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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剪裁的衣服》

内容概要

十七岁的女中学生毕淑敏从北京来到西藏，在雪山上学习医学、射击和独立生活。
她曾背负武器、干粮、行军帐篷独自跋涉在无人区，也曾独自骑马渡过冰河为藏民送药。
她曾在冰川上席地露营，也曾为牺牲的20岁战友换过尸衣，清理流出腹腔的肠子，偷偷在他的衣兜里
塞上几块水果糖。
她在高寒缺氧的雪山上熬制花生糖，熬出一碗纯净温柔的好时光，她在哨所种植葵花，看着全世界海
拔最高的葵花开出五分钱硬币那么大的小小花盘，又被忽如其来的冰雪封存结晶。在西藏的日子被她
过得像藏族女孩手工制作的花围裙般色彩斑斓。
人间最珍贵，莫过少年心，毕淑敏与你分享私家青春记忆，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毕淑敏。愿你所有
负担都将变成礼物，你所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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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剪裁的衣服》

作者简介

毕淑敏，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女作家，被王蒙称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以精细、平实的文风和春
风化雨般的济世情怀著称，多年来一直深受读者喜爱。她是国家一级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著
名心理咨询师，内科主治医师，北师大文学硕士，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结业。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小
说月报第四、五、六、七、十届百花奖，当代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大奖，北京文学奖，昆仑文学奖，
解放军文艺奖，青年文学奖，台湾第十六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台湾第十七届联合报文学奖等各种
文学奖三十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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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剪裁的衣服》

书籍目录

01／ 为了雪山的庄严和父母的期望
02／ 到西藏去
03／ 绿色皮诺曹
04／ 白云剪裁的衣服
05／ 走，到阿里去
06／ 糖衣氧气压缩片
07／ 黑白拂尘
08／ “回”字形银饰
09／ 灵魂飞翔的地方
10／ 八月里穿棉衣
11／ 胖听
12／ 拉练
13／ 在雪原与星空之间
14／ 冰川上有毒蛇咝咝声
15／ 信使
16／ 葵花之最
17／ 西藏猪
18／ 制花圈
19／ 三块糖
20／ 最高的花生糖作坊
21／ 碗里的小太阳
22／ 雪线上的蛋花汤
23／ 乘降落伞的西瓜
24／ 第一次打针
25／ 女孩的纸
26／ 藏族的花围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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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剪裁的衣服》

精彩短评

1、毕老师的书吧总给我一种看儿童文学的感觉
2、真实的人生经历，读起来有悲伤有幸福。佩服那些在边疆驻守的战士们，感谢他们。每当看到战
士死去的时候，总会很悲伤。希望世界和平！
3、向毕淑敏老师致敬，那是一段艰苦而又快乐的日子！
4、很有毕淑敏的风格，对她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小学一片小男孩的课文上，读了之后发觉她性格真好
5、一直很喜欢毕淑敏的文字
6、毕老师的书都是上好的心理治疗药方
7、花两个下午坐在纸的时代里读完了，合上书，眼里都是那白皑皑的雪山
8、大师就是大师，文字妥帖得舒服
9、毕淑敏的雪山军旅
10、当初买这么本只是源于喜欢书名和封面，并且是毕淑敏写的。虽然文字很朴素，但是却生动地记
录了毕淑敏在藏北高原的青春时光，让我很想去看看，体验藏北的高冷
11、温暖，治愈。
12、第一批到达西藏雪山的女卫生员... ...一些故事看哭了 ...
13、书名就十分吸引人，比起我看的上一本作者的书，这本更来的有血有肉一些。算是比较具体的回
忆录，作者未满十七岁就去阿里成为了第一批女兵的独特故事。“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开花，但播下
种子就比荒芜的旷野强过百倍。”写作这件事，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14、以为是西藏的游记，觉得值得一读。没想到漫篇流水账就像私人日记。于是我决定，这是我读的
最后一本毕淑敏。
15、好想告诉当年傻傻的小毕，鸡蛋羹加到开水里不要用筷子使劲地搅拌呀，大家就可以尝到美味的
蛋花羹啦哈哈
16、敬佩这些能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雪山的女医务员们。
17、北师附中孩子的神话
18、毕淑敏的文字是温润如玉的，暖心而不炙热，总会给予你所需要的能量，他像是导师，又更似朋
友。
19、向高原上的战士致敬
20、那满头白发是昆仑山馈赠给他的他想拒绝却无法拒绝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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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剪裁的衣服》

