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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塔》

前言

　　在我们祖国的天山山脉，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民族——哈萨克。哈萨克的意思就是白天鹅。　　这
个民族真诚善良，坚忍不拔。快乐时，他们会把自己的快乐让每一个朋友共享，那怕只是偶尔路过的
陌生人。而在极其艰难的困境里，他们会以他人难以想象的顽强走出绝境，获得新生。他们包容宽厚
，珍爱每一个生命。同时又勇于牺牲，舍生忘死。　　就这样，千百年乃至上万年来，哈萨克一次又
一次地在灭顶之灾中涅槃重生，生生不息。自由翱翔在纯净的冰峰和蓝天间，奔驰歌唱在辽阔无边的
大草原上。　　哈萨克是天山哺育护佑的生命，天山是哈萨克的灵魂。　　可以用来赞美天山白天鹅
的那些词汇，同样都可以用来赞美哈萨克的民族精神。　　《狼塔》作者东苏，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
系，走出校门就走进了天山山脉。在那里工作了许多年。许多年来，他结交了好些哈萨克朋友，耳濡
目染了哈萨克民族的优秀品质，听过不少哈萨克朋友讲述的哈萨克的历史故事。每一次听那些故事，
都会使他激动不已。　　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赋予了哈萨克人那几乎是与生
俱来的品质。　　直到有一天，应该是有好几个“有一天”，他听一个哈萨克朋友给他讲述了一支女
人部落与浩大的狼群一路同行，最终溶入天山主峰——托木尔冰峰，化成了纯洁的白天鹅。　　《狼
塔》不是童话。故事就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对新疆来说，那是个生死存亡的年代。　　新疆
大地，天山内外，战火纷飞。　　一支哈萨克的女人部落和同行的狼群，就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披
荆斩棘，攀越冰峰，寻找他们向往的和平宁静。　　东苏曾创作发表过几部中篇小说，都是关于天山
的题材。如《慕士腾格冰峰的雪豹》。还有《野马赫浪托尔》。表现的全是天山和天山的生命。　　
在东苏心目中，天山是有极其强大的人格力量和不死的生命力的。他爱天山。　　《狼塔》的明线是
女人部落和狼群。而主线却是一条隐藏在天山深处，已被尘封茅塞，冰雪覆盖，地震断裂的天山古道
。这条天山古道已存在了近两千年。经由它，可从内地穿越天山主峰——托木尔峰，直达伊黎。这条
古道对中国的国防极其重要。但已经没有人知道它的踪迹。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疆军阀盛世
才、青海军阀马步芳，还有苏俄、英国、美国、日本，都以各种借口，派出考察队在寻找它。　　当
时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但是也派了极少数的几个人去勘探古道。但终因内忧外患，勘探工作刚开始
就不了了之。只剩下一个人，在大漠戈壁冰川雪峰间，跼跼独行，苦苦探寻。　　他遇上了两支队伍
。哈萨克女人部落和数以万计的狼群。　　一支美丽的哈萨克女人部落，在哈萨克绝色丽人哈林恰依
带领下，与成千上万头天山狼结伴而行，历经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了她们寻找的乌如瑪赫
——白天鹅自由飞翔的天国。天崩地裂，烈火升腾，天山之所以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天山，是因为
那次造山运动。在那场造山运动的圣火中，她们浴火涅槃，化成了一群如冰山雪峰般纯洁的白天鹅，
永远陪伴着傲视苍穹的天山主峰——托木尔峰。　　天山不是死寂的，是有生命的。数十亿年来，一
次又一次的造山运动，就是它的生命体征。而天山狼就是天山生命的精灵，它们世世代代守卫着天山
山脉，守卫着托木尔峰。它们的聚居地就是托木尔峰下的狼塔。当历史上最近一次，也就是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那次天崩地裂的造山运动即将到来时，它们从天山山脉的千山万壑奔涌而来，奔向狼塔。无
数天山狼以自己的生命守卫了托木尔峰。　　其实，无论是美丽的哈萨克女人还是彪悍的天山狼，都
是一个象征——天山的生命和以天山为灵魂的生命存在。没有了天山，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所以
美丽的哈萨克女人部落能和彪悍汹涌的天山狼群能结伴而行，奔向一个目标。　　还有一个走失在天
山深处的地质学家，他叫关山月。是狼群和女人部落，在大地震的火光里，给他指出了天山古道。在
与女人部落和狼群同生死共患难的艰难历程中，他获得了新的生命。　　作者以娴熟的现实主义手法
，纵横驰骋于历史和当代、现实与传奇的广袤天地时空之间，真实地展现了天山的无比壮丽辉煌，真
实的表现了一个民族震撼人心的人格魅力。　　怎样的民族，才会具有不死的生命力？什么样的人，
才称得上是民族的精英？　　作者没有正面回答。但这正是《狼塔》要告诉每一个读者的问题。也是
每一个读完《狼塔》的人，都不可能不深思的两个问题。　　在理想境界的追求过程中，磨难和忧患
能激荡洗涤每个人的灵魂。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即便是原本并不那么纯洁的人，精神同样会得到升
华。女人部落的每一个女人，历经艰险，生命都化成了白天鹅。白天鹅，就是她们美丽干净的灵魂。
　　给人豁然开朗的启迪，令人辗转反侧的思索。这正是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所在。诗词书画同样如
此。作者和读者的整个审美过程，只是在探求艺术作品的灵魂，探求体裁形式之上的价值存在。这就
是形而上的追求，或者说高尚的精神境界的追求，生命的升华。　　如今，这样的文学作品太少了。
太多的作者传递给读者的信息是浮躁喧嚣，玩世不恭，追名逐利和俗不可耐的情仇爱恨。整个民族的
道德滑坡已经被熟视无睹，许多人在冷漠地看着本应是与生俱有的人文精神的雪崩。地位和财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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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塔》

