暖这个寒冬》获得一等奖，会员们也
有 8篇分别获奖，让国家能源集团公司也对神东
文学感到震撼。

《矿鸿》是一部既有思想性又有文学性、既能
歌颂神东又能展现中国煤矿发展史的作品。

《矿鸿》开启了宏观与微观相互结合的写作方

式，让纪实文学既有高墙大楼，又有生活微末；开
辟了文学创作与科技创新巧妙融合的试验田，让
每一个直白的科技创新都融入到生动活现的故事
之中，引导出读者无限想象和向往。《矿鸿》像一盏
矿灯，点亮千里煤海；更像是一把炉火，温暖着苍
茫大地的激情。

对于矿工们来说，煤海的文脉就像是一个温
暖的家，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耕耘、收获、成长，与
这片土地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无论走到哪
里，他们都会怀念这片土地上的亲人、朋友和美
好时光。这条文脉河，汇聚了无数关于煤海的故
事、传说和诗歌。这些文字如同海浪般起伏，时
而澎湃激昂、时而温柔细腻，将这片土地的历史
和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神东文学协会，中国
作协会员肖峰已出版了《人在旅途》《峡谷太阳》

《大地之光》《思想家园》《神圣的煤》《盛开的乌金
花》《一座山的高度》7部；白利军出版了《走过那
片树林》《宣传科的故事》《苦泉》《岁月的追问》4
部；高越胡出版了《大神东赋》《神奇的红河》2部；
刘强出版了报告文学《煤海潮》；张建明出版了

《自珍集》；惠小和与何怀东、李峻、刘志勇和梁霞
合著出版了《神东矿区五人诗选》；高建华、朱晓
兰主编了《神韵东方》，李新华、王存飞主编，高会
武执行主编了《煤海新韵》。在这条文脉河中，每
一个矿工都是一位讲述者，他们的故事如同星辰
般璀璨。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奋斗、拼搏，经历了
无数的挑战和困难，但始终坚守着对煤炭的热爱
和对生活的追求。他们的故事，如同一个巨大的
故事库，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坚韧不拔的
精神。

煤海文脉河中，群星开始璀璨，仅近 3年间，
会员们就获得了 42个省部级大奖，已经汇聚成一
条矿脉里的知识脉络河，已成为全国煤炭行业中
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它，让辛劳的矿工们，在这片
充满挑战和热望的土地上，找到了希望和方向，也
启发着所有读者，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有了坚韧
不拔的动力和勇气。

愿这一条文脉河，流得更畅，走得更远！

煤海有条文脉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