精彩书评

1、作为第一批昆仑女兵，毕淑敏老师的《白云裁剪的衣服》记载了她和队友们在雪原与白云之间日
日夜夜。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曾经青春年少的岁月，不可磨灭，就如灵魂飞翔过的痕迹。很庆幸，她的
痕迹虽被禁锢在昆仑雪域，却格外自由。到阿里去，不是说说就好的口号，即使是在那个心灵纯净的
年代，姑娘们也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于是乎，写血书的潜台词不再是我们熟悉的电视剧背书，而是在
揣测领导分配女兵的心态后自保的行为，和现在一样接地气而真实。真的到了阿里，故事多了几重变
幻的滋味：缺氧时产生的《糖衣氧气压缩片》的畅想和《黑白拂尘》带来的欣喜，很快变成了《回字
形银饰》里对故土平凡生活得怀念和《八月里穿棉衣》照相时百般拿捏角度的思乡心情。在年轻的心
在被思念和艰苦揉碎以前，《拉练》中跑了两倍路程把她们活着带回去的收容队长和临时充当《信使
》的老军医给了她们爱的温暖和坚强的力量。在这寸草不生的极寒之地，女兵们用石头围墙精心呵护
的那株世界上最小但是又最高的《葵花之最》，和来自异国克服高原肺水肿存活的腹部打着绷带的《
西藏猪》，和坚韧的女兵一样默默的诉说着生命的力量和神奇。当初稚嫩的花朵在雪域日渐茁壮，就
像星空下的冰凌花般闪耀，也许是生活知道了她们的坚强，所以再次给予她们以考验，《制花圈》时
突然被通知死亡的小兵，以及换尸衣时放下的《三块糖》，是她们心灵升华的完整体现。这样逆风飞
扬的女孩们，也有星星点点可爱卖萌的日常，她们有个简陋的《最高的花生糖作坊》和《雪线上的蛋
花汤》去解馋，也有为了《女孩的纸》而尴尬的难忘故事，更有为了拥有《藏族的花围裙》而费尽心
思的少女心⋯⋯这是昆仑，一些灵魂飞过的痕迹。总觉得，一生有些不同的经历是种幸福。或许那些
经历在经历的当时有更多的苦涩，但最后，如果我们掌握了记忆正确的打开方式，总是甜蜜，总是难
以克制的回忆。且行且歌。
2、用了作者的一个小标题做了文章标题，这是作者的故事，也是我对看后全文的感触。我想自己对
于西藏和当兵的都是极有好感的，说是白云剪裁的衣服，却是书写了一部在西藏当兵的军旅生活。给
了读者对于雪域高原和军人有个最亲切的了解。毕淑敏十六岁的时候离开北京来到西藏，在雪山上学
习医学、射击和独立生活。跟着她的讲述，当兵的生活和西藏的故事都在我们眼前一一展开。曾经年
少时候的愿望，怕落选的忐忑，选上后的开心，都是无悔的过往。西藏是高原，在那里不可以急速奔
跑，不然有可能猝死；西藏上吃的是脱水菜，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西藏上面想吃水果不易，橘
子罐头都是奢侈的美食。军旅生涯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拉练、学线上的蛋花汤、三块糖等等，其中
最让人感动的还是三块糖这篇文章。一个年轻的战士牺牲了，那是年轻的小姑娘没头一次面对死亡，
一开始的震惊害怕，后来以为是逃兵，最后在他的士兵口中，才知道怀疑的是错误的，他是一名英雄
。她们一群小姑娘帮着给烈士收拾，更换军装，整理仪容给他一个体面的结局。而作者在最后，默默
的却将糖放进了烈士的口袋。要知道在高原，糖也是一个奢侈的食物，即使她也知道逝去的班长再也
没有机会吃到糖了。17岁的年级是最青春的时光，现在的人们或许还是父母的温暖下生活，还是学校
中度过学生时光。可是当跟着作者的视野，走到了西藏，才看到了那外面的广阔世界，看到那军人们
艰苦有斗志的生活，看到那文字朴实却独具一格又带着暖意的文字。也许美好的生活需要通过比较才
能发现，心中的信仰能克服现实的苦难。军人的职责在保家卫国，无论多么辛苦他们的都在坚守。而
我们的安稳生活，却是别人的付出才获得的幸福。对比作者在军中的生活，看她那平凡却带着风骨的
讲述，真能看到那白云飘扬带来的舒适。高原、雪山、冷冽、广阔，世界一切都变得的无限巨大，自
己也变得愈加渺小。对比之后的生活，会让人去感恩。或许我们没有经历过那种高原的洗涤，但我们
同样学着，去敬畏生活，感受生活的美好。
3、遥望风雪高原上的女兵——读毕淑敏《白云裁剪的衣服》当代著名作家王蒙说，毕淑敏是“文学
的白衣天使”。在她的作品里，不但能看到善良、冷静，还能感受到祥和与淡雅。毕淑敏说，11年的
部队生活带给她太多太多难以忘怀的经历，她想把它表达出来，和更多的人去分享。《白云裁剪的衣
服》就是用优美的文字，通过一个边防战士最朴素的感情，诉说自己的心里话，还有女兵在雪域高原
上的那些事儿。　　在平均海拔高达4500米的藏北高原阿里当了11年兵，毕淑敏把自己最宝贵的青年
时代留在了冰川与雪岭之间。1969年，未满17岁的毕淑敏踏上青藏高原，成为来到这片生命禁区的5位
女军人之一。荒凉、寒冷、恐怖却又神圣，是雪域高原留给毕淑敏最深刻的印象。“吃的是脱水菜，
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即使在日历上最炎热的夏季，你也绝不可以脱下棉衣，否则夜里所有的
关节就会嘎嘎作响。”在书中，毕淑敏描述，“所有的日子都充满严寒，绿色已成为遥远而模糊的记
忆。” 　　高原苦寒。毕淑敏曾经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跋涉在无人区，也曾骑马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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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剪裁的衣服》

