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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

好书推荐

赏析

作者：[澳]杰弗里·
瓦夫罗

该书作者毕业于耶
鲁大学，深耕世界史领
域数十年。书里展示了
成百上千张不同时期的
历史地图，图上标有详
细的符号，记录了每个
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具体
信息。作者对每个历史
时期都从不同的地域进
行讲述，这样就能帮助
读者打破地域与时间的
界限，对整个事件有更
全面与直观的了解。

作者：[美]史考特·
亚当斯

这是一本励志书
籍。史考特·亚当斯是
著名的《呆伯特》漫画的
作者，同时也是一位职
业演说家和畅销书作
家。他在这本书里，通
过诙谐幽默的方式，分
享了他本人对成功的种
种思考，以及他是如何
与失败相处，最终走向
成功的。

《我的人生样样稀松照样赢》

□邱华栋

在中国广袤的文学版图中，内蒙古的文学创作
一直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深厚的历史底蕴而备
受瞩目。从古代的游牧民族壮阔的史诗，到近现代
的作家在新文学史上所树立的标杆性作品，这片土
地上的文学始终与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以
及生存、发展和现代性追求紧密相连。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中，内蒙古的作家们更
是以多元的风格面貌和丰富的题材书写，展现了草
原文化的独特性和时代精神。在老一辈作家的笔
下，我们看到了北方草原的辽阔与壮美，感受到了
民族的坚韧与豪迈；而新一代作家则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敏锐的感知，书写着
时代的变迁与个体的命运，并呈现出别样的风采。

《草原》杂志编选的《草原十二骑手》，汇集了内
蒙古十二位中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佳作，可谓是
珠玉满盘。这些作家涵盖了70后、80后、90后和00
后四个以十年代差为代际时间的写作群体。他们
的作品风格各异、题材多样，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内
蒙古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发展
之下的人性丰富性的样貌。

70后的作家们，作为当代文学创作群体的中坚
力量，他们的作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生阅
历。比如，海勒根那的《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和

《巴桑的大海》，兼具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特质，描
绘草原生活的质朴与温暖，不仅呈现了大草原的自
然之美，更通过人物的命运与精神追求，传递出对
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赵卡的《杀县简史》通过拼
贴式写作和荒诞性情节，构建了一个超现实的“杀
县”世界，模糊了小说与诗歌的边界，展现了人性的
执着与荒诞。拖雷的《厄尔尼诺》和《叛徒》都很精
彩，前者切近现实，后者着眼历史，从不同的视角揭
开遮蔽或湮没于其间的生命细节，揭示了人性的挣
扎和对历史的思索。

80后作家，正处于创作的黄金期，娜仁高娃的
《门》和《裸露的山体》，以细腻笔触记述了在草原上
生活的女性的情感世界，表现了现代社会中女性的
困惑与希望。肖睿的《筋疲力尽》和《暖阳》则以奇
异的故事和情节，展现了当代青年的独特生存状
态，反映了社会转型期青年一代的迷茫与求索。此
外，还有阿尼苏的《铁布鲁》《阿扎的江湖》、陈萨日
娜的《一朵芍药一片海》《云中的呼唛》，都不同程度
地展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有着几千年生态与生活
方式所维系的伦理关系的大草原，所面对的新矛
盾、短阵痛与大变化，还有作家对故乡的深沉而复
杂的情感。

90后作家，作为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他们以

创新的思维和独特视角，为内蒙古文学注入了新的
活力。渡澜的《傻子乌尼戈消失了》和《在大车店
里》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建构起了属于自
己的“B612星球”，显示了年轻一代对世界的认识和
思考。还有苏热的《金骆驼》和《黄塘记》，以简洁而
冷峻的文字，构建起了一个苦涩、孤寂的西北小镇，
并在叙事中不断确立和强化这个地理空间的意义，
带给我们形式感和新鲜感。

00后作家是文学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作品不
仅充满了活力，更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创新精神。田
逸凡的《珍爱的你们》《乃玉的暗色滩地》、艾嘉辰的

《腹鸣》《新年快乐》以迥异的风格切近社会问题，彰
显了更年轻一代作家对现实的观照。晓角的出现
给内蒙古文坛带来了惊喜，她的经历和她的写作都
值得我们关注，在《清冷之人》和《淡绿色的马》中，
她面对自己所经验的现实与对生活的冷色观察和
剥离，让人惊讶。她小说的语言诗意中透着孤冷，
令人印象深刻。