“社会精英”的标识。崇高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已经毫无“实用价值”。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
今，就我们的道德水准而言，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一个民族只要还有人在仰望星空，这个民
族就还有希望。　　所谓“仰望星空”，寓意是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民族生命的凝聚力是什么？形而
上的精神追求。　　那些仰望星空，并引导全民族都仰望星空的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
是民族和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民族的民族魂，就是由这样的圣哲凝成的。　　《狼塔》让我们看到
了这样的人，看到了这样的民族。　　天山是壮丽的。在天山生活工作多年的东苏，怀着满腔深情，
以大气磅礴的笔触，描述着他心中的天山。读《狼塔》时，在不知不觉中就一步一步的被引领着走进
了天山。鲜花灿烂的天山草原、雄奇险峻惊心动魄的雪山峡谷、晶莹纯净宽阔深远的冰川，一览无余
，令人叹为观止。令人心胸感受到猛烈的冲击，感受到灵魂被澡溉涤荡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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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塔》

内容概要

《狼塔》描写的是上世纪30年代初，一群哈萨克女人和狼群结伴，一起穿越天山大峡谷中几百公里无
人区以及翻越冰峰过程。人和狼的交流超越了物种的隔阂，是那样的默契和美丽。它们穿越这样一条
艰险的天山古道是要去寻找什么？旅途的终点是什么？乌如玛赫，是什么？这一切都如谜团一样吸引
着我们跟着这支队伍一起向前走。
作者以娴熟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纵横驰骋于历史和当代、现实与传奇的广袤天地时空之间，真实地
展现了天山的无比壮丽辉煌，真实地表现了一个民族震撼人心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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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塔》

作者简介

东苏,北大中文系毕业，在新疆工作多年。曾任《浙江交通报》副主编、浙江作协小说创委会副主任。
所著图书《野马赫浪托尔》、《慕士腾格冰峰的雪豹》曾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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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塔》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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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塔》