过冰河给藏族老乡送药；她曾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铺一张雨布席地而眠，也曾为牺牲的战友换过尸
衣，清理流出腹腔的肠子，偷偷在他的衣兜里塞上几块水果糖。有一个夜晚，毕淑敏在攀越海拔6000
多米的高山时，产生了剧烈的高原反应，“心脏在胸膛炸成碎片，仿佛要随着急遽的呼吸迸溅出嘴巴
”，“整个肺被压得像纸片一样，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吸进足够的氧气。”这时，毕淑敏第一次想到
了死亡。　　对死亡的惧怕，是人之常情。但是，凤凰涅槃，毕淑敏在冰雪的考验中重生了。军人是
有信仰的群体，永不言败的军人品质在毕淑敏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负责后卫收容的老兵痛惜地说：
“曼巴（藏语，意为医生），拉着我的马尾巴吧，它会把你带到山顶。”“不。我不。”毕淑敏毅然
谢绝了老兵的好意。“一个战士，揪住马尾巴攀越雪山，这是不是比死还让人难堪？”带着军人的尊
严，她写道：“我在高耸的雪山上开始了我为医的生涯，雪山也将它的身影，倾泻于我的笔端”，“
我想用我的笔，告诉世人一些风景和故事。”　　在西藏当兵的11年，毕淑敏过得像藏族女孩手工制
作的花围裙般色彩斑斓：她在雪山上熬制花生糖，熬出一碗纯净温柔的好时光；她在哨所种植葵花，
看着全世界海拔最高的葵花开出五分钱硬币那么大的小小花盘，又被忽如其来的冰雪封存结晶⋯⋯在
她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对生活、对生命充满睿智思索的女性。　　在《白云裁剪的衣服》里，
毕淑敏不仅诉说着高原的严寒、青春的活力、生命的厚重以及面对死亡的冷静，还表达着对生命、人
生、美丽的追求与热爱。“藏北仰望辽阔星空的经历，在我的一生中打下一个基点。当时有一种震撼
，甚至有一种微微的恐惧，能反视到我们个体是多么的渺小和短暂。”毕淑敏说。　　从《青春当远
行》到《雪山女兵》、《昆仑殇》，再到《西藏，面冰十年》、《我从西藏高原来》以及《白云裁剪
的衣服》，毕淑敏的西藏军旅生涯一一铺陈。“保有一份真爱，就是照耀人生得以温暖的灯。”毕淑
敏以其清新的文笔和温暖的哲思，书写着西藏之美和军人的忠诚。她的文字，不仅能让人感受到细腻
的情感，也能使人受到深深的启迪。尽管她的笔下也有伤害、委屈、愤怒的负面情绪，但精彩而充满
智慧的文字随处可见。它使读者麻痹了许久的神经，重新变得敏感起来，为读者推开平淡，见识生命
的辽阔。2015年8月14日中国民族报第11版：文化周刊·品味
http://www.mzzjw.cn/zgmzb/html/2015-08/14/content_107927.htm
4、翻开毕淑敏写的这本《白云剪裁的衣服》之前，首先吸引我的是封底上的一句文案“不是每一粒
种子都能开花，但播下种子就比荒芜的旷野强过百倍”，我阅读一本书，首先看书名和封面，然后是
