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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泰，我没有去过，不知道那是一
片怎样神奇的土地，可我相信喜欢自然
的人都会被阿勒泰的伟岸厚重所迷住，
也会被散文《天生北疆》里柔和悠长的声
音迷住，那是丁利笔下绚烂瑰奇的世界。

《天生北疆》是一组游记散文，作家
丁利记叙了自己随同吉林省作协一同赴
阿勒泰地区采风的足迹。在飞越天山、小
住阿勒泰后，依次游览了吉木乃草原神
石城、天边的花园喀纳斯、“西北第一村”
白哈巴、落在天边的彩虹五彩滩、静卧在
草原怀抱里的白桦林、巍峨险峻的额尔
齐斯河大峡谷等地。反复阅读《天生北
疆》，字里行间总是隐隐浮动着丁利澄澈
透明的双眼，流淌着脉脉真情，通过这双
不停闪烁着的眼睛可以自由地行走在如
梦如幻的神秘天外，可以清晰真切地听
得见鸟儿鸣唱在耳畔、触摸到吉木乃石
城的深沉博大，感受到阿勒泰处处弥漫
着的纯净原始和雄浑沧桑。

逃避繁华嘈杂，回归自然和原始，可
以忘却忧愁，可以在解放与自由中获得
欣悦、满足与升华的心理体验。对于作家
而言，阿勒泰之行并非只是一次浪漫主
义的文化消费，还是一次感知生命、重新
打量生活的思索之旅，是一场单纯却深
刻的思想旋舞。《天生北疆》不仅描画了
戈壁莽原的天然野趣，还思考了人如何
亲近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让自然

和人类都呈现出美好状态等问题，隐秘
地呼应了现代人的生活困境。

大自然是一面镜子，可以将最真实
的自我清楚地倒映出来。在沧桑变迁的
时空面前，人渺小脆弱得不堪一击；置身
于处处弥漫着纯净、原始的自然之中，能
做的，只有顶礼膜拜，只有让心安静下
来，涤荡尘怀。“仰视你（胡杨林）雕塑一
样的身躯，我默然无语，只有顶礼膜拜。
雕塑家是谁？千年的风霜打磨了你的大
气恢弘。临别，还是大胆抚摸你一下，令
我惊叹，千年的余温还在漫润，暖了我的
周身。”被时间细细抚摸，被历史深深铭
刻，屹立千年的胡杨树承载了最为丰富
的精神内涵。更为重要的是，它和人类搏
动的生命息息相通。

“在广袤的阿勒泰大地行走，大段大
段的时光丢在漫漫路途上，人挤在车里，
心总是空落的；放眼茫茫戈壁，不见村庄
和庄稼，有一只鹰，孤独飞向高原，它和
人一样空落；在九曲八弯的盘山路上，眺
望远处的河流如一条细线，毡房如一朵
小蘑菇，人也一样，小的如蚂蚁在蠕动。
我在想，这也如人生的大块空点，没有记
录，只有苍白的行程。”“人生就是一段不
长的路程，就如我们行走阿勒泰一样，回
头看看，大部分时光都在空旷、苍茫和寂
寞中度过，每个人面对这样的长长的空
白，都束手无策。”

