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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儿河万年流淌，孕育了历史，孕育了城市，流淌
出了传说，流淌出了文化。洮儿河以其伟大的创造力给
当代的人们留下了多彩的遗产，让人们去称颂、去追寻。
当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移到100年前的时候，洮儿河
畔林林总总的故事中，拿出哪个进行回忆、研究和玩
味，都会给人以收获、以启迪，丰富人们的知识和智
慧。”《天边的河》作者吴澍先生就是以如此的认知，
以学者的睿智和严谨，潜心钻研，艰辛耕耘，用其独
特的载体，充实的史料和率真任性的表述，忠实地记
述了洮儿河流域700年间的历史风云，完成了这部填补
白城史书空白的鼎力之作。

独具一格的表现手法
初看这书名——《天边的河》，悠远、空灵、神圣，以

为是部文学作品，或许是部长篇小说，或许是本散文专
集。粗读各个章节的标题也很浪漫，很有文学气息。你看
《洮儿河畔的额驸与公主》《套马杆的悲鸣》《用金子堆起
的王府》和《飘荡在天边的牧歌》等等。不都是很文学？可
是，仅读了一章，便晓得自己想错了。全书虽然处处显露
文学色彩，但是在轻松浪漫的标题后面，却是沉重的叙
述和凝重的历史。原来，作者所选择的载体或者说体裁，
并不是章回小说，也不是长篇散文，竟然是一部分章设
节、构架恢宏、结构严谨、内容充实的历史教科书，是一
部既文学色彩浓重，又冷静思辨的讲义体。

问题来了。作者为什么偏偏采用这种方式完成一部
学术性很强的史书呢？阅读过程中才发现，书中充满了
难读、难记的蒙族、满族人名地名，有的人名长达十几个
字，一些城市名称、河流名称也因朝代不同叫法不一，很
难把握。书中还充满了错踪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叫人眼花
缭乱的部落交替、朝代更迭。因此，阅读的难度较大，障
碍重重。唯有用教科书的方式从容讲述，耐心交待，甚至
加括号、加注释，才能帮助读者厘清各种关系，搞清一个
个部落、一代代家族的沿革脉络，让读者读得省力、顺
畅、明晰,这应是作者思考再三所做出的选择。

由于《天边的河》是讲义形式的文体，所以每一章的
开篇都有概论，点出本章的主旨，然后分小节，大体上按
时间顺序进行分述。这之中，讲人物、讲事件、讲故
事，有议论、有分析、有小结。这种写法虽有难度，
读起来却轻松、明白，容易把握阅读要领，便于进入
阅读状态。为了增加阅读趣味性，作者做了许多大胆
的尝试。在不损伤历史真实性的原则下，尽量弱化学
术氛围，增强文学色彩。譬如，尽量把人物写得鲜
活，把故事情节写得细腻，许多重大事件表述得跌宕
起伏、引人入胜。行文过程中有悬念、有照应，更有
精辟的议论，让读者读得有兴致、有收益。

穿越时光的隧道，徜徉历史的长河，翻阅《天边的

河》这幅历史的长卷，你不仅会看到刀光剑影的火拼、家
庭的兴衰荣辱、金戈铁马的军阀战乱、朝代的昌盛更迭，
还会欣赏到洮儿河欢快地流淌，科尔沁草原的秀美风
光，感受到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巧妙联姻，蒙满汉各
民族在母亲河畔的和谐生活。可谓是一书在手，800年
的浩瀚岁月、历史风光、民族沧桑、农牧文明，尽收眼底。

弥足珍贵的文史资料
写史的难度在于对史实的尊重、史料的积累和占有

的程度。在这方面，作者早在多年前便有意识地做着前
期准备工作。广泛收集相关史书、资料，天南地北的自费
购买有关书籍；阅读了几百万字的史
记、志书、文献，做了十几大本读书笔记
和资料摘抄。在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寻
觅、打捞与洮儿河流域相关的记载、文
论。常常是在厚厚的一大本著述中，哪
怕只有一两句涉及洮儿河的记述，都如
获至宝，精心摘录下来，这种精神恰如
沙海拾贝、海底捞针，其技术难度、工作
量都很难想象。

历史本来就是个多有争议的领域，
因之在素材的选择、史料的运用等方
面，必须做到客观公证，取舍得当，笔墨
轻重相宜，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更是对作者历史观的检验。所以，要写
出一部让史家认可，让学界接受，让读
者满意的一部史书是相当不容易的。何
况洮儿河流域乃至整个白城区域历来
没有一部系统的千年史书，因此，要完
成这样一部作品，不仅仅是作者的心
愿，更是对自己的挑战。几年来，作者不
知疲倦地挖掘、选取、整理、研究，经过
精心的梳理铺排，缜密的布局某篇，如
同苏绣艺术大师一样，将上千种单色的彩丝，通过潜心
的设计，运用精湛的技法，巧夺天工地织就出了一幅五
彩斑斓、精美绝伦的巨幅彩缎。

一个人由于种种原因可以不知道家族的历史，但
是，绝不可以不了解家乡的历史，不知道民族的历史。
《天边的河》的出版，为洮儿河两岸人们了解母亲河历史
提供了理想的读本。同时，也为有志研究洮儿河流域历
史乃至东北史的学子提供了一部难得的资料用书。全书
内容丰硕，史料珍贵，有许多知识性、趣味性的内容很值
得一读。譬如，书中提到的坐落在现今洮南市的“天恩地
局”，许多白城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有到过那里的人，
也不一定能说清它的来龙去脉。而《天边的河》则写出了
这座白城区域内最古老宅院从建成到如今的完整沿革。