总之，这种代际传承不仅体现在作家的创作
中，也体现在内蒙古文学的整体发展脉络中。从老
一辈作家一直到现在的新一代作家，内蒙古文学始
终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前行，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和创造力。

《草原》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文学杂志，几代作家
在这本杂志的呵护下成长起来。《草原十二骑手》最
初是《草原》开设的一个主要栏目，在推介年轻作家
新锐之作方面非常有创意。我一直关注，并读了其
中一些作家的作品，而这些作家的作品能够结集出
版，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不仅是对内蒙古
中青年作家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对内蒙
古文学多样性和时代价值的一次深刻总结；同时，
也体现了在新时代的引领和推动下，内蒙古文学开
始走向复兴与繁荣的崭新气象。

对内蒙古文学来说，文学不仅仅是艺术与情感
的表达，更是传承多民族文化，书写民族团结的重
要载体。《草原十二骑手》中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承
担这种责任，它们以文学的形式，展现了内蒙古各
族人民的生活、情感和精神世界，反映了内蒙古在
多元文化交融中的和谐共生与进步发展。

中青年作家是中国文学的未来和希望，《草原
十二骑手》的出版，就像是十二个骑手骑着骏马向
我们跑来，姿态矫健、英武而又潇洒，让我看到了内
蒙古中青年作家群体的创作实力和潜力，也让我对
内蒙古文学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最后，我衷心希望《草原十二骑手》能够受到文
坛和广大读者的特别关注与喜爱，也祝愿这十二位
作家，骑着骏马，奔赴更加辽阔的文学天地，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
献独特的文学力量。 （稿件来源：小说月报）

草原的底色与未来的光谱
——为《草原十二骑手》而作

作者：[美]丹尼尔·利伯曼
[美]迈克尔·E.朗

这本书探讨了多巴胺
这种神经递质如何在人类
行为、情感、创造力以及社
会互动中发挥作用。本书
通过跨学科的视角，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全面地理解
多巴胺如何塑造人类行为
和情感的框架，并叙述了
多巴胺在个人生活和社会
中的作用。如果你想了解
具体的案例，对多巴胺有
更深的理解，阅读这本书，
你会找到答案。

《贪婪的多巴胺》

《焦虑的一代》

作者：[美]乔纳森·海特

在这本书中，社会心
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综合
多项流行病学研究数据指
出，全球范围内的青少年
的心理健康状况正在急剧
恶化，背后的原因恰恰和
智能手机相关。本书通过
系列实验数据和结论，剖
析智能手机时代，玩耍式
童年与手机式童年更迭过
程中，青少年出现的各种
问题，呼吁社会、学校、父
母合力守护孩子们的健康
童年。

作者：[新加坡]张优远

在新加坡这个以财
富、效率和秩序闻名于
世的国家，贫困和不平
等常常被视为不存在或
极少的个例。然而，新
加坡社会学家张优远的
著作《不平等的样貌》撕
开了这层光鲜的面纱，
带领读者走进一个被主
流叙事所忽略的、充满
挣扎与坚韧的平行世界。

《不平等的样貌》

《历史：地图上的世界简史》

□赵乃赓

初读《知行合一》，原以为只是晦涩
的哲学论述，深入研读才惊觉，这是一
部蕴含着无尽生活智慧与处世哲学的
宝典，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对自我、
对世界认知的道路。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这一
观点彻底颠覆了我以往对“知”与“行”
的片面理解。曾以为，知晓道理便足
够，行动不过是水到渠成之事。但王阳
明先生告诉我们，知识若不付诸实践，
就如同纸上谈兵，毫无价值。就像学习
游泳，即便将游泳技巧烂熟于心，若不
真正下水练习，永远也无法掌握这门技
能。每一次呛水、每一次调整姿势，都
是在践行对游泳知识的认知，只有这
样，才能从生疏走向熟练，从“知”迈向