阿勒泰博大、深邃、细微、辽远，变幻
无穷，灵动无限。作者虽然置身其中，但
并不局限于自我的小天地，而是在更广
阔的宇宙俯仰纵横、物我交汇，在艺术涵
咏中绵展深味，在思想和精神的放牧中
体味爱与体恤、豪迈与超拔。壮美的自然
饱含了朴素之美、原始之美、生态之美，
以自然为本位的崇真尚善臻美，也包含
了不慕繁华，不贪名利，不负重心灵的生
活态度。然而名山大川、美景如画是集体
的，是共性的产物。在静静的旅行中，在
恍若隔世的瑰奇世界中，让人心生羡慕，
却又倍感无奈，可以换一种人生，做一次
美梦，可我们终究无法像自然一般没有
忧虑，亘古长存，也无法让它永久地居留
在身边，甚至头脑中关于它的记忆也会
日渐模糊不清，我们终究要回到属于自
己的位置。“太大又太空了，我们什么也
留不下”，能留下的还是“生活的点点滴
滴，贴在我们身边的，亲密无间的东西”。
在《空旷的长路》这篇文章中，作者不只
传达出最简单的温馨氛围，还试图将山
河草木与人的情感进行对比，进而窥视
喧嚣混乱的人类情感世界，发掘沉潜在
人与人之间最为深挚的美与善。行走在
阿勒泰正如行走在人生路上，要时常停
下来赞叹、留恋、哭泣、怅惘，但不能忘记
赶路，不能忘记肩上的责任和珍贵的感
情。这些隐而不彰的幽微光芒和延宕不

尽的遐思是《行走北疆》的灵魂筋骨。
心灵受到美的感召时，优美的文字

就会如歌声一样从笔端流淌出来，连绵
不绝。“毡房里飘出哈萨克姑娘甜美的歌
声，哗哗的流水声为其伴奏。喀纳斯湖浅
绿色的波涛，跳着高儿、扬着手、亮着婀
娜的身子，潺潺流淌。”无处不在、幻化万
千的自然之美可以在一瞬间攫住眼球，
然而能触动心灵的却是人与大自然的交
感互动。“在新疆阿勒泰，我们见到的山
多、河多、树多、牧场也多，唯独见到的人
少，当然见到的飞禽走兽也少，少归少，
但见到的飞禽走兽，却给我们留下颇深
的记忆。它们好像不认识人，或者把人与
它们都看做了同类，没有防备和戒心。”
阿勒泰的动物自由放松地与人共同栖息
着，对于轰轰车鸣，它们无动于衷；对于
人类的靠近，它们不惊不慌，人与自然之
间独立而共存。当动物们远远地躲避人
类、攻击人类时，该思考的是我们是不是
仅仅为了一点私利，甚至贪图一时的口
福，而不顾后果地做着破坏生态的事。人
与自然的和谐程度不仅是衡量人类文明
的标尺，也时刻劝诫着人类在坠入内心
欲望的深渊前停住脚步。

从《远去的村庄》《鲁院日记》到《天
生北疆》，丁利散文的语言依然干净节
制，富有质地和节奏感，在波澜不惊间良
有深意，但美学风格已然开启了壮阔豪
放的面向，对人生、命运等哲学命题也有
了更加深入的审视。他将山水与人生融
合贯通，将艺术精神和理论思维熔于一
炉，他将湖泊峡谷视为人类的命运共同
体，让生命在文字间自然而然地律动着，
阅读她是一次愉快的精神游历，是美的
熏陶。

阿勒泰思想旋舞
——读丁利散文《天生北疆》

□满 蛟

在古代，新生入学不仅有隆
重的“开学仪式”，而且备受重
视，“入学礼”被视为人生的四大
礼之一，与成人礼、婚礼、葬礼相
提并论。

正衣冠
古人认为：“先正衣冠，后明

事理。”入学时，新生要一一站
立，由先生依次帮学生整理好衣
冠。然后，“衣冠整齐”地排着队
到学堂前集合。恭立片刻后，才
能在先生的带领下进入学堂。

行拜师礼
步入学堂后，先要举行拜师

礼。学生先要叩拜至圣先师孔子
神位，双膝跪地，九叩首，然后是
拜先生，三叩首。拜完先生，学生
向先生赠送六礼束脩。所谓六礼

束脩，亦即古代行拜师礼时弟子
赠与师父的六种礼物，分别是，
芹菜：寓意为勤奋好学，业精于
勤；莲子：莲子心苦，寓意苦心教
育；红豆：寓意红运高照；红枣：
寓意早早高中；桂圆：寓意功德
圆满；干瘦肉条：表达弟子心意。

