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啊啵》里的文
章都不长。最长的
专注几分钟就能读
完。但看起来有滋
有味。读一篇，字句
像小溪哗哗流，就好
像看一场小小的文
字脱口秀。依乌说，
在当下这个年代，生
活节奏快，要让读者
坐下来读进去一部
长篇小说，是比较难
的。“包括我自己，除
非一部长篇真的特
别好，我才会下决心
去读。”作为写作者，
他的体会是，“先把
短篇写好。自己首
先要写开心，然后读
者 才 可 能 读 开 心 。
让人能读进去，不会
有畏难情绪，又有所
收获。”依乌说，他有
一个写作伦理，“不
要 浪 费 读 者 的 时
间。让读者在看的
时候，要愉悦，要开
心，最好是能受到一
些启发。留够空白，
让读者自己回味。”

出生于 1969 年
的依乌，是凉山彝族
自治州冕宁县大桥
镇人。依乌近几年
表现出强劲的写作
势头，在过去四年间
出版了《鱼》《一个土

著的下午》《我的》三
本诗集。每个集子
都斩获业内外好评
点赞，作品具有很高
的传阅度。2021年5
月，其最新文集《啊
啵》由四川民族出版
社出版。5 月 14 日，
依乌在屋顶上的樱
园做了一场分享会。

依 乌 在 大 学 里
教文学和电影，他读
的文学书肯定不少，
但是他在自己的写
作中，没有刻意去营
造 ，没 有 夹 生 的 东
西，而是用一种随性
洒脱、轻松自然的叙
述方式去表达。但
是，没有故意“凹”
文学语言，反而处处
是文学语言，没有刻
意写诗，反而处处诗
意流动。依乌说，语
言是自己的替身，得
跟自己一样，“什么
样的人说什么样的
话，平时我们觉得语
言不舒服了，实际上
就是语言背离了人
本身。我是少数民
族 ，汉 语 是 我 花 了
不 少 功 夫 习 得 的 ，
所以我在使用的时
候尽量小心，怕词不
达意。”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长江学》坚持问题
导向。“长江有许多其他
河流不具有的独特功能
和价值，有许多长期探索
尚未解决的突出问题，有
许多自古以来未能破解
的秘密，因此，需要建立
专 门 的 学 问 —— 长 江
学”，以为长江正名、为长
江立传、为长江号脉。

《长江学》勾画了一
幅思维导图。《长江学》
依据中医经脉理论，从

“起脉”入手，依次研究
了“切脉”“察脉”“山脉”

“地脉”“经脉”“人脉”
“文脉”“主脉”“动脉”
“水脉”“长脉”等问题，构
建了长江这个生命体的
按脉查病辩证诊断图，为
长江学各子学科的研究
奠定了理论基础。

《长江学》是一部方
法论集。作者的研究，
除了采用学界广泛使用
的研究方法，“如文献
法、考古法、田野法、模
型法、数字法（大数据、
互联网、云计算）等之外，
还从系统论特别是中医
学的经络穴位视角进行
思考”，将中国传统哲学
方法和中医诊断方法应
用于长江学的研究。

正像一把钥匙不能
打开所有的锁一样，一
门学问也不能解决所有
的社会问题。

《长江学》，不仅是
跨学科的学问，而且是
多科融合的学问；不仅
坚持了唯物论，而且坚
持了辩证法；不仅是实
践论，而且是系统论；不
仅是理论升华，而且是
实践总结。总之，《长江
学》是管用的一手学问，
而不是想当然拼凑而来
的二手学问；是能够解
决社会问题的真学问，
而不是富有功利目的的
伪科学。

《长江学》的研究，
“从历史到现实，从时间
到空间，从源头到入海，
从西部到东部，从南方
到北方，横亘铺展，纵深
拓展”，彰显了著作者的
严谨学风和知行合一的
品格修养。

2019年4月，李后强
博士在宜宾开会时提出
了建立“长江学”的想
法。这个发言稿通过中
国社会科学网等媒体发
出后，引起了较大反响，
激 发 了 他 们 撰 写 出 版

《长江学》专著的想法。

一门学科的构建，
恰如孕育孩子，是一个
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即
使孩子诞生，也不意味着
孩子能够顺利成人。孩
子的成长，更需要爱心的
滋养。

《长江学》的出版，
只是意味着长江学这个
孩子的诞生，并不意味
着其已成熟。长江学的
发展、完善和提升，更需
要有志于长江学研究的
学者们各抒己见，融会
贯通，一起将其培育成
学术界的参天大树。