章节摘录

　　她就是哈林恰依，人们心目中的公主，刚满17岁。　　萨丽哈告诉关山月，她姐姐是阿克赛草原
最美的姑娘。每次草原盛会，只要她一出现，所有的目光都会被她所吸引。人们忘情地注视她，忘了
说笑，忘了饮酒，甚至忘了时间。她的脸总是那样叫人说不出来的新鲜。姐姐身上有很奇特的地方，
她住哪里，哪里的花会开得分外的香。　　见到哈林恰依的第一眼，关山月就被震颤了。他相信，所
有头一次见到哈林恰依的人，都会有和他一样的感觉。　　哈林恰依的美，奇特之处，是她的皮肤。
她的肤色浅灰带黄，而周围的女人，像卡玛尔、涅西、赛娜、夏丽娅，皮肤都是雪白的，似乎要亮丽
得多。可是当哈林恰依出现在她们中间，竟然是她的光彩夺目！究其原因，她的肌肤有一种无法言语
的细与洁。细密的脸膜，似乎是脱尘的，永远不沾一点污染，给人的感觉永远是那样新鲜。这是所有
女人都没有的。那是一种纯真，难怪哈萨克人，尤其是老人，会为她陶醉，自豪地对人说：呵，这就
是我们的哈萨克姑娘，世上最美最美的姑娘！　　这个女孩极有魅力。在众人口中得知，哈林恰依6
岁那年，落难的部落远徙吉尔吉斯山脉，迷失了方向，是她一路指点着走了出来。乌伦古河之战，凭
一支轻骑调动敌军，扭转战局，手段犹如久经沙场的老将。她从未闻过炮火硝烟，在关山月看来，较
比“二十郎当”指挥千军万马的马仲英，谋略上更显睿智。　　后来，关山月发现，哈林恰依这些过
人的神奇，竟然是来自一种未凿的天真——一种圣洁的天性，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哈萨克人中，越
是“真”的女孩子，越显出神奇。这种“真”使她有超人的洞察力和聪明颖悟，临事极富灵性和心智
，似有神灵。关山月把这种“真”看作是哈萨克人最纯粹的内在素质，——一种优秀的本能本色，一
种见情见性的钟灵毓秀，人类天性中最精彩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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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塔》

编辑推荐

　　1. 《狼塔》作者——东苏的文学作品多次获奖，在文学界有一定的名气和威望。本书得到了浙江
作协的大力推荐。　　2. 全书用娴熟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一气呵成，人与狼相互守候，故事情节跌宕
起伏，很有魔幻传奇色彩，颇有看头。　　3. 《狼塔》不仅是一部小说，还是一种探险、考古，堪比
“《藏地密码》”，书中提供了大量关于新疆、哈萨克族和神秘之地——狼塔的大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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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塔》

精彩短评

1、非常好看的一本书，欢迎大家阅读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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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塔》

