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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早年在“榕树
下”从事网络写作的作
家，萧南的小说很好地
打通了网络文学与传
统文学之间的壁垒。
从我认识他那一年算
起，他一直在尝试着改
变，从校园青春文学到
历史小说，再到这部哲
思小说，最终实现了一
个作家从最初的试探
性写作，到今天的成熟
性写作的转变。身为
公务员的萧南，平日里

在忙于公文写作的同时，还能兼顾文学创作，实属不
易。当然，他能在公文写作与文学写作之间找到一
种平衡，也恰恰折射出他具备优秀作家的品质。

在作品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深深地吸引了我，
“本书是寻找爱和希望的故事，也是关于‘一带一路’
的哲思小说。”“爱与希望”作为中国当代小说的主
题，早已司空见惯，但将其与“一带一路”融合的写
法，尚属凤毛麟角。

事实上，这是一部探讨旅行的小说，也是一部
寻找生活之镜的小说。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
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说过，“别的地方是一块反面
的镜子。旅行者能够看到他自己拥有的是何等的
少，而他从未曾拥有和永远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
多。”旅行意味着去他乡寻找更多可能性。在今天
这样一个充满压抑、焦虑的时代，许多人会选择旅
行来缓解自己的精神压力。沿途的风景是可以治
愈焦虑的，可以将个体从自我的精神困境中解放出
来。小说中呈现了三重焦虑：其一，顾之风背负着
精英阶层的存在主义焦虑；其二，安琪承载着原生
家庭破裂的情感创伤；其三，张露则隐匿着与九色
鹿传说相关的精神执念。不难想象，背负着精神压
力的他们，在“一带一路”上相遇，绝非偶然，其中隐
含着某种文化必然。

公路小说通常以主人公在公路上的旅程为主要
情节线索，通过旅途中的所见所闻、经历的事件以及
遇到的人物来展现故事。它融合了旅行、冒险、成长
等元素，强调在路上的体验和对人生的思考。《风之
语》通过主人公顾之风与五岁女孩安琪的跨地域旅
程，试图在奔驰的越野车与散落的文化密码之间，找
到“公路世界”的文化要义与历史图景，进而完成一
场关于文化寻根、人性救赎与文明对话的深刻探

索。从大的方面而言，《风之语》以个体观看的角度，审视丝绸之路历史基因的当
代密码，同时也在回应全球化语境下个体生存的困境。

书中作家写道，“旅行，是心灵流浪的一种方式；它是孤独者的选择。”的
确，旅行恰是这部小说的灵魂，它以动态的方式诠释生命内部的张力，来缓
解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时也是寻找乌托邦的可能性路径。小说采用
双重视角的叙事方式，注重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的互补，如此一来可以将

“一带一路”沿线所遇到的戈壁的荒凉、草原的辽阔、古城的斑驳，作为反思
现代性困境的双重镜像。尤其是五岁的安琪，以天真无邪的儿童视角看待
世界，成功消解了成人的生命之重。她对“太阳那边”的追问、对九色鹿救
赎逻辑的困惑，形成对成人理性思维的温柔解构。当她用稚嫩的声音，轻声
哼唱《龙的传人》，此刻的童谣不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而成为文明基因代
际传递的声波载体。在她眼中，九色鹿并非单纯的神话图腾，更代表着那些
没有被功利主义侵蚀的纯真信仰。无疑，作家恰当地使用了儿童视角，其目
的是使这次旅行的意义变得更具乌托邦意味，同时也以轻盈的姿态将“一带
一路”沿线的历史厚重落地，这样使得成人视角下的污浊、苦难、悲悯变得
轻盈而自然。

诚然，《风之语》的深层价值在于对现代文明病症的诊断，在于个体对自我的
救赎以及灵魂的洗涤。顾之风对“鲁滨逊式自由”的向往与张露对九色鹿的执着
追寻，无不折射出他们对理性社会的无声反抗与对生态伦理的渴望。在小说内
部，作家注重细节的描写，多次提到敦煌月牙泉的水位下降、草原塑料地膜的风
化、深山老林的过度开发等现象，意在制造一种现实的粗糙感与拒斥感。现实与
理想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生态之殇，跃然纸上，发人
深省。

