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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上有许多地方，人若是无心则一生都对它们不置一顾；而对其钟情者，它们如强力的磁石，引
入千里远投。
　　从大坂山到扁都口，沉默于祁连山脉奥深的那条路，就一直诱我投奔。
去年刚刚来过还不够，今年又来温习的原因，不过为了让自己的眼睛再享受一次。
　　夏天，第二次从南麓穿过祁连山脉的深奥，越过大坂山，抵达了扁都口。
青石口的邦克楼，大通河的铁索桥，元的四角城，宋的三角城，都疾疾掠过眼角。
一座经幡敖包一霎，我们对准了扁都口。
　　以前只是在捉摸地图时，心里曾经飞过一个念头。
扁都口，它不仅是古来的孔道，不仅穿行过数不尽的商旅民族，不仅走过霍去病和唐玄奘、隋炀帝和
匈奴单于、马仲英和范长江、失败的红军和河湟的回民；它还是两大地理世界，是青藏高原和河西走
廊的分界啊。
　　从闭锁的无尽丛山，从连绵的青藏高原出来，你将会一眼看见河西。
我分析着。
那是走廊，是连着蒙古瀚海的大平川啊！
站在那儿，一眼同时看见蒙古和青藏。
那时你获得的，是伟大的视野。
很快这个分析变成了火热的追求，我急不可耐，只想马上站在那个立足点上。
在那个点上，我能极目眺望——我的眸子盼着那样的享受。
　　在雨幕里最后几十公里我有些迫不及待，总觉得前方山弯一过，就是那个出口。
然而，山脉还在继续，瘠薄的植被，黑绿的牧草，两侧黑牛毛的帐房。
山背面河上游的、微微倾斜的大地，还有网一样在上面淌着的溪流。
漆亮憨厚的牦牛盯着我们，提醒着西藏还在延续。
　　出口近了。
　　我感到了它的靠近。
但视野里，还是羌藏的山。
　　隔断了蒙古的河西，宽阔若海的蒙古，还有古代的胡——还只是在猜想和判断里，正缓缓地逼近
。
尽管它们近了，但它们仍在山外。
只要没到达边缘，只要不出那个口子，山就依然莽莽伸延。
终于悟到——不是别处，这峰回路转的山奥，正是藏民的牧场。
于是我开始集中精力，打量两翼的黑帐房夏牧场。
就在没留意转过一个山脚的时候，阳光好像猛地射来，一瞬间眼前一亮——　　眼睛上方的天空豁然
开阔，祁连突兀地结束了。
脚下的古道，如同被吸干了的河水，忽然汇入前方的苍茫。
天空舒展开来，无边无声地倾泻过去——　　我不徒劳地形容了。
任怎么也不可能写清楚。
　　我只是想珍惜，那种时辰我总是提醒自己要珍惜。
巨大的两个地理世界环绕着自己，眼睛同时看见了黧黑的祁连和白亮的沙漠。
切断了游牧民臂膀的走廊，金张掖银武威垦殖无度的河西走廊，就在这儿，与青藏高原对峙。
它的彼岸，是蒙古之海。
　　我默默地赞美造物的主。
是他，给了我视野的盛宴，惠与我满心的感受。
　　唉，没法写。
我只是牢牢站稳，握紧相机。
　　我有一个习惯：用自己的身子做轴，脚跟旋转，慢慢转着，保持水平——尽力把宽阔的风景多少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西北>>

拍些下来。
　　这事我已干了多次，在扁都口也一样，我总是用28广角，兴致勃勃地制作一个接片，不管它们能
否应用，我坚持这么做，我喜欢每到一处这样的地方，就如同一种纪念仪式一样，拍一张横跨两界的
宽幅画面。
　　这件事我做得在心在意。
用三张或四张底片，一张接上一张地照。
管它什么球面差，管它接得上接不上——因为那是真的“壮观”，在那里笔墨和词汇都无法施展。
在那种地方能做的事，只此一桩。
　　这个习惯，是在另一个大视野——在隔开阿拉善沙漠和宁夏回民灌区的贺兰山口养成的。
　　那一年在宁夏开会，一位朋友说你若想去哪儿就言语，他出车。
我想了想回答，那就走一个阿拉善吧。
　　阿拉善左旗虽是内蒙古地方，却以宁夏的省城为依托。
近代以来，不论军事、教育或商业哪个方面，阿拉善蒙古都受着银川回民军阀的控制。
尤其求学，呼和浩特太远，要读银川的学校。
阿拉善，它像一只脱了臼甩出去的左手，够不着本土的肩膀。
但它确是沙漠型的牧场，是最贴近农耕文明的牧区。
　　后来，结识过在银川读书的蒙古人，也远眺过贺兰山的峥嵘相。
蒙古人告诉我：“近得很！
去阿拉善，班车一个小时就到了！
”给我车的朋友也说：“你一个小时就到了。
”　　那就是说，羊圈和水稻，沙漠与银川，蒙古人与穆斯林，两个地理和两个文化，中间就只隔着
一条狭窄得只有“一个小时”的山。
二十年走尽了宁夏，我早就该看看——隔山起伏的阿拉善沙漠。
　　这个念头，引诱着我。
　　一道连山横挡在面前，峥嵘枯焦。
一字并肩摆开的它，狭窄的它，真的就是楚河汉界的贺兰山吗？
　　山脉在这儿断成了一个山口，两翼拉拽而来，在山口子上低低地变成一条长脊。
此刻，我站在了“贺兰山缺”上。
　　公路如一道细痕，嗖地划过山脊，毫无一丝踟躅。
　　左手是游牧的沙漠草原，右手是农耕的黄河灌区。
左手的沙漠草原一览无余，右面的灌区被山脊挡着。
　　虽然被遮挡，但是右翼的灌区我走得熟。
我深知村庄的分布解数，知道怎样从这些狼牙山下去，绕西夏陵，进回民区。
秦渠、汉渠、唐徕渠，用天下黄河惟一这一股好水灌这一隅稻子。
人不爱吃面，离不开大米。
就在贺兰山背后没多远，回民的清真寺星罗棋布。
等走尽了一座座渠、闸、桥、堡，看遍了古老灌区的处处庄子，再过下马关，深人固海，直下泾阳，