文案，其次是书里的目录和序言后继，最后才开始阅读正文。看到这句话时的的确确触动了我的内心
，我在想，我坚持了7年的写作和为了梦想的努力，不也是因为当初怀着试一试的态度写出来了吗？
如果我因为害怕得不到收获没有播种下第一篇文章，如果因为害怕路途遥远充满坎坷，又怎会锤炼出
现在坚持不懈敢于与现实死磕，咬紧牙关追逐梦想的决心呢？不过，也由书名想到一句话：不管怎样
，不管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像白云般柔软洁净的赤子之心。毕淑敏的文风洗练，用字洁净，既没有
冗长的句子，也没有铺锦列绣华丽词藻的点缀，只有娓娓道来的哲理在一篇篇文章中体现，不以时下
流行的各种标签所附丽。关于她自己为什么要写作，为什么不把医生工作做好，她说“为了雪山的庄
严和父母的期望”，因为“我看到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万水千山之间。他们发生过悲凉或欣
喜的故事，被呼啸的山风卷得毫无痕迹”，所以，她选择在一个平凡普通的日子里，选择在大家都已
熟睡的阒静深夜里，在医院值班室，她铺纸提笔，写那些属于雪山高原的庄重记忆，那些光闪闪的青
春。想来，毕淑敏和诗人席慕容一样，都是为了内心那份纯净的蓝天白云的信仰。整本书记录了作者
从军期间那些酸甜苦辣的微妙记忆，她在书中坦言自己为什么要当兵，又为什么要写作并且一直写下
去。作者毕淑敏笔下的军旅生活，我从这本书中一幅幅跃然纸上的美丽插画便能在脑海里构想出来。
一尘不染宛如明镜的蓝天，千奇百怪厚重的云朵，远离了繁华都市的喧嚣，回归于最淳朴的大自然怀
抱，青山逶迤，鸟儿歌唱溪水谱曲，训练结束后可以躺在草坪上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看白云流
霞从头上轻轻掠过。在满天繁星的夜晚，她可以和战友一起坐在外面看星星，聊聊彼此的梦想，聊聊
以后那些美好的未来。你看，姐妹情，军旅情，对自然的情怀都在她的脑海里埋下了无法拔掉的记忆
。作者写的都是日常生活，比如看见家牦牛，大家纷纷写信给家人让家人寄黑色发卡，还有领罐头的
喜悦，遇见毒蛇的害怕，以及在白云皑皑的季节进行拉练等等寻常普通却弥足珍贵的记忆。印象深刻
的是在“绿色皮诺曹”这一篇文里，因为大家缝制衣服做阵线活，作者提到了这么一件趣事，她说：
“这意思不就是我身子长腿短吗”，原因就是别人说了她穿新做的绿色裤子腿短，让人忍俊不禁。此
外，这本书图文结合，符合时下流行的图文书，更满足了快节奏生活里大家碎片阅读时可以看图，也
可读一篇言浅意深的精美哲理散文。
5、这是我连续读的毕淑敏温润幸福系列的第二本。这本散文集有不少单页或者双页的插图，做的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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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剪裁的衣服》

