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锡尼河西苏木是一个坐落在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草原

上的小镇，它小到只有三四百户人
家。在作家安宁笔下的草原生活，除
了有我们印象里的蓝天白云牛羊牧
场，也有让人难以适应的露天厕所、户
外洗浴，有忽然而至的狂风暴雨，有长
达四十多天孤独漫长的打草生活。安
宁的笔触细致入微，不放过草原生活
里的任何一个细节，还原了最真实的
草原日常。

2022年10月初，作家安宁的长篇
纪实散文《草原十年》由上海文艺出版
社出版发行。她在书中忠实记录了呼
伦贝尔草原上生活的人们，以及蓬勃
生长的动物、植物和普通牧民的生活
变迁，讲述真实草原故事，书写人间至
美深情。

记录下草原丰沛饱满的生命

安宁，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山东

人。出版有《遗忘在乡下的植物》《迁

徙记》《寂静人间》等，获得过首届华语

青年作家奖、冰心散文奖等多个奖

项。现任教于内蒙古大学，中国作家

协会第十届全委会委员，内蒙古作家

协会副主席。

在30岁到40岁的十年时间里，安

宁多次回到自己视为第二故乡的呼伦

贝尔大草原。她看到了一个草原小镇

的历史，一代人的历史，一个牧民家族

的变迁，以及草原生态的变化，深情回

望草原上栖息的人们，蓬勃的动物与

植物，以及草原的壮美与广阔。

在自序中，安宁写道：“2010年 7

月，因远离故土，内心哀愁弥漫，我在

爱人的建议下，前往草原散心，并偶然

间开启了对牧区生活的记录。这十

年，我记录下了一个明珠般草原小镇

的日常琐碎，普通牧民的悲欢离合，牛

羊猫狗的新生与死亡，大雪封门的寒

冬，和漫天霞光的盛夏。我也无意中

记录下了自己的十年史，从爱情到婚

姻，再到养育女儿。个人史与小镇史

融合在一起，我既是旁观者，也是参与

者。十年就这样倏忽而过。当我重新

审视这些文字，我第一次真正地意识

到，一个写作者的记录，是有意义的。

当然，呼伦贝尔草原横亘中国北疆，散

发永恒之美，即便我不去记录，它依然

美若惊鸿。但我对这片草原深深迷恋，

它让我看清了生命的卑微与高贵，也看

清了人类与万物应有的和谐关系：彼此

注视，互不打扰，又平等相爱。所以，我

决定记下所有历经的丰沛饱满的生命，

以及他们的生死来去。”

一本有关草原的“精神指南”

与城市里每日为生计奔波的人不

同，草原上的人们有自己生活的节奏：

他们当然也为生活忙碌，但面对孤独、

死亡，面对爱，他们的精神世界生机勃
勃。打草时数月无法回家，人们会跟
孤独面对面坐下来，彼此安静地审视；
人与人之间偶尔发生了冲突，过不多
久，又可以继续称兄道弟，把酒言欢；
面对亲人的死亡，也能默默收起哀伤，
送亲人远行。

如果你对草原怀有期待，对草原
生活充满向往，《草原十年》是一份合
格的“精神指南”。它能够帮你拨开迷
雾，看清真实的草原生活细节，体会茫
茫草原带给人的震撼、清醒与孤独，也
可以一同思考在现代都市文明的冲击
下，草原的生态如何维护，草原上的人
们如何走向未来。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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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月海电台》是一本科
幻小说合集，不如说这是一个

个静谧而疯狂的梦境。在清晰的科幻
背景之下，饱含细腻又热烈的情绪，作
者夏桑在幻想中寻找着诗意、爱情
……2022 年 9 月末，90 后科幻作家夏
桑的第一本幻想短篇集《月海电台》由
重庆出版集团正式出版。