穿透整块大陆，穿透黄土高原⋯⋯　　什么是“贺兰山缺”？
　　左翼的这一侧，我也不陌生。
沙窝子有水草，沙漠并不单调。
说陌生，是因为我没有实现年轻时候的愿望，骑马从遥遥东部的乌珠穆沁，一直走到这儿。
它的文化是我的颜色。
瞧，绵羊、山羊、马群，居然也和乌珠穆沁一样膘肥毛亮。
稀疏的牧民不骑马，坐骑是摩托骆驼。
站在圆滚滚的山脊望去，灰毡包呈着深色的影子，沙窝子里炊烟袅袅。
照理说从这儿一直能走到蒙古中央去，只是阿拉善人更愿意绕道银川，到了那儿再试试搭火车。
　　这不像一个山口，倒像是一座桥梁，一条边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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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享受着风的呼呼推撞，享受着一字并肩的视野。
山脉在此断为一个口子，山口高踞俯瞰，地势比蒙古或宁夏都高。
我意识到自己正脚跨着两界的文明。
蒙古的知识，宁夏的经历，都与这山口密切相关，但又语焉不明。
风抖擞着车前的小旗，飞来的云朵，染黑了山巅的锯齿。
我凝视着，让眸子尽兴，让胸怀大敞。
一种言说不出的心境，一阵阵徒然地冲动。
　　在疾走的山口的强风中，我用身体做轴，端牢相机，用了大约三张底片，照了一帧连接阿拉善沙
漠和银川水稻区两个世界的——贺兰山缺口。
　　这样的地点，有着这样视野的例子，也许我已经能举出不少。
当然，没有地理上的特殊含意，没有介于两块地理区之间——但是一样视野辽阔的地点，就更多了。
　　以前，我喜欢捉摸人的活动半径对人的思想性格的意义。
一个牧人大概能享有约八十里方圆。
那种羊倌八十、马倌二百的日常生活半径，造成了牧人的视野与心胸，给予他们与农耕民族的巨大差
异。
　　由于害怕落一个鼠目寸光，我总是千里投奔，寻找这样的地方。
十几二十多年过去了，地点的体验积蓄了很多。
我常独自计算自己的拥有，像那些发了的富汉掂量埋在地下的钱，也像那种风华凋逝的浪荡子暗数有
过的情人。
如今我已上瘾成癖，如受着磁石吸力，脚上绑着“甲马”。
我恍然大悟了：我一生的目的，原来就是这个。
　　那也就无从修改。
　　就让自己且看且行吧！
无论如何，追逐伟大的视野，于我已是流水的日程。
这不挺好吗——让两脚粘着泥土，让眸子享受盛宴，让身体处于分界，不正是要紧的大事？
！
　　张承志　　2003年2月修改于西班牙　　2007年10月审定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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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土奥深、神秘新疆和北方边界三部分，构成了张承志的大西北。
作家用血性、阳刚、激情和苍茫的文字，激活了那片黄土地遥远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和人的真性情。
　　从缘定的沙沟，到正午的喀什，从辉煌的波马，到凝固的火焰⋯⋯我们随作家一一走过，收获的
是，身心的沐浴、震颤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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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承志，原籍山东济南，穆斯林。
1948年秋生于北京。

　　高中毕业后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放牧四年。
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
历史学硕士。
曾就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政治部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现均退
职，为自由作家。

　　1982年加人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委员）。
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1978年以来，分别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二届及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若干届全崮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1995年获首届爱文文学奖。

　　迄今出版著作（单行本）约60部，主要有《黑骏马》《北方的河》《一册山河》《谁是胜者》《