精彩书评

1、看简介，知道书的内容是上世纪30年代初，一群哈萨克女人和狼群结伴，一起穿越天山大峡谷中几
百公里无人区以及翻越冰峰过程。过程的目的迷雾重重，寻找着什么？为什么能够冒着生命危险穿越
天山古道？带着疑惑我跟随着队伍的步伐。
2、《藏地密码》这部书，把探险的惊险都描绘的淋漓尽致，让人想要穷尽到底结局如何。这本书不
会让你有那么强烈的穷尽感，只是在阅读的时候更能够感觉人物的情感以及情感冲突，我觉得这是写
探险的书遗漏的地方，《狼塔》弥补了。
3、曾创作过反映新疆生活的小说《野马赫浪托尔》和《慕士腾格冰峰的雪豹》的作家东苏，用三年
时间，近前又推出了他的长篇新著《狼塔》。一如以往，这也是一部描写天山山麓哈萨克人生活的小
说。小说所描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在社会动荡和自然环境的双重挤压下，哈萨克的一个女人部落跟
随着一个庞大狼群向天山深处的一次大规模迁徙行动的传奇故事。这里，作者虽然没有以精巧的结构
和曲折的故事来吸引眼球，但是，小说所描绘的哈萨克人在生命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生存
能力，乃至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则足以让人感受到一种动人心魄的巨大震撼。　　小说安排大规模
迁徙行动的动因有两个：一是邻近部落萨尔人觊觎曼烈部落的女人、财产和草场已久，他们联合了军
阀马黑鹰的部队，对曼烈人发起了围剿式的进攻。被追赶而暂时失势的曼烈人只有放弃阿克赛草原，
去寻找新的牧场和栖息地。二是曾经被母狼哺养过的曼烈首领的女儿哈林恰依要带领女人部落去寻找
她们心中最圣洁的天堂——乌如玛赫。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疆，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军阀混战
；部落摩擦；邻国苏联也对之垂涎三尺，妄图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社会处于一片动荡混乱之中，爆
发反侵略反分裂的抗争，便是势所必然；另从自然环境来说，百年以来的天山地质坂块，正是处于地
层板块大变动的骚动期，各种严重的地质灾害都会不期而至。因此，选择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段，在后
有追兵，前有千难万阻的状况下，作一次大规模的长途迁徙跋涉，对于曼烈的这个女人部落来说，既
是被迫无奈的一种势所必然，又是攸关生死的一次严峻考验。　　小说通过来新疆探寻天山古道的地
质专家关山月的视角，展现了这支女人部落在迁徙途中所遭遇的千难万阻，和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磨
难。她们跋涉了无水干旱的戈壁盐沼地；　穿过了冰封寒冷的草原海子；在狼群的引领下，进入无人
区、魔鬼山；在九死一生中翻越了积雪万丈的腾格里高峰，终于在托木尔峰的山巅，找到了她们梦想
的天堂—一块位于天山峰巅的美丽又神秘的绿岛：玛依娜。最后，人群与狼群却在一场百年一遇的大
地震中，浴火重生。我们看到，无论是高山巨峡、森林大泽、急流飞瀑、沙暴雪灾、无水无粮、冰冻
严寒、大暴雨、泥石流，环境再艰苦，灾难再深重，天山的这些女人们却总能在自强自立中挺过来，
化险为夷，继续向前；敌人的追兵再多再强，她们也能运用自己的智慧，与之周旋，死里逃生，并最
终将其击败。　　天山狼在小说中也被作者以魔幻的手法作了人格化的处理。在这部小说中，女人部
落和天山狼均已成为哈萨克民族中两个主要的文化象征符号。女人的纯洁美丽、活力四射、敢爱敢恨
、吃苦耐劳和向善宽容，和狼性中的剽悍无畏、英勇好斗、勇往直前和敢于牺牲，两者的融合，即已
构成了哈萨克民族文化人格中主要的精神特质。天山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天山人，同时，也把它的崇
高伟岸、璀璨美丽、壮丽阔大，和在动变中充满生命活力的特质融入了天山人的精神品格之中。　　
不难看到，由天山、人和狼在此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处于动态之中生态体统。这里的环境，已不只是
一个生活背景，它已成为一方地域的一个生存主体。在这个主体中，社会内容已退居于次要，但它已
融入自然，成为天山人的生存之中的一个历史环境。小说描写了人与其生存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
之间的对立关系，也展示了其中的精神默契。在环境的瞬息即变的变动之中，东苏着意在描绘人和环
境的争斗中，动态地去展示哈萨克人对于自身的生存环境既亲又仇的复杂心绪，从中折射出人的精神