收录十二篇短篇科幻小说

《月海电台》收录了夏桑创作十年

以来的科幻奇幻小说，共计十二篇。

其作品以细腻的情感、沉浸般的氛围、

精巧的思想讨论见长。夏桑在科幻小

说的题材之中，嵌入了自己的哲学思

考。其中收录的短篇小说《空心》，将

目光投注在脑机接口技术领域，渗透

出作者对人类意识和数码世界之间越

来越模糊的界限做出的思索。虚实是

哲学绕不开的话题；《火海》讲述了在

异星淘金的人，追逐离去伙伴的行迹，

搭上了异星上唯一的一班列车。而列

车外的景象，由真实逐渐虚幻，直到海

陆倒转，天地变幻。离去的伙伴在追

逐真实，步其后尘的主人公，在列车之

中找到了疏离世界上唯一的真实。

作者夏桑出生于1991年，长居成

都，在幻想类型文学行业有十年的从

业经历，现任成都八光分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产品总监，是资深的科幻编辑、

《银河边缘》执行主编。作为科幻编辑

的同时，夏桑也是一名科幻作者，写作

该书是他第一次从幕后走到台前。原

本这些短篇只是他遇到困顿时，为了

寻找答案，对生活意义和价值叩问的

回应，是写给自己的一剂处方，除了三

五好友，他从没给别人读过，更没有想

过将这些内心的声音带到大众面前，

这本短篇集的面世，可以说是充满了

偶然。

充满自由和古典浪漫想象

北大物理系博士、科幻小说作家

付强是读过这些短篇的“三五好友”之

一，付强被这些光怪陆离的情节所打

动，于是每次看完都收集了起来，不知

不觉就形成了一部合集。去年，付强将

这些短篇整理成集呈现到夏桑面前。

在朋友的肯定与鼓励下，夏桑终于决

定：既然创作了，那就投稿试试吧！于

是就有了这本科幻集《月海电台》。

与强调大场面、大脑洞的硬科幻

作品不同，《月海电台》从书名到内容

的文字风格都散发着一种优美的气

息。或许科幻只是这部作品的外壳，

真正的重点内核则是用一种凝练的风

格，讲述人的成长和内心故事。诗人

翟永明读完《月海电台》后评价说，夏

桑的短篇小说在科幻的预设框架中描

述了未来的人类生活图景，同时又与

人类当下的生活模式勾连，其中充满

了一种自由的想象、现实的忧伤和苦

涩的情感。文字中有一种诗歌的悠远

味道。

科幻作家程婧波在为该书作的序

文《世界微尘里 吾宁爱与憎》中将夏

桑和充满了古典浪漫想象的诗人李商

隐作对照，说“让人看到了《月海电台》

在东方美学上的诗意传承”。在她看

来，科幻小说作家写下的每个故事，都

是给宇宙的一封情书。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何雨婷

90后作家写给宇宙的一封情书

休闲之都成都，自古以来，多出浪

漫的诗人、文学家，慎思明辨的思想

家、哲学家似乎就有点凤毛麟角，一念

之间，只能想起严遵、扬雄和贺麟。严

遵、扬雄皆大名鼎鼎，但对于一代哲学

巨匠贺麟，即便是成都的文化阶层，也

知之甚少，一如“新儒家”“新心学”这

些概念，一问摇头三不知的情形也是

很常见的；若不是近日读了彭华《会通

与建设：贺麟文化思想研究》一书（上

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8月第1版，以下

简称《会通与建设》），笔者对他亦是知

其一不知其二。

贺麟对哲学产生兴趣，源于早年

父亲教他读朱熹的《朱子语类》与王阳

明的《传习录》。在金堂念完私塾和小

学，在成都石室中学读完中学，贺麟于

1919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开始接受长

达七年的高等教育。其间，梁启超、梁

漱溟对王阳明的推重深深感染了贺

麟，为他日后草创“新心学”打下了底

子；他还打算步吴宓介绍西方古典文

学的后尘，以推介传播西方古典哲学

为自己终身的志业。

毕业后的第二个月，即1926年 8

月，贺麟负笈西行，开启了跨越六年的

欧美游学模式，试图以西学为鉴，找到

一条弘扬民族文化、发展中国哲学的

道路。1929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获

得哲学硕士学位。翌年，进德国柏林

大学深入研读黑格尔哲学。29岁那一

年，即1931年，贺麟归国抵京，在北大、

清华开课，讲授西方哲学及哲学史。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

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

的危机”。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贺麟

主张在彻底把握中西文化之精华与糟

粕、长处与短处的基础上，沟通古今文

化，融会中西文化，撷英咀华，继承和

赓扬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和思想

成果，从而改进中国传统文化，以建立

综合创新的新文化，以争取中国文化

的独立自主，以满足时代的需要，以解

答时代的问题，以迎接未来的机遇与

挑战。直至晚年，贺麟依然坚持这一

理念：“我非常强调贯通二字。新文化

的建设要中外贯通，古今融会”。贺麟

善于贯通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例如，

他读法国哲学家伯格森的书，“常会感

到一些中国哲学的意味，譬如他的重

哲学而轻科学，他的推崇自觉，讲求神

秘，他的祛除符号，不要言诠，都会令

我们想起先秦魏晋的老庄和宋明陆王

之学”。

除了“贯通”，贺麟还特别强调“同

情的理解”——这也是带有一般意义、

普遍意义的方法论，非常值得我们学

习、借镜。因此，《会通与建设》专辟一

章“同情的理解：以陈寅恪、贺麟为中

心”来细细诠释，意在提醒世人注意。

正如“打通”一语宋人即已提及，“同情

的理解”云云亦可在宋人那里找到出

处。朱熹擅长应用体验的方法读书，

所谓“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深沉潜

思”“优游玩索”等等；而在西方世界，

黑格尔、伯格森也都表达过类似的观

点：“认识真理必须放弃自我，沉溺在

对象之中”。彭华指出，这些均可视为

贺麟“同情的理解”说的来源。

明白晓畅地揭示了贺麟的文化哲

学、治学方法之后，《会通与建设》进入

精彩纷呈的个案解析，侧重评述了贺

麟与西学、儒学、蜀学的种种交集碰

撞。这些犹如“月映万川”之万川，皆

会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贺麟的文化思

想。最后，附录“贺麟学行年表”以照

应并补充首章“生平与学行”的未尽之

意。如此这般俪偶回环，独运匠心，似

乎又给这本学术专著平添了一抹文学

或美学上的色彩。

《草原十年》：记录草原生活日常之美

会通古今中西，建设新文化
——读《会通与建设：贺麟文化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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