文明的入门》《鲜花的废墟》《心灵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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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给我视野第一辑 黄土奥深　大河家　斯诺的预旺堡　感激沙沟　背影　北庄的雪景　枯水孟达
峡　回民的黄土高原　忘掉了丝绸的古路　尺幅为伴　吊瓶子　两个桃花揪面片　双珍记　三种知识
　东厢作高房　祝福北庄　旱海里的鱼第二辑 神秘新疆　荒芜英雄路　如画的旅程　圣山难色　日出
天山外　汉家寨　叶密里的小姑娘　杭盖怀李陵　莫合烟与我　火焰山小考　辉煌的波马　心呼喊儿
子　冰山之父　一路三叹　从大坂到鱼儿沟　凝固火焰　登上玛扎尔之顶　波斯的礼物　从象牙塔到
吐鲁番　夏台之恋　Olar　正午的喀什　面纱随笔　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　火焰山下　一粒沙子　
相约来世　噢，迪丽拜尔　双联璧　鱼游小巷第三辑 北方边界　巴特尔和俊仨儿　粗饮茶　匈奴的谶
歌　一年被潮水三次淹没笔记张承志的大西北（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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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进出沙沟有两个口子，两个山口一大一小。
庄稼人通常称呼大山口为老虎口；我想，决不是此地史上曾有老虎出没，而是因为这一条莽莽山沟中
满住老虎般的人物，几度嘶啸，便使远近知道了厉害吧。
小山口有一座唐代风格的石窟寺，文称须弥寺，考古术语又可称为一处摩崖造像——而百姓们对偶像
不感兴趣，仅仅捎带一字，称这窄窄山口为寺口子。
　　人兽各类，各有其道。
我几次进沙沟，都是从老虎口进入。
离别沙沟时，也都是从老虎口出山。
可能是受了当地人的影响吧，我这个职业考古队员出身的人也对唐代雕刻的那些偶像不屑一顾。
更是受了沙沟人秘密的再教育，我也沾染了他们虎行虎步的习惯，一连六年，数次进入老虎口，深入
沙沟。
　　沙沟深不可测，就像它的貌不惊人。
外人途经此地，一个小时甚至二十分钟后眼睛便会被旱裸的景色染得浑浊，接着就发炎淌水，角膜流
脓。
我冷冷地看过那些轻浮的阑入者，不加一丁点讽刺地，劝他们别再戴隐形博士伦眼镜，沙沟看不见；
它在西北大洋大海的黄土高原中仅仅是一丝皱纹。
但是沙沟是圣地，全中国有虎性的人们只对此处向往，原因当然是沙沟人天生英雄。
　　我的引路人马志文便住在沙沟。
　　前定的机缘，奇异的大雪，使我和他结成了兄弟。
他等着我，四周围着滚滚的黄土山。
就像以前额吉等着我，四周围着乌珠穆沁不尽的大草原。
马志文兄弟落泪的时刻，天空便飘下了纷纷扬扬的大雪——那一刻的沙沟有多美，惟成人后的男子才
能体会。
沟沟壑壑的黄土次第白了，扰动人心，掩埋故事，渐浙地托显出大西北悲怆的本色。
　　在那茫茫音乐般的雪中，马志文的儿子赶着牛走下坡来了。
少年身影微小，他用三年便念完了小学。
我无能，那一次雪中他颤颤地把长面端出院子，捧给我。
事情紧急，我一口也无法吃。
我只能记着那长面上飘出的热气融人雪花，记着把一册《心灵史》放在托盘上，回送给他。
能读这本书的，只有他们。
献上这本书的，只有我。
这样，当我跨出老虎口时，沙沟就刻进我的心脏了。
　　惟有你美，西北五省，惟有你美的沙沟，我说不尽对你的感激。
登上山峁，那层层叠叠的残酷山景，正是大陆的累累伤痕。
但是它们从不像文人那样怨恨，也从没有过哪个文人为它们诉说。
沙沟几十里周边的大山大岭永远沉默，它们对现世的冷漠是绝对的。
　　包括对华山那类的名山，它们也毫不理睬缄口不言。
走惯了沙沟大山我也厌腻了华山，那样特殊那样炫耀，确实偏差了大西北的本意。
沙沟孩子——比如志文女儿海称儿在山顶割柴时，她在山顶上眺望着远山大雪，那才是高原的美丽本
色。
西北人会赞同我的，他们哪怕已经远离了家乡，但他们心里游盛着的，只有这样景色。
　　这样听着，会有人盼望去沙沟一游了。
　　那么，先要进老虎口。
　　而老虎口的位置，我不能发表给你。
　　因为你必须先举意虔诚，你必须先沐浴净身，你必须先在五省的黄土风尘中苦苦寻找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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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你真的像是沙沟人的朋友了，等到你真的不会回到现世贩卖了，老虎口——那一天会为你敞开的
。
　　199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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