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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血脉》

内容概要

《百年血脉》是著名少数民族女作家帕蒂古丽的新作，也是代表作。
《百年血脉》用半自传的形式描写了家族五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祖国西部的百年兴衰，反映了一个
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作品融入宗教神话与民间传说等神秘元素，巧妙地糅合了现实与虚幻，展
现出一个难以言表的世界，作品情节紧凑、时而张狂时而柔软，时而振奋人心时而催人泪下，是当代
中国最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之一。
帕蒂古丽在2014年获得人民文学奖，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她对西部历史、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细致
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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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血脉》

作者简介

帕蒂古丽·乌拉伊穆·麦麦提，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优秀新生代作家。帕蒂古丽出生成长于天山下一个
多民族共居的村庄，父亲维吾尔族，母亲是回族，邻居是哈萨克族，自小就读汉语学校，能熟练使用
多种语言。她以汉语写作，虽非母语，帕蒂古丽却凭借过人的语言天赋，将汉语运用得出神入化。荣
获过《民族文学》年度文学大奖、《散文选刊》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人民
文学奖”等多个国内重要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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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血脉》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逃离 1993—2003
第二章 融合 2003—2013
第三章 定居 1965—1985
第四章 血缘 1960—1985
第五章 迁徙 1910—1960
尾声：追忆 2014
后记 人类在融合中进步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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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血脉》

精彩短评

1、民族，感情，家庭，历史尽在其中。超越民族，可以看到母女亲情，当读到这时我很感动，眼睛
湿了好几次！
2、其他部门同事做的书，我原不是合格的评断者。很打动人感情的述事。维族流入内地城市者成为
作奸犯科污名群体，边缘的AIDS，回民对跨族婚姻的压迫，原是读者熟悉的侧目事实，书坦率写，并
做到足够可以理解。我相信人性的共通有助于各族共处，绝不愿发展为隔绝鄙弃和互害。对于挑剔的
读者，唯一可挑的是它只有述事和感情。未做任何升华（陀陀陀啊⋯⋯）
3、帕蒂古丽不适合写长篇小说，人物塑造很失败，对小说语言的驾驭能力不行，总摆脱不了散文模
式。
4、结构、节奏和时间轴稍稍有点晕，但是动词名词使用、内容和题材都非常惊艳。
5、也许在她那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面前，修辞显得苍白多余。但作者如果能超越精神分析，把一个
家族的变迁和磨合放到更广阔的社会、民族和宗教背景里，将会让她的文字获得更多的共鸣和力量。
6、看了散文集失散的母亲，转来看百年的。竟然傻傻分不清次二文的区别， 散文， 小说？ 小说散文
？内容也基本重叠。花了一个小时快速翻阅作罢。
人民文学奖更多是表彰其民族性吧， 而不是其文学性---本来也没太多的文学性。

7、横扫2014各项文学大奖的作者代表作，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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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血脉》