力量的无比强大。可见，这里的环境，体现出了作家的一种审美意向的选择。
4、在这本书的视角来看，作者倾向于：由天山、人和狼在此构成一个完整的处于动态之中生态体统
。这里的环境，已不只是一个生活背景，它已成为一方地域的一个生存主体。在这个主体中，社会内
容已退居于次要，但它已融入自然，成为天山人的生存之中的一个历史环境。我觉得这种生态系统才
是人类真正适于生存的纯粹的环境。
5、无论是高山巨峡、森林大泽、急流飞瀑、沙暴雪灾、无水无粮、冰冻严寒、大暴雨、泥石流，环
境再艰苦，灾难再深重，这支女人都毅然挺立过来。敌人的追兵再强悍，都用机智化解。这个故事有
点像土尔扈特部东归。这就是狼的精神。
6、进入《狼塔》你就会被东苏的文字驱赶着，与狼群、女人与雪崩、泥石流、大地震共赴天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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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无反顾在所不辞。这一切裹胁你而去，让你身不由己，化入其中⋯⋯那是十几万头狼——有外
来迁徙狼有天山灰狼和几百个女人——哈萨克族绝色的曼烈女人，在天山深处，行程千里⋯⋯他们互
相驱使着走进天山主峰——托木尔峰，进入漫天的圣火之中⋯⋯为什么？不看《狼塔》你不知道。那
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疆，三国四方，战火蹈天⋯⋯今天，新疆的“狼塔之路”是穿越北天山最
为漫长和危险的徒步线路。它起始于位于北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呼图壁河大峡谷，由北向南翻越五座
近4000米的达坂后到达南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和静县巴伦台，全程徒步距离约120公里。 这只是
《狼塔》之路的简易版。但它已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户外徒步线路。在新疆户外，狼塔线被评为难度和
风景最高的8级，是目前已知的最艰苦的徒步线路之一。它是具有真正山友精神的人向往的神圣之地
。大有“不到狼塔非好汉”之慨。当年，十几万头狼中有几百个女人，而几百个女人中有一个汉族男
人⋯⋯她们与狼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她们又与狼和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为什么？怎么斗？怎
么和？不看《狼塔》你想不到。这个世界，是人的也是狼的是天的也是地的。这个世界，在一切相互
肆虐之中在一切相互依存之中成其为“世界”。向着一个方向⋯⋯没有人能够逃离。你以为你可以选
择你的方向，你其实没有方向，你的方向早已命中注定——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这个“方向”注定是
“你的”，是“方向”驱使你前往，所以，你历尽人间浩劫历穿越地狱之门，最终进入“你的”天堂
——无论这“天堂”是一座擎天的冰峰还是一团漫天的烈焰⋯⋯你只能在那里“这样”地成为“你”
自己。她们——女人与狼们，不是为了宗教的救赎来生，不是为了信仰的涅槃重生，而是为了自己完
成今生。所以，她们——女人与狼们，可以在天地之间极端的浩劫极度的躁乱中保持内心的宁静⋯⋯
因为，她们不思考——她们没有多余的想法，只是——也只能被自己的“方向”所驱使，顺流而下⋯
⋯所以，她们历尽劫难，所以，她们并不累⋯⋯进入《狼塔》，惊怵、悬疑、魔幻、穿越⋯⋯让你目
不暇接不能自拔，犹如一部让你放不下的电视连续剧——这样说，好像是对《狼塔》对东苏的不恭，
但是，东苏的《狼塔》是用文字——文学来驱动的。文学又是好故事，这在当下是稀缺的。文学失去
了故事就失去了大众；故事失去了文学就失去了灵魂。我用电视剧来说《狼塔》，是因为《狼塔》的
文字极具画面感，读《狼塔》，你“看见”狼塔；看见狼塔，你不能“读到”《狼塔》。当魔幻变成
现实之时，现实成了魔幻⋯⋯与狼相比，人更像狼；与人相比，狼更像人。“成功”的人更像狼；“
成功”的狼更像人。人要向狼学习怎么做人；狼要向人学习怎么做狼。这就是狼塔——也就是《狼塔
》，他让你宁可进入狼塔——尽管你也知道，这并不可能，所以，你宁可让现实变成魔幻，让魔幻变
成现实。因为，只有在“这时”，人才像人狼才像狼。2013，3，6
7、本书不仅是一部小说，还是一种探险、考古，堪比“《藏地密码》”，书中提供了大量关于新疆
、哈萨克族和神秘之地——狼塔的大量信息。详叙了狼与人之间痴情守护的传奇故事，故事中又穿插
了关于 “信念”的传奇！一气呵成，颇有看头。