亮的书让人赏心悦目。这本书很大部分都是谈毕淑敏在西藏当兵的生活。作为一个没有当过兵，远离
西藏等高原的湖北人，作者书写的生活远离我的生活，但我很自然就看完了，有时冷眼旁观，有时又
深深地感动。作者的语言功力极好的，叙述自有一股味道。但更多的是陌生的生活在吸引着我读下去
。高原缺氧，听说过而已，但没有亲身体验过，挺去云南旅游过的人讲，有高原反应，但不强烈。但
我想，云南的高度无法跟西藏比。何况要驻扎在高高的雪山上。哪里的反应几何级增加。作者很细腻
的写自己感受，特别细腻。从作者的文字的我们感受到可以顺畅的呼吸是多么舒坦。而吃的，高原压
力小，饭不容易弄熟，脱水菜让我想到了方便面里的素材包，而冰冻过的菜，自然让我想到冰箱中保
存时间过长的菜还有挨着冰箱壁而冻坏的菜。军用罐头想来质量更严格，但味道估计也跟民用的罐头
差不多，比如某某爽桔子罐头，我现在是基本不吃，还是新鲜水果好吃。在高高的雪山上，补给想来
也是困难的，要靠车子运到山上去。我们平时最难吃的蔬菜估计也比山上的蔬菜的味道好吧。照个像
也不容易，拉练特别苦。很佩服作者又很好的记忆力，拉练的过程写的一波三折，极详尽。睡觉的冰
冷，让人印象深刻。作为卫生兵，学习的条件也很简陋。看这些文字，很自然得对比自己的生活。让
我眼泪在眼圈里打转的是《三块糖》这篇。一个战士牺牲，要更换尸衣，作者等几个女兵动手，还有
一个有经验却又心理阴影的竹干事远远指挥。一方面大家对死人都有害怕心理。而这个战士中弹肠子
都流出来了身亡，包扎的纱布、扣上去的饭碗等，凝固的献血，极度的低温，要动用电锯等，殊为不
易。抹洗干净，穿上崭新的军装，清理遗物，有未婚妻的相片，有三块糖，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供能
量保命。生死一瞬间。作者写道将未婚妻的照片放入牺牲战士的衬衣口袋，后来作者有特意挑了三颗
糖放进他的裤兜，当让人体会到对生的渴望。那段生活一定是个富矿，毕淑敏有那么多的内容可以写
。读着这样的文字，你自然体会什么是幸福。
6、——评《白云剪裁的衣服》文/蓦烟如雪王蒙评价她是“文学的白衣天使”，而我第一次接触她的
书，恰好是09年名叫《今世的五百次回眸》的一本书，我想这都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就像我现在再
一次品读了她的书。当年不满17岁的毕淑敏老师，有幸成为西藏阿里的第一批女兵，高海拔、缺氧、
超低温甚至是负重、远途、饥饿还有死亡，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年轻，她或许没有死亡概念，她迈
向雪山之巅，也迈进了死亡之谷，这本书写的正是与她同去雪山的五个女兵一起经历的点滴故事。这
本书有着很美的名字《白云剪裁的衣服》，而我在看完后，觉得它就像游走在灵魂线上的绿衣。落日
余晖，云霭浮动，昆仑山很广袤，云霄上挂着天稻，谷子里埋着玉石，这里埋着最高耸的原野——藏
北高原。同样，我第一次知道“阿里”是“我的”意思，第一次知道阿里的环境是如此的严酷震撼，
甚至是牦牛尾巴做成的拂尘。她是一吐为快的女子，她在藏北高原当了十一年的兵，17岁的她曾经想
过死，在困难和逃避上，她选了迎难而上，她说：“无论是面对雪山，还是行走在荒原，我都有一种
特别朴素的感觉，就是人生非常短暂、脆弱、没有价值和意义，如果你不努力地赋予它价值和意义，
努力精彩地生活，它就会像昆仑山的雪或寒冰一样很快消逝，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这么想，也努力这么
做。”西藏高原缺氧，氧气只有海平面的一半，这么危险的地方，很难想象一个女子能坚强的在那儿
撑过一年又一年，那儿没有城市的躁动和喧嚣，没有华丽的服饰和点缀，有的只是白茫茫的雪原和缺
乏蔬菜瓜果的生活，甚至抢劫和叛匪的突袭。穿着不符身材的绿军装，洗着沉淀了半盆泥沙的衣服，
云朵像沉睡了千年的珊瑚礁，山峰戴着白雪的桂冠，屹立着，思索人世间的难题。想到军装就会想到
军帽，而她们驻守在那里，常常被风吹掉的竟然是帽子，而那时，发卡不是钢丝做的，一律是塑料制
作，而在严寒中，塑料脆弱，一碰就碎，而那个“回”字形轮廓的银饰，依然记忆犹新，甚至是小鹿
母亲寄来的旧发夹，想想常年没有见到家人的女兵，拆开信就看到夹着亲人头发的发卡，那时一定倍
感辛酸。作为卫生员，她们开始学习医学，为病人做臀部肌肉注射的提醒，把针戳到坐骨神经的感觉
，还有竹扦子扎粉条的特别形容，这都是她们学习的足迹，还有解剖癌症牧羊人的经历，只有在惨烈
