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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4年初，我从异国的徘徊归来，怀着复杂的心绪和某种异议的冲动。
因为在漂泊海外的日子里，我意外地感受到了新霸权秩序的兴起、它对中国的眈眈敌意、对第三世界
的歧视与毫无顾忌的践踏。
逼近的新世纪迫人思索。
它与更身近的、对内的一半结为一体，愈来愈成为-种可十白的体制。
我能做的、所谓对内的批判，主要是对右派“智识阶级”（这个词是鲁迅先生爱用的）的文化批判、
立场挑战和学术竞争。
鲁迅所说的“侧着身子战斗”，真是太形象了。
今日回忆起来，正是那个时期思想的本能反抗，使我奠定了——在后日里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和作家的
基本立场以及著述领域的基础。
　　比如，对新帝国主义重新瓜分第三世界的抗议，对中国古典与精神遗产的追询，对信仰世界的靠
拢和思考，以及对知识分子与民众结合形式的实践。
回忆起来，所有这些，如果说在第一本散文集《绿风土》和接着的《荒芜英雄路》里还显得不自觉和
茫然的话，那么在《清洁的精神》里，它们已经初具雏形。
　　我再也无心如一批批的同行那样，对着西方的文艺邯郸学步，猜着洋人的喜好牙牙学语。
离开日本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决绝和自尊，因为我可能踏上的泥泞下面，文明的地层是丰厚的。
由于我拒绝遵循诱导和暗示，把中国的少数民族解释为简单的受害者，所以在日本时而被人讥讽成国
家主义者。
这正与后来在国内的体验无独有偶：由于我对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与价值的描述，一直被人起劲地渲染
成原教旨主义者。
　　毁誉褒贬，从来并非人的真实。
我在意的，是自己留下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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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精选了作者创作以来，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在大西北的西海固的有关散文和小说。
张承志以他充满诗性、深情的笔触描绘了草原深处的生活和故事。
在对大西北的描绘中，作者叙述了与当地底层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心路历程。
这也是一个探索、追求真理的过程。
　　作者说：“我希望自己的文学中，永远有对于人心、人道和对于人本身的尊重；永远有底层、穷
人、正义的选择；永远有青春、反抗、自由的气质。
”　　张承志的作品迄今依然撼动着一代人的心灵。
　　点评者提纲挈领、直达本质的点评能给中学生予阅读的帮助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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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承志，当代著名作家。
1948年秋生于北京。
高中毕业后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下乡，放牧四年。
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现为自由撰稿人、散文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1978年以来，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1995年获首届爱文文学奖。
1983年、1991年两次长期居留日本，任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
1993年任日本爱知大学法学部助教授。
迄今出版著作（单行本）约八十部，主要有《黑骏马》、《北方的河》、《心灵史》、《聋子的耳朵
》、《鲜花的废墟》、《敬重与惜别——致日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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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散文　树梢上的心　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　火焰山下　火焰山小考　荒芜英雄路　面纱随
笔　夏台小忆　鱼游小巷　叶密里的小姑娘　圣山难画色　马的颜色　全家福　与草枯荣　二十八年
的额吉　北庄的雪景　祝福北庄　旱海里的鱼　一册山河　粗饮茶第二辑：小说　北京草原　黑骏马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草原与大西北>>

章节摘录

　　用诗表达的企图，连贯了二十八或者三十年。
不用说那个《人民之子》（应该译成“平民之子”，蒙语⋯⋯算了吧）——八十年代我还曾准备使用
全部蒙文“白字头”的排列，写一首长诗，后来当然由于能力不足而放弃。
那里面有“赞颂恩情家乡的歌这么多呵，而宽阔的草原，沉默沉默”；还有“已经衰老青春不逝，这
是什么病呢？
更细数的话，我并不是从你所生”.等等句子。
　　不能的我已经不想强求。
总结的话不及早说，等机会遗失殆尽要后悔。
用尽字母表的豪华设想是不现实的，然而，我毕竟是我，我要用她的话语，留下几句。
我应该为这一切，留下几句蒙文诗。
　　念头袭来的当夜，我睁眼望着天窗，失眠了。
睡着前我已经默哼着，做出了几个小节，次日早晨我把它们追忆着抄到纸上。
那一次剩余的草原日子，我是沉浸在头韵和比兴里度过的。
回到北京后我以为马上可以收尾，并且已经准备向第一次我发表作品的蒙文刊物——《花的原野》投
稿。
　　但是到了第二年，我决定把它带回草原去再改。
在聚会的席间，我也曾经忍不住唱起过它。
虽然屡屡修改，它一直停留在未完状态。
此刻已是从1968年计数的第三十个年头，《二十八年的额吉》还没有写完。
我喜欢在夜深时拿出它来，字斟句酌一会儿，渐渐沉入幻境。
我喜欢反复地，在韵脚、对仗、一个个质感音声不同的单词里徘徊。
除了叹息修养的欠缺，我逐渐发觉了：其实我想表达的，在题目里就表达完了。
额吉，额吉，其实我用小说、用散文、还觉得不够而要用诗表达的，只是“额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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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草原与大西北》点睛评说 主要针对文章的思想主旨、内容方面的点评，方法技巧 主要针对
文章写作的方法以及结构、技巧来点评，摹绘思考 可以是一道思考题，也可以是一道练习题，旁批在
文章旁边的空白处的批注，对一些重点的字、词，文章的一些要点进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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