“行”的圆满。
书中提及的“致良知”，是知行合一

的核心。良知，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道德
准则与是非判断。在现实生活中，面对
纷繁复杂的诱惑与抉择，坚守良知显得
尤为重要。在工作中，当面临业绩压力
与道德底线的冲突时，是为了短期利益
弄虚作假，还是秉持良知诚信做事？答
案不言而喻。只有遵循良知去行动，才
能在获得内心安宁的同时，赢得他人的
尊重与信任，实现真正的价值。这种将
良知融入行动的过程，正是知行合一的
生动体现。

知行合一也让我对自我成长有了
全新的认识。成长并非仅仅是知识的
积累，更是品德的修养与行为的磨砺。
过去，我常因畏惧困难而裹足不前，空
有改变的想法却缺乏实际行动。如今
我明白，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挑战自我，
克服内心的恐惧与惰性，才能实现真正
的蜕变。每一次勇敢地踏出舒适区，都
是对自我的一次超越，都是在知行合一
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

然而，践行知行合一并非一蹴而
就。在现实中，我们常常会陷入“知而
不行”的困境。有时候是因为拖延，有
时候是被外界的干扰所左右。但只要
我们时刻保持警醒，以书中的智慧为指
引，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就能逐渐缩
小知与行之间的差距。

《知行合一》这本书，不仅是知识的
传承，更是生活的指南。它让我明白，
只有将知识与行动紧密结合，以良知为
导向，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
定、更加从容。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
大家都能努力将所学所思转化为实际
行动，用行动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篇章。

链接

《草原十二骑手》精选了内蒙古地区在
当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十二位青年作家的
代表作品，这些作家作品分别为：海勒根那
的《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巴桑的大
海》、赵卡的《你会游泳吗》《杀县简史》、拖
雷的《厄尔尼诺》《叛徒》、娜仁高娃的《门》

《裸露的山体》、肖睿的《筋疲力尽》《暖阳》、
阿尼苏的《铁布鲁》《阿扎的江湖》、陈萨日
娜的《一朵芍药一片海》《云中的呼唛》、渡
澜的《傻子乌尼戈消失了》《在大车店里》、
苏热的《金骆驼》《黄塘记》、田逸凡的《珍爱
的你们》《乃玉的暗色滩地》、艾嘉辰的《腹
鸣》《新年快乐》、晓角的《清冷之人》《淡绿
色的马》。本书稿内容均聚焦生态文化书
写，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他们在草
原生活的经历，再现了草原自然生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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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润

一位酷爱诗歌的朋友赠我一本诗集《梦想诊所
的北方和雪》，面对一本诗集的到来，像春风吹过，
草非得上色一样。于是，诗人阎安和他的《梦想诊
所的北方和雪》，以及他作为拥有大海且创造了鲸
鱼出来的人，因为某一种需要和疗愈，让我和其在
纸页上互道起了别样的珍重。

我曾因雪而制造了一座诗歌的雪山，至少阎安
的北方和雪这一申论，符合我阅读的兴趣和审美。
他诗歌里的雪，我原以为会是一把透着寒光的手术
刀，一直到我读到雪不是字眼、不是物体，读到一种
放射和隐喻，读出黑白的滑翔和转变，读到消失又
重回，读到一场大雪下在一棵枯死的树冠和一棵新
生的树冠之间，我才长长舒出一口气来，像是捆绑
后的一种解救。

北方和雪，被诗人阎安寄存在梦想诊所里，我
觉得他书皮上的雪和纸张里的雪，经过多次的分解
和集合，都已充分流淌成为液态的月光，成为除去
手术刀之外的另一种低温状态下的生命解药。在
他诗歌的雪意之上，读过，我觉得自己轻松了不少，
年轻了不少；读过，自己像穿了白衫的青年，那些不
被指认和固化的雪，它掠起了尘土，也掠起了飞鸟。