的真实面前，他们感知到生命的偶然和可贵。还有八月里穿棉衣，她和果平穿着鼓鼓囊囊的棉衣棉裤
，笑得开心，还有那个一老一少的摄影师。在《胖听》里，我喜欢那个善意的司务长，他不善解释，
可说的每一句都是良苦用心，就像胖罐头的好坏。在拉练的生活里，我看见那一字一句的艰辛，还有
等待信件的渴望，还有给班长换尸衣的那段，都历历在目。三块糖，花生糖，山西红枣，大锅蛋花汤
，都是她所经历过的生活，那个空投却找不到的西瓜，宣纸替代的卫生纸的经历，还有用两尺布票换
的藏族花围裙，如果不是看过这本书，我都无法描摹这样的生活。但我依旧很向往，有一天能去看看
，这样的藏北高原。因为这里每一篇都让人崇敬，就像她的坚持。
7、《白云裁剪的衣服》是毕淑敏的一本书名，太喜欢这个名字了，所以把它拿来作为我书评的题目
。能起一个这样的名字作为书名，足可以看出毕淑敏的内心的纯净美丽。很喜欢她，喜欢她的书，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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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她的文字。喜欢她是因为从她的那些书中感受到她对生活的热爱，无论是她写自己年轻时的那些事
情，还是她的小说，你都能从中感受到文字所传递的一种爱。这个是装不来的，是人最本质的东西。
她是一位善于积累的作家，无论做什么，文字成为她的伴侣。高山中的一切，就连女兵帽子总被风吹
跑，她们找家里人要卡子都能写得那么生动。那一切都是是很苦的，拉链，做饭是艰苦的，爬雪山是
艰苦的，她伸出手拉住马的尾巴，一步步爬上山来。那份艰辛不是谁都可以承受的。她们累了，在雪
地上睡着了，被班长打了起来，要知道，多少人就一睡不醒了。她们吃不到蔬菜，尤其大雪封山的时
候，如何度过那难捱的日子⋯⋯这些艰苦，想想都怕，但我没有从文字中看到她在抱怨。这多难得啊
！女孩子的指甲，竟然上翘，里面能存贮水，高山上的女兵，她们要吃多少苦啊！而她们来到海拔这
么高的山上，竟然就是连长偶数、奇数⋯⋯这样选出来的，概率可谓极低，但毕淑敏就成为其中的“
幸运者”了。人的命运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不过这些给了毕淑敏多少美好的回忆啊，多少美丽的文字
啊！读毕淑敏的文章，你不会累，你会跟随她行云流水的文字行走，感受到她的快乐。文字是轻松的
，对就是轻松。有点文字却是沉重的，不忍去读，或者不愿意去读。但读轻松的文字，感受就不一样
的。读一个人的书多了，对作者就多少有一些了解。毕淑敏曾经做过心理医生，但还是最热爱写作，
坚持写下去吧，我会永远支持你。
8、十多年前，读毕淑敏老师的《血玲珑》，既惊讶又佩服。惊讶的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题材的小说，
觉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格外动人心弦；佩服的是作者的人文情怀与深沉之爱。母爱与爱情，爱情与
伦理，人类情感与医学道德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作者的笔下竟能栩栩如生，让人感同身受，不忍释
卷。然而，那只是毕淑敏广为大众所熟悉的一部作品而已，真正造就她文学大厦的基石，来源于她十
七岁时入伍，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的生活历练。曾经的边疆高原女兵生涯为她的创作提供了
无尽的宝藏，也孕育了她震撼文坛的《昆仑殇》、《补天石》、《阿里》、《君子于役》等昆仑系列
作品。翻开手中的这本《白云裁剪的衣服》，如同时光倒流，跟随十七岁的毕淑敏，跟随一个个活泼
可爱的高原女兵，去追寻那放飞在雪山之上的青春回忆。这些青春洋溢的文字，是散文，是小说，是
一本永不褪色的回忆录。书中收录了26篇文章，从“我”十六岁离开北京，穿上军装写起。讲述了我
怎样成为一名高原女兵，以及在高原上发生的有趣、难忘、深刻的青春故事。这些文字的神奇之处，
就在于能把那些在普通人看来不可想象的高原生活描写得绘声绘色，趣味盎然。或许正因为那时的毕
淑敏只有十七岁，还是一个大女孩，还怀揣着各种各样绮丽的美梦，所以高原的险恶与艰苦在她的笔
下举重若轻，苦中有乐，才一点一滴凝结成了像《白云裁剪的衣服》、《糖衣氧气压缩片》、《“回
”字形的银饰》、《葵花之最》、《最高的花生糖作坊》这样的充满想象力与生命活力的独特故事。