精彩书评

1、我看这本书是因为在微信朋友圈里读了一篇帕蒂古丽写的《模仿者的生活》，讲她小时候上汉校
，一会儿希望自己是汉族人，一会儿又要回归到维族女孩的是身份，后来又讲到她女儿的身份认同问
题。细腻而优美，但又不煽情，很像一个略带刚性的女作家会写出来的东西。买来《百年血脉》之后
，舍友一度把这本书错看成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说来也凑巧，两本书的命名本来就很像了，内
容也有一些相似，都讲了一个家族的故事。如果说马尔克斯是在用魔幻手法，通过一个家族的故事来
展现某种更深刻的人类智慧，那么帕蒂古丽就是在通过讲述来治病，这也许可以看成是许多人的病，
或人类的通病，但我更相信，这是她自己的病。1. 一次失败的怀旧尝试帕蒂古丽从自己，讲到自己的
儿女，哥哥姐姐，弟弟，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太外公，爷爷，一路追溯，几乎又是一个《客从何
处来》。年代感与历史感交相辉映，却总有一种“一针不见血”的遗憾，铺陈了许久的人物和他们各
自的故事，让我总以为作者最后会回归到对宗教、民族的深刻思考上，然而并没有。我想这很尴尬，
当一个人沉浸于只对自己有意义的叙事时，他就是一种被自己深深感动了的状态，如果没有一个宏大
的背景，深刻的冥想，以及举重若轻的终极思考，这一切的家族悲剧，也不过是信手拈来又过眼云烟
的沧海一粟。比如说，在讲述作者太外公救了仇人的侄子、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这人的那一段，能
够分明感受到这个故事本身蕴藏的无限深意，和一种只有特定时空和历史事件才能酝酿出的戏剧性。
类似的情节和故事可以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找到很多，但后者比《百年血脉》铺陈得更广阔厚重
所以也没必要过多比较。再比如电影《霸王别姬》也充满了回顾波澜壮阔的历史时能够体会到的传奇
冲突，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一样如此，杨摩西一路走来，结婚生子，四处做工，入教，离婚，
丢孩子⋯⋯读者虽然被沉浸在一个人一生的诸多细节中，却从不失对宏观的时空概念的掌握，随时都
可以跳脱出具体的情节，体会一番跨越时空回首凝眸的错觉美。我不知道是我自己阅读习惯不好，也
或者是帕蒂古丽只想讲自己的家族，而没想过真的要用百年二字概括出多么宏大的概念。总之就是，
只感到累。这个传奇的故事对作者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但那种神奇的力量还没有转化成可感
的文字。类似的地方还有一些，比如帕蒂古丽的外婆一天五次净身，内心深深介意着丈夫不是回族人
的事实，作者意识到自己的血统中还有汉族，作者发现自己的爸爸曾经娶过十几个老婆，还深爱着一
个美丽的维族姑娘，以及开头哥哥姐姐各自的经历，以及作者与女儿的磨合，我无法不把这本书分成
两个部分来看，前半部分是作者个人的反思和家庭伦理故事，后半部分是作者在以个人视角寻根，寻
历史。只能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怀旧尝试。2. 位自己治病然而并不能说这本书完全不值得一看，这就
是为什么我觉得帕蒂古丽在给自己治病。帕蒂古丽的汉语才华还是很让人叹服的。我无法直视作者那
些毫无预兆突然冒出来的生动比喻，尤其是对身体，对性，对土地，对家园的比喻。这些生命中最本
源的部分往往被她描述得那么鲜活，以至于产生一种赤裸裸的羞耻感。在漫长的讲述过程中，语言往
往会越来越无力。这种内心越来越汹涌澎湃、手中操作的主题也越来越宏大厚重、但可用的工具却渐
渐不再给力的感觉，能够在这本书中充分感受到。这也许是作者自身的问题，也许是创作一部小说通
常会遇到的瓶颈，但我觉得，也或许是作者在深入探究自己的病症之后，最终进入了一个让任何人、
任何语言都陷入无力和彷徨的世界。这不仅仅是对现实的无能为力，也是回顾过去时总要走进的那条
死胡同。过往的时空一去不返，而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向前。根据小说的描述，作者童年艰辛，生存根
基有所缺失，比如没有得到过完整的母爱。她回顾自己和兄弟姐妹如何成长，如何莫名其妙嫁了人，
如何打定主意生孩子，如何离婚，如何接走十几年不见的女儿，如何与失而复得的女儿磨合，如何意
识到自己不会做母亲⋯⋯这漫长痛苦的过程并非偶得，而是源于一个个与她无关、却由她来承受可怕
后果的爱的缺失。我在生活中见过许多这样的人，包括我自己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无法正常健康地成
长，就势必要在成人后的很长时间里与自己内部长久存在的不协调、不完整做坚决的斗争。把内心的
残垣断壁一块块补上，要付出比别人多很多的努力。当别人在勇往直前地前进，我们还在与过去纠缠
，试图摆脱过去的阴影。而正视这段过去，就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在这部作
者的半自传小说的后半部分，“我”曾研究海灵格的家族序列问题，并思考家族中的自杀事件对成员
的影响。有书评说帕蒂古丽是出色的心理学专家，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很细腻。我想这并不是她为了文
学、为了小说而发展出的技能，而是她为了生活，为了修补自己和自己的过去，做过的挣扎，付出的
努力。所以她写下那么多回顾自己如何长大，如何成家，如何在不会做母亲的情况下与同样残缺着的
女儿和睦相处，都让我觉得是试图在过去的汪洋大海中，寻找现在之所以存在的源头和线索，都是在
想尽办法治病她自己的身体里包含了太多冲突，一时间无法跳脱出这一个个生活的漩涡，而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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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血脉》

似乎更倾向于一种可以与平民一样去感同身受的上帝视角：我要记录，但我并非主角。不管怎样，我
依然想感谢勇敢的作者，也许她不是最会玩文字的作家，不是最懂得营造各种氛围的魔法师，但她到
底还是勇敢的，是作家圈子里勇敢的心理学家吧。如果你并不想体会多么沉重深刻的文字，这本书份
量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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