净手净心
行过拜师礼后，学生要按先

生的要求，将手放到水盆中“净
手”。“净手”的洗法是正反各洗
一次，然后擦干。洗手的寓意，在
于净手净心，去杂存精，希望能

在日后的学习中专心致志、心无
旁骛。

朱砂开智
朱砂开智是开学仪式中最

后一道程序。具体做法是先生
手持蘸着朱砂的毛笔，在学生
眉心处点上一个像“痣”一样的
红点。因为“痣”与“智”谐音，朱
砂点痣，取的其实是“智”的意
思，意为开启智慧，目明心
亮，希望学生日后的学习能一
点就通。

（据《中国剪报》）

古代的“开学典礼”

吾思吾想吾思吾想

1924 年，24岁的张大千
举家迁至上海法租界的西成里
16号，正式开始了他在上海鬻
画从艺的生涯。16号是一座灰
色的两层楼小洋房，他住在楼
下，而楼上则住的是大名鼎鼎
的书画家黄宾虹。16
号隔壁17号住着他的
二哥张善孖，两家的客
堂互通，当中放着一只
大画案，成了兄弟俩共
同的画室“大风堂”。

在当时大师名家云
集的上海，张大千还是
初出茅庐的新人，为了
生计，他把精仿的一批
石涛山水立轴、册页等
推向画廊艺苑，不仅销
路甚好，而且骗过如陈
半丁、黄宾虹这样的画
界名流，有“石涛再
世”、“石涛第二”之
称。但作为一个有艺术
追求和丹青理想的人，
他明白必须要以自己货
真价实的创作立身扬
名。于是，他慎重地对
张善孖提出：“二哥，
我想在上海办个画展，
你意下如何？”张善孖
听后略一思索说：“八
弟，你想办画展的想法
是好的，但办个画展需要钱
款、场地，更重要的是要有好
画作，望你再好好地思忖一
下。”但张大千是个执着之人，
心有所想，必努力践行。

1925年5月，在上海宁波
同乡会馆宽敞的大厅里，26岁
的张大千正式举办了他丹青生
涯中的第一个画展。

但就在开幕后的一个多小
时内，参观者寥寥，场面颇为

清冷。正当张大千有些
失落、无奈之际，大厅
外却传来了一串串黄包
车的铃声，和一阵阵爽
朗的笑声，张大千赶紧
迎出去，只见他参加的
上海画会“秋英会”的
诸老前辈们正从黄包车
上下来。“秋英会”的
诸老前辈在展厅内一一
观赏品鉴张大千的画
作，颇为称道，觉得这
位青年才子既能追慕前
贤的高趣，又能自出己
意创新风，特别是其笔
墨别有灵性，气格相当
高逸，画面中自有一种
书卷气。于是，这些可
敬的老前辈们纷纷在画
下贴上红点订购，有的
甚至同时看中一幅《墨
笔仕女图》，就这样他们
一下子订了30多张。

第二天“秋英会”诸
老抢订张大千画作的新
闻不胫而走，上海的那

些文人雅士及画商藏家闻风而
来，百幅丹青被订购一空。张大
千正是由此在上海画坛声名鹊
起，从而奠定了他职业画家的人
生形态。 （据《中国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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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一个人的世界史》是有关世界人物言行的精华集录。全书用

33个专题或观念展现世界史的相关内容，记录了上至总统国王下
至平民百姓的功德言行。这样的碎片世界史对普通读者是一大方
便，没有意识形态或学术圈子的概念束缚，直取世道人心。它以精练
的文字，以一个人内在需求的33种维度，重新建构和完善一个人的
生命价值体系，展现20世纪世界历史的喧哗与孤独！本书附录对涉
及的1000多名20世纪世界历史人物作了介绍，从中可知，近半数
的世界大师被特定的时代妖魔化过，明乎此，当知今天社会的文明

形态。本书是徐继畲、林则徐等人
“睁眼看世界”之后，百年中国人看
世界的细节之大成！

余世存《一个人的世界史》：
国人看世界的细节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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