而作为一名边防战士，她也不可避免的经历了生死的灵魂荡涤。《灵魂飞翔的地方》、《拉练》、《
制花圈》、《三块糖》这样镌刻着边防战士历史与鲜血的生活故事，至今读来依旧震撼人心。而我也
不禁想到如今的十七岁女孩们，她们中又有几个人能够经历亲手为牺牲的战士更换军装，整理仪容这
样的事情。就连普通人，恐怕听听都已经不寒而栗了，更何况还能写成一篇泪中有笑，哀而不伤的散
文故事。唯有毕淑敏这样敏锐、坚韧、乐观、刚健的作者才能做得到吧。作为毕淑敏文集“温润幸福
”系列中的一册，《白云裁剪的衣服》有着淡色的优雅封面，内页纸质优良，书中配以众多色彩绚烂
的水彩插画，每一个故事读过后都是一副治愈良药。正如封底所言：“人的心难免会受伤，但永远有
痊愈的力量，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开花，但播下种子就比荒芜的旷野强过百倍，将白云裁剪成衣服，
为这世界增添晴朗和欢乐”。
9、书评の白云剪裁的衣服——不散的记忆相较起毕淑敏老师温润幸福系列的另一本书《欣喜是自酿
的》，我更喜欢这本《白云剪裁的衣服》。封面插画给人一种很悠远又迷离的感觉，电话亭中飞出的
白鸽更是增添了一抹迷幻的色彩。画面中的小女孩站在云与天与地交接的地方，就像是毕淑敏老师在
青春时第一次来到西藏看着那天天，那座山时一样，内心都被大自然无声的力量所震撼着吧。为什么
我会更喜欢这本书呢？一是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更贴近毕淑敏老师，并且是有一条时间线贯穿其中的，
也就是这本书回忆里毕淑敏老师的少年时代和青春时代，不是从生活琐碎里捕捉幸福，是藉由一大段
的时光成长。二是因为《白云剪裁的衣服》比《欣喜是自酿》更富有诗意，也更让我不解。白云的形
状多变，如何裁剪，那衣服又是指什么呢？这本书的第一个故事《为了雪山的庄严和父母的期望》主
要讲述的是毕淑敏老师少年时代的故事。开篇写了初到西藏时的心情，继而开始回忆少年时的一幕幕
的往事。让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个地方在于对待“老师的表扬”的态度，父母只说“那是骗人的”。这
让毕淑敏老师在成长中对待赞扬平和接受却并不在意，所以她没有迷失自己或是否定自己，只是在梦
想这条路上走得很坚定，最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第二段印象深刻的经历是文革，大抵也是毕淑敏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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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会走上写作这条道路最开始埋下的种子吧。渴望汲取知识却遭到批判的年代里，一边喜爱着文学大
师们的经典作品一边却违背意愿地写批判稿，在毕淑敏老师的笔下这不是苦难，而是一种甜蜜的烦恼
，所以她在大多数人放弃的时候选择了坚持。寝室生活大概是大多数人在学生时代过去后都会一直记
忆的东西吧。可毕淑敏老师想要叙述的不单纯是同学间的情谊，而是同学们央求她重述那些作品的时
光，以及多年后对于那段时光，那些作品，不散的记忆吧。这就让她养成了阅读作品特别仔细的习惯
。其实在我看来，写书评和毕淑敏老师当年为寝室的同学们重述作品是异曲同工的，都需要极其细致
的阅读，加之以自己的体悟传递给读者。那些体悟有些时候比故事更能打动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
，我们都尊称他们为“会说故事的人”——作家。在这样的过程里，可能在叙述者的头脑里已不是单
纯地重述作品了，长而久之会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所以这大抵也是毕淑敏老师放弃了医生的本职而
选择了写作的原因吧。如果能通过文字让读者感悟到快乐或悲伤，还是更深层的一些情感，那么这应
该是创作者最长久的动力和最大的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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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白云剪裁的衣服》的笔记-第14页