8、东苏先生，我一直以为是个年轻人。很早以前，鱼姐给我看格桑的网站，正好有介绍《狼塔》的
文字。我第一次看到“东苏”这个名字，又粗粗看看关于书的内容介绍，心下想，呦，猛男嘛。老王
来嘉定喝酒，给我带了《狼塔》的成书。蓝色的封面，有头狼在山头对月呜咽。恩，我对鱼姐和老王
的行动力实在佩服得紧。跟老王打听东苏其人，说和晓明老师差不多大的，有点出乎我意料了。东苏
先生的书，我一天看一章。而第一章，就让我害怕紧张了。他太会写故事了。我在家里四臂观音、大
宝法王画像的注视下，后背的汗毛都要竖起来了。他写篝火边的女人，乐声，吸引着过路的人，当你
参与进去，才发现原来全是狼⋯⋯而关山月那天看到的篝火和场景，也是如此⋯⋯每章总是在最紧张
的时候有一个休止符。我合上书本，有点发抖，把它压在日记本的下面，心想着这书是不是以后白天
再看呢。⋯⋯第二天晚上，我却又把《狼塔》翻出来了。我一共只看了三章，却对这本书充满了读下
去的欲望。序言是晓明老师写的，那天老王来，我大略看了下序，就喜欢上这本书了。晓明老师的语
言很有感染性，充满了感情。如同东苏先生在书中融入了自己真挚的感情。在他的笔下，人，狼，大
地，河流，森林，无不是有灵性的。那天见面喝酒，东苏先生说，他喜欢动物，就算没见过，他也能
写它们。他觉得和动物是能够沟通的，东苏先生懂得它们。他说人应该像动物学啊⋯⋯喝了酒的东苏
先生是好玩的，和喝了酒滔滔不绝的老王是一样好玩的。晓明老师提醒胖子及时把一本本书塞到东苏
先生的酒杯旁边，他大笔一挥，嘿嘿，王总，你看看，这喝了酒，签名起来就是顺啊⋯⋯这字就要人
家看不懂才好啊⋯⋯哎王总，这个字，这个字没写好，你跟人家解释一下哦⋯⋯那天下午，老王胖子
我在上天竺吃好了饭，就跑到鱼姐家等东苏先生。左等右等，吃了香蕉，快把鱼姐桌上的零食都吃光
了，晓明老师在沙发上睡了一大觉，东苏先生还是不见踪影。后来才知道鱼姐让东苏先生睡一觉才来
，结果他睡到下午四点多才起床⋯⋯初见东苏先生，他戴个眼镜，穿暗绿条纹的鸡心领毛衣，略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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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我们几个不认识的，还有点不知所措。老王是个话痨，喝了酒尤其如此。他穿件像赛车手的红
衣服，在晓明老师家里就开始情绪高涨。晚上喝了酒，外套一脱，左一杯右一杯，跟东苏先生干伊力
白酒，聊哈萨克，说他自己的见解，居然博得了东苏老师的好感。老王大嘴一咧，高兴坏了，索性妙
语连珠，实在和东苏先生有相见恨晚之意哪。那天晚上，公望山下，古树，红灯笼，孔雀，鸸鹋，散
养鸡全都寂静无声，整个农庄只听得开“无首”宝马的老王不停地“哈哈哈⋯⋯哈哈哈⋯⋯”我跑去
看孔雀，她们飞到高高的树上栖息。我跑去看鸸鹋，他们缩在一角，看到我回过长长的脖颈。我走的
时候，停在架子上的散养鸡不知怎么，全都发出叫声，仿佛有狼过来了一般。厨师在地里拔自己种的
青菜，木头房子里，四面有窗，灯光温暖，一群有梦想的人，正在聊天喝酒⋯⋯东苏老师北大毕业，
他说自己最不喜欢的居然是语文，而且现代文学老是不及格。但他爱创作，爱写作，说自己最喜欢坐
长途车，一坐上去就浮想联翩，开心得不得了。他自己要求分配到新疆最偏远的塔城，阿勒泰等地区
。有次四月，他到了寒冷的奎屯，他看着四下无人的荒野，问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但他说在塔城
，感到自己来对了，坚持下来是对的。东苏先生最喜欢伊力酒，他的酒量很不错。喝多了还要给老王
看看相。本来戴着的绒线帽，热了索性一脱。他和陈逸飞也是中学同学，和晓明老师是难得的小、高
中、大学同学。他说晓明老师才是真正懂文学的人，他说狼塔应该可以写得更好，再给他点时间，他
能够再磨一磨，到时候，肯定让那些搞纯文学的叫好⋯⋯酒酣，气氛很好。鱼姐披着暖红色的围巾笑
盈盈，她和老王是梦想的实践者，他们很辛苦，很忙，但《狼塔》出版了，他们很欣慰。胖子果真很
厚道，他跟老王就像说相声的，一个捧，一个逗。胖子常常是冷面滑稽，自己很少笑。晓明老师的拥
抱很温暖。我真希望他的身体快快好起来。那天是大寒，夜里却不冷，是因为梦想照进了现实，是因
为这些可爱的人。详情：http://rongcuo.com/bbs/dispbbs.asp?boardid=9&amp;Id=262
9、这支女人部落跋涉了无水干旱的戈壁盐沼地；穿过了冰封寒冷的草原海子；在狼群的引领下，进
入无人区、魔鬼山；在九死一生中翻越了积雪万丈的腾格里高峰，终于在托木尔峰的山巅，找到了她
们梦想的天堂。故事总结起来就这么短，其中的情节、文化都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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