阎安，他一直坐镇在他的北方，无论世界如何
宽广。而他诗歌中的北方，在我看来，这仿佛就是
他的宿命、他的原乡、他的精神地理学从无法转移
和腾挪的勘界和坐标。在《梦想诊所的北方和雪》
这个充满触觉体验、纸质浪漫和诗歌体察的满是抽
象、满是张力的标题里，作者将凛冽的地理坐标与
温热的生命诊疗合体并置，让陕西诗人骨子里的
黄土血性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勘探发生了剧烈
碰撞。这部诗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地域写作，这
部诗集它重点强调的北方，更像是作者手中的测
量计和感应器，而雪是他奔突而出的唯一的心
跳。他的诗歌里有慌张和平静，像经纬交织的图
册或图谱，当他的《我们曾在玻璃上谈话》一诗中
出现的悬崖被一方平面减震，当他的诗句“像喜欢
深海的鱼一样慢慢地沉入海底”，作为读者，有一
种疗愈便渐渐开始生效，有一种焦虑便开始慢慢
地分散。诗人用他的诗歌，在构筑一座悬浮于现
实与超现实之间的诊疗所，这“诊所”也在读者的
推进中进入了投放和营业期，并在冰晶的折影和
短视中，照见了当下更多现象和群落的症候。在诗
人的世界里，很少有具象的事物贯穿始终，我相信
这部诗集里的雪也一样。

阎安的诗多怀鬼才，他的《鬼号鸟》一诗，很能
说明诗人的独特性和思考性。他在诗中反复试错，
但却能通过回旋最后达成诗意的救赎。读这首诗
非常劳顿，甚至很想绕过，但为了探索诗人的诗歌
技艺，我与此诗达成了最后的和解：我以为鬼号鸟
是诗人灵感一动的发明，在层层递进的语言迈步
中，诗人水到渠成地完成了一个创造性的意象“鬼

号鸟”，用貌似幽默轻松的表述，给读者留下心领神
会的绵长之意。原来，诗歌的舞蹈有时候是自我制
造和自我解锁的一个过程，它甚至适用于生活和工
作中的挑战和突破。

一个人读诗，有多种脑洞打开的方式，一个人
读诗，可以读出千人千面，但我想说，作为读者，不
必求同，只注重读诗的内心反应就好。读诗如同
修行，需要什么，就截取什么。低级的诗歌用不着
拿来说事，我以为中上的诗如同吃肉，而高质的诗
则如同吸髓。阎安的诗歌，多数又在以超现实视
角展现客观现实，多数又在以预言式思维揭示人
生真相。

住在偏远的地方也好着呢
好大的雪
连鸟和老鼠都深藏不露
去世多年的母亲
遗落在墙角的针
露出了闪闪发光的自己
这首《空山遇针记》很短，整首诗写到母亲，没

有传统苦难的歌颂和赞美。阎安笔下的母亲，没有
心灵鸡汤的浇灌和抚平，极其轻松、平静的口吻里
我们读到的可能是满满的禅意和哲思。这一种看
似平淡无奇，但又藏锋守拙的写作才能，正是作者
表达的高妙所在。写诗真的是需要智慧的，这更是
作者情到深处拒绝大喊大叫背后的澄明所在。短
短的几行诗，有远景、中景，也有微距，但最为高级
的是作者用私有的一枚针，刺破了读者的公共意
识。作者笔下去世多年的母亲，她以一根针的形态
最后留存并纠缠于这个世界。所有的母爱，都静寂
且自带光亮，她在所有的孩子眼中甚至堪称银河。
而诗歌中的那根遗落在墙角的针，那最小的锋利，
却在刺痛和怀抱着关于爱的倔强、柔软和怀念。

《空山遇针记》是作者介入日常的一种写作，他
以诗歌的行进方式，让生活庸常，闪现出了不同寻
常的温度和诗意。这种温度，是靠近人体的温度，
这种温度是纤细到可以进入骨缝的温度，这种温度
是拒绝展览的温度，这种温度是克制又克制的温
度，是接近绝对零度的记忆黑洞，却反而成为永恒
的热源。

在《梦想诊所的北方和雪》这本诗集中，诊疗所
意象极具当代寓言性质。他在其中的一辑中提到
的物事，我以为都是在将可能或可以被治愈的部分
统论为幸存之蓝。此时他不是诗人，他是医生，是
用诗句缝补创伤的一根纱线。

《梦想诊所的北方和雪》是阎安多部诗集里实
验性最为集中的一部，他自觉地在拒绝重复、重复
既往的自己，这使得他的写作更像是在大海里翻找
和创造鲸鱼一样。而我读阎安，读他的此部作品，
也只是试图去打探一声核磁、打开一点画面，在他
翻找出的“鲸鱼”身上扫视一下游动的文明切片，这
便已足够。读书本身就是读故事，而读诗歌，就是
在读浓缩的人间故事。

像春风吹过，草非得上色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