《长江学》只是为学
者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份
纲领性文件。如果学者
们依据该大纲进行分门
别类的研究，就可能产
生一系列富有当代特色
的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
有实践意义的《江村调
查》《水经注》《山海经》
等著作或成果。

没有温度的学问，
不是人类的学问，既进不
了自然科学的殿堂，也进
不了社会科学的宣室。

作 者 在《后 记》中
说，“这是一个带着深厚
感 情 思 考 了 多 年 的 课
题。因为本书作者都出
生和成长在长江流域，
从小就在长江岸边或者
长江支流（嘉陵江、岷
江）上生活和学习，对长
江的印象刻骨铭心，长
江有着母亲般的情怀和
温暖，让我们总是想为
她做点什么，以表达内
心的感激和敬意。”

作者们满怀真情写
成的这本《长江学》，不
仅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
作，而且是给长江母亲
的献礼，是一本有温度
的好书。

当然，《长江学》虽
然“五真并举”、多科融
合，但并不完美，也不是
长江学研究的终结。《长
江学》只是长江学的源
头，开拓了长江学的部
分支流，是长江学的源
流 之 作 。 长 江 学 的 拓
展、深入、提升与完善，
需要包括本书作者在内
的一大批学者坚韧不拔
地持续研究和推陈出新
的成果。

（《长江学》，由四川
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
员会副主任、四川省社
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
强教授等著，已由四川
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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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啵》是一本好玩的
书。一个一个短篇各自独立，
但串起来是一个整体。里面
表达的很多都是真人真事，所
以可以说它是散文。但情节、
人物、对话都很生动，说它是
小说，也是成立的。文章中总
有各种有趣的、幽默的、诗意
的句子，分明又像诗。这么一
本跨文体的书，出自四川诗
人、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依乌
之手。你肯定也注意到了，书
的名字也很特别。

据依乌科普，“啊啵”是彝
族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感
叹词。一个人不管是开心还
是阴郁，都可以用一句“啊啵”
来表达。如果想表达“确实太
好了”就说“啊啵啵”。当然
“确实太差了”也可以说“啊啵
啵”。依乌的文章里，多次用
到这个词。但把这个词作新
书标题，毕竟还是会造成理解
的障碍。依乌却有自己的解
释：“我就是想用这个词把自
己拽回原来的生活场域，也希
望更多朋友、同胞，看到‘啊啵’
这个词，就会把自己‘打回原
形’，接上地气。”

《长江学》：“五真并举”、多科融合的源流之作
□冯大力

《长江学》是一部烧脑的著作，尽管其文字通俗易懂。评介《长江学》是一件劳心的工
作，因为它是一部跨学科的学术著作，有些方面超越了我的知识准备。研读《长江学》是学
者们不能不干的一项工作，而《长江学》正是“打通长江任督二脉的秘籍”。阅读《长江学》是
一次愉快的学习体验，因为它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帮助我们深度认识长
江这条母亲河。

在《啊啵》中，依
乌写他的童年，在冕
宁读中学，在西南民
大的大学时光，写自
己父亲“王老师”，写
体育老师，写中学时
代在亲戚家借住时，
遇到亲戚家来了另
外 一 位 投 宿 的 客
人。半夜里他借着
月光看了一眼，“月
光 很 好 ，很 好 的 月
光，照在侧身躺在地
板 上 的 ，质 地 如 银
的，十六七八岁的女
孩。 许多年以后，一
个嫁在森荣乡的堂
姐告诉我说，她好像
在一个女孩子那里
见到过我一张照片，
一寸的，黑白的。 我
说，是吗？然后心里
咯噔一下，突然想起
那 天 晚 上 的 月 光 。
很好，毕竟，那是我
们最好的年龄，像梦
一样。”

在 依 乌 的 文 章
里 ，总 有 几 句 话 风
趣、幽默、特别，让人
难忘。可以读出笑
话，也可以读出深刻
的东西来。苦哈哈
的事，他有本事用笑
哈哈的方式讲出来，
让人在笑哈哈中品
味里面的厚味。龚
静染说，“读《啊啵》，
读 着 读 着 ，天 就 黑
了。读有趣的书就
是要读到天黑，这样
的感受只有在读像
奈保尔的小说《米格
尔大街》的时候才会
有。依乌是个非常
会讲故事的人，机智
幽默，活色生香，他
的书一读就会上瘾，
完全放不下来。后
来我都怀疑他笔下
是不是放了什么，那
一锅故事的汤，咕噜
咕噜，香气四溢，读者
真的会饥肠辘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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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