再者，书中还有意介绍了许多人们本该知道，但大数人
却说不清楚的常识性知识。诸如，“白城子”的得名、满族

“八旗”的创立与内涵，再如“科尔沁”蒙语的原意，以及
较有趣味的“洮儿河畔诸多的第一”等等。

以往，品味着甘甜的洮儿河水酿制的美酒，却不晓
得母亲河的来历；欣赏着秀丽的洮儿河畔的风光，竟不
了解这条河流两岸都发生过什么事情，不是种缺失，不
是种遗憾？读了《天边的河》心里踏实了，满可以毫无愧
色地说——我知道了。

率真任性的表达方式
《天边的河》在语言的运用上是相当的随意和多变。

全书的主体表述方式为规范的书面用语。而每章的开篇
与结尾又多是色彩浓重的文学性语言。有的是生动的描
写，如“天的宁静，地的辽阔，海一样的草原，天籁一样的
歌声，夕阳下的炊烟，月光下的毡房，这就是蒙古人的家
园。”有的是颇具感染力的抒情。如“大兴安岭上祥云缭
绕，显得那么神秘，山中仿佛住着神仙。洮儿河水从灵峰
洒落，飘落在茫茫的大草原上。滋养着万物生灵。她是母
亲河，养育了这里的历史和文化，见证着这里的风雨烟
云。”许多章节甚至用诗歌作开篇和结语。作者的率性还
表现在即便是在书面语言的叙述中，也时不时夹杂一些
诸如“这会儿溥仪很闹心”、“也出来比划比划”、“给慈禧
太后添堵”、“把事情搅合了”等口语、俗语和大实话等民

间语汇。行文过程中，有时作
者还直接出面，以第一人称

“我”来表述观点、看法，有时
还用上了穿越、网络语言等
现代化手段。所有这些率性
多变的表述方式的运用，读
起来不但不感觉唐突，反而
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
果。这种语言的“混搭”，
就像有经验的教师在课堂上
时不时运用幽默、风趣的语
言调节课堂气氛一样，起到
了调节阅读心理，调动阅读
情绪，调控阅读节奏的作
用。而每个章节开篇结尾文
学语言的运用，不只是作者
感情的自然流露，更是想让
读者以平和的心态去阅读凝
重的历史。有史学家说过，
一部写史的书籍，其人其作
的高下，除了对史实素材的
掌握和分析水平外，更多地

在于作者的表达能力、提炼能力、分析能力、合理想
象能力以及文字感染能力。在这方面《天边的河》的
作者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读着《天边的河》，耳畔仿佛一直隐隐回响着草原牧
民代代相传的蒙古族长调。那悠扬的歌声，随心而欲，表
现力极强。时而低沉，时而高亢；时而委婉，时而奔放；时
而欢乐，时而忧伤。听得人如痴如醉，荡气回肠……《天
边的河》分明就是一曲蒙古族长调，其旋律在瑰丽的洮
儿河两岸，在迷人的科尔沁草原上空经久回荡。

展千年画卷 观历史风云
——吴澍的《天边的河》读后

□亦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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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文章大家，他的著作是我们
党优良文风的代表。作为一名公务人员，
多读、多看、多学毛泽东的文章，在审美意
趣得到满足的同时，对自身的公文写作能
力的培养也是益处颇多。读完梁衡的《文
章大家毛泽东》后，这个感受变得更为强
烈。

毛泽东的文章有“神”，
这个“神”是指神采，也是文
采。毛泽东读书庞杂、快速，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到西方哲
史，从新思潮到马列著作，从
科技书到工具书，无一不览。
在公文写作上，毛泽东强调“逻辑清楚，文
字兴致勃勃”的文风。他提倡写文章要注
重调查，实事求是，不要夸大；要处理好材
料和观点的关系，学会用唯物辩证法分析
问题；要讲究逻辑、文法和修辞，要有中国

气派和中国风格；写文章要有群众观点，
心里装着读者；文章写好后要进行反复修
改等等。公文最讲平实，也容易陷入枯燥，
毛泽东关于公文文风的论述，对我们避免
公文写作落入“假、大、空”的泥潭有重要
警示作用。

毛泽东的文章有“魂”，这个“魂”指的
是文章的中心思想鲜明活跃，抓人眼球。
行政工作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我们往往
被一些日常现象牵着鼻子走,被动应付,
辛苦忙碌而收效甚微,工作局面难有大的

突破。问题出在哪里?很重要的一条,在于
看不清问题中什么是主要的、起决定性作
用的因素,什么是次要的、处于服从地位
的因素;什么是一时起作用的因素,什么
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从而不能及时抓住
并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写调查报告

时，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各类情
况，一时间乱了头绪和阵脚，造成主要工
作次要来谈，主要问题避重就轻，这就会
使调查报告写出来空泛、浮躁、重点不突
出，也就失去了调查报告统一思想、指导

工作的作用。
公文写作最忌讳上下形成“老一套”，

与这个“老”相配套的就是空话、老话、套
话，写公文就拿腔拿调。韩愈、欧阳修反对
的时文是这样，明清的八股文是这样，延
安整风运动反对的党八股也是这样。写公

文的人要能够时刻静下心来，
甘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熬得
了时间，吃得下苦。平时要多注
重学习、留意观察、刻意积累，
从寻常中发现不寻常，从细节
中发现其中的思想内涵，做到
胸有成竹，这样写出来的公文

才会“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一篇好
的公文有助于公职人员正确地认识客观
世界，经过不断写公文、改公文、集体讨论
公文，我们的主观和客观就会渐趋一致，
做工作的基础也就有了。

读梁衡的《文章大家毛泽东》有感
□张 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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