小说以“寻找九色鹿”为主要线索，串联起“一带一路”沿途的历史遗迹以及
当代图景，重构了“九色鹿”的当代意义，使得“九色鹿”更具神秘色彩的同时，凸
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与自觉。同时，作者通过巧妙地设置一些突发事件，比如
汽车爆胎、误入警局、牧场狩猎等，很好地衔接起整个故事链条。

作品独特的叙事架构，在公路小说的形式中注入了深沉的文明忧
思，彰显了一位优秀作家现代性审视的能力。毫无疑问《风之语》中这
场跨越地理与心灵的旅程，既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艺术化解读，
也是对当代人精神困局的回应。杰克·伦敦曾指出“我写作的目
的是表现人生，并尽我所能将其表现得生动真切。”我们相信，
萧南的写作一定是在诠释自己的人生，以及那些无法释怀的
旅行之梦。他在不断地挖掘隐藏在“物”背后的世界，力图
在文明褶皱中找到自我的精神图腾以及那些被遮蔽的生
命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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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接触晓角的
文字，是她的一组散文

《我的动物世界》。这
组散文与其说是写动
物，还不如说是写她自
己，我第一次感受到了
文字和磨难结伴而行
的滋味。特别是《小猫
白虎》，更像作者的童
年自传，孤独，脆弱，又
顽强。“村里没有小孩
子，我走进人群中像走
在林子里”“我是人，一
颗童年的心好像经历
了一生”“它们和我一样，在村里寂寞地活。”……
很难想象这些文字出自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
之手，尚在花季年龄的她似乎很苍老，洞穿动物
的凄惨一生，让人悲悯又无限怜惜。

晓角的散文有诗情，《我的动物世界》在写实
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瞬间体验，动物由生到死
的过程，也是她生命意识觉醒的过程。

晓角的作品不多，最近又读了她的几首诗，
与散文的写实不同，虽然她的诗歌也在传递生活
的磨难，但意象更集中，思想也更深刻。

如《狼毒花》：村里的月亮不再生病/我们就
和土屋住在一起/农妇，女儿/走路，出门，回来/
日复一日……农村、妇女、命运，我把这三个词连
缀在一起，就可以想象晓角的生活。但一成不变
的生活浇灭不了她希望的火苗，青春的激情，就
像狼毒花，在整个夏天红白分明。一眼望到头的
生活是让人绝望的生活，但作者并没有意志消
沉，所以，当她看到漫山遍野的狼毒花时，以一种
旁观者的姿态重新来反观、来审视。“村里的月亮
不再生病”，可见，此时晓角已经从阴郁的状态中
走出来，她不再自怨自艾，不再抱怨生活的残忍，
而是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接纳着生活。

人们常说，诗是心灵的歌唱。即使是面对境
遇不堪的现状，情感也必然要在某种困惑中找寻
解脱的方式。我想，这也许就是晓角为什么热爱
诗歌的一个理由了。诗性的生长往往是一个人
向客观矛盾的不断挺进，在忍受痛苦、自我扬弃的过程中走向一个更高的人
生起点。有目标的人生就不是灰暗的人生，看到红白分明的狼毒花，似乎是
一种暗示，更是一种自况，诗歌的思想境界自然而然地被拔高了。

《三天过完十六岁》是刊发于《中国校园文学》的一首诗。
“一天寄给母亲/做成布/去让她擦洗自己走失多年的白发”“一天送给父

亲/烧成夕阳/让这个老农提前一时辰走完六条沟的山路”，这首诗想象奇特，
构思精巧，字里行间充满她对于父母的爱意。

“最后一天/我请来草原、荒山、野草、骏马……”作者的孤独感被放大，她
在自然界中寻找着情感的寄托，精神的寂寞必然伴随着灵魂的守望。面对生
存的意义和对死亡的感知，作者作为一个独行者在发问：“我是路上的长生
天”，“我”真的可以做“我”的长生天吗？很大胆的譬比，其实生命的路径很简
单，由生到死，既然“长生天”阻止不了死亡，那么在“我”人生的旅程中，唯一
能掌控自己命运的还是“我自己”。这首诗同样表达了作者的孤独、不自信，
她对于世界充满了热爱，也满怀着恐惧。十六年的时光很长，“看过荒草”“路
过村庄”，苦闷和希冀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十六年的时光也很短，短到只有“三
天”，让作者除了“彷徨”，只有“彷徨”，一个小女孩的情感世界跃然纸上。

晓角的情感世界是丰富的，而现实却是荒凉的。如她的另一首诗《口琴》：
二十四只眼中/二十四双手一起吹动她/忽——嘟/忽——嘟/哆来咪发

嗦啦西～哆/卡门，春天，茉莉花/铜墙铁壁/却没有一段儿，一声/关于童年和
呼吸……

口琴可以吹奏出美妙的曲子，而作者在这里想要倾诉的是，为什么“没有
一段儿，一声/关于童年和呼吸”，口琴传递出来的不再是悦耳的音符，而是作
者发自心底的声声叹息。诗性体验不是主观臆断，而是来自生活的实践，原
始情绪经过审美的过滤，上升为一种生命形态。作者为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一
个“失语”的童年，“卡在嗓子眼儿”难以倾诉的童年。晓角在渐渐长大，回首
往昔，是她沉痛的思索。命运从来不眷顾谁，也从来不抛弃谁，每个人都会有
自己不同的成长环境，顺应、抗争、进取，积极健康的思想环境才更重要。

可以说，晓角是真正热爱文学的。她对文字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性，
在现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转化中自然流畅，不生涩，不做作。在诗歌写作中，
诗的空间结构主要由语言的张力来构成。张力实际来源于写作者的内在情
绪，内在情绪有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感性自由，所以在写作时要使外在事物
合乎心灵的希冀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形。如“苦菜根”和“小路”的比拟，“夜

躺在一枚落叶上”的想象，“春夏秋冬”和“双手”、“灵魂”与“落叶纷纷”的衔
接等。

当然，作为一名文学创作的新手，晓角的写作视野还需要进一步
开阔，无论诗歌还是散文，都需要剥离开自我经历的叙述，走出“小

我”的天地。艰难生活不仅仅是复述的对象，它更是推动生命意识
觉醒的原始经验。

小荷才露尖尖角。晓角年华正好，锋芒初绽。祝愿晓角
以书为友，以文为伴，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

越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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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与乡村，现实与梦想，故事与真实……小说在多
维度时空里展开，采用新颖的结构、独特的叙述方式，多
线索多视角同时推进，讲述了一群在城市的各阶层打拼
的青年保护挖掘传统驿站文化的故事，及其以大山为依
托的长辈走出丛林、走向现代文明生活的艰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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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通过黄河岸边几个小人物的奋斗经历，反映出
黄河儿女始终视黄土地为根，视黄河为母亲的这种无法
割舍的情结。在与黄土地、黄河水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
们让自己也成为黄土地和黄河水的一部分，从而萌生了
保护黄河生态环境和传承发展“团结、务实、开拓、拼搏、
奉献”的黄河精神的自觉意识。

本书以西辽政权的建立者耶律大石的成长为主线，以
天祚帝耶律延禧的昏庸无能、是非不辨和朝政方面的错乱
情况为副线，并配耶律大石与萧塔不烟的爱情为传奇看点，
在历史发展的叙述中塑造了耶律大石仁厚忠诚、有勇有谋、
能征善战的英雄形象，全面展示了大辽朝政走向败落的历
史脚步和耶律大石成长为西辽帝王的跌宕经历。

据《呼和浩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