        我为一个二十岁的班长换过尸衣，脱下被血染红的军装，清理他口袋里的遗物。他兜里装着几块
水果糖，纸都磨光了，糖块像一只只斑驳的小乌龟，沾着他的血迹⋯⋯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的兜
里也有和他一样的水果糖，这件小小的物品使我觉得他是兄弟。
我们把他肚子上覆盖的瓷碗取下来。碗里扣着的，是他流出的肠子。敌人的子弹贯穿了他的腹腔，肠
管已经变得像铁管一样坚硬，没有办法再填回他的肚子里去了。
我们给他换上崭新的军装，把风纪扣严严实实地系好。除了他的腰间因为流出的肠子，扎了皮带也显
得有些臃肿，真是一个精干的小战士呢。
趁人不注意，我在他的衣兜里又放上了几块水果糖。我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老兵们一定要嘲笑我的
。但我真的觉得这个班长需要这几块水果糖。糖是我特意挑的，每一块的糖纸都很完整，硬挺地支棱
着，像一种干燥的翅果。
那个小兵被安葬在阿里高原，距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想他身边的冻土，有一小块一定微微发甜。
他在晴朗的月夜，也许会尝一尝吧？

2、《白云剪裁的衣服》的笔记-第9页

        我从北京来到西藏的阿里当兵，严酷的自然环境将我震撼。所有的日子都充满严寒，绿色已成为
遥远而模糊的记忆。
吃的是脱水菜，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胀成赭色的浆团。炒或熬以后，一种
辛辣而令人懊恼的气味充斥军营。即使在日历上最炎热的夏季，你也绝不可以脱下棉衣，否则夜里所
有的关节就会嘎嘎作响。
由于缺乏维生素，我的嘴唇像兔子一样裂开了，讲话的时候就会有红红的血珠掉下来。这是很不雅的
事情，我就去问老医生怎样才能治好嘴唇？医生想了半天说，你要大量地吃维生素。我说吃啦，每天
都吃一大把，足足有二十多片呢！可我的嘴唇为什么还是长不拢？医生说那就是你说话太多了，紧紧
地闭一个星期嘴巴，你的嘴唇就长好了。我说，那可不行，我是卫生员的班长，就算跟伙伴可以不说
话，跟病人也是要讲话的⋯⋯老医生表示爱莫能助。
后来我的嘴唇还是我自己给治好的。夜里睡觉的时候，用胶布把自己的嘴巴粘起来，强迫裂开的口子
靠在一起。白天撕开照常讲话。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好了。
由于缺氧，我的指甲猛烈地凹陷下去，像一个搅拌咖啡的小勺。年轻的女孩就是爱斗嘴，有一天，女
卫生员争论起来谁的指甲凹得最厉害，最后决定用注射器针头往指甲坑里注水，一滴滴往下灌，水的
滴数多而不流者为胜。记得我得了第一。好像是贮藏了十几滴水吧，凝聚得圆圆的，像一颗巨大的露
珠，乖乖地趴在我的指甲上。

3、《白云剪裁的衣服》的笔记-第14页

        攀越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山时，心脏在胸膛炸成碎片，仿佛要随着急遽的呼吸迸溅出嘴巴。仰望云
雾缭绕的顶峰，俯视脚下深不可测的渊薮，只有十七岁的我，第一次想到了死。我想这样爬上去太苦
难了，干脆装着一失足，掉下悬崖⋯⋯没有人会发现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在如此险恶的行军中，死人
的事经常发生。我牺牲于军事行动，也要算作小小的烈士，这样我的父母也会有一份光荣⋯⋯我把一
切都周密地盘算好了，只需找一块陡峻的峭壁实施自戕的方案。不一会儿，地方选好了。那是一处很
美丽的山崖，天像纯蓝墨水一样浓郁地蓝着，有凝然不动的苍鹰像图钉似的进苍天。这里的积雪比较
薄，赭色的山岩像礁石一般浮出雪原（我知道要找一块山石狰狞的地方下手，否则叫厚雪一垫，很可
能功亏一篑）⋯⋯
一切都策划好了，但是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我的脚不听我的指挥，想让右脚腾空，可是它紧紧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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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趾抠住毛皮鞋底儿，鞋底儿粘在酷寒的土地上，丝毫不肯像我计划的那样飞翔而起⋯⋯我转而命令
左脚，它倒是抬起来了，可它不是向下滑动，而是挣扎着向上挪去⋯⋯青春的机体不服从我的死亡指
令，各部分零件出于本能居然独自求生⋯⋯那一瞬我苦恼至极，生也不成，死也不成，生命为何如此
苛待于我？
一个老兵牵着咻咻吐白汽的马走过来，他是负责后卫收容的。他说，曼巴 ，拉着我的马尾巴吧，它会
把你带到山顶。我看了一眼马毛被汗湿成一绺绺的军马，背上驮着掉队者的背包和干粮，已是不堪重
负。
不。我不。我说。
老兵痛惜地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怕它扬起后蹄踢了你？放心吧，它没有那个劲了。在这么陡的山上，
它再累也不敢踢你。只要它的蹄子一松劲，就得滚到谷里去。它是老马了，懂得这个利害。你就大胆
地揪它的尾巴吧。
我迟疑着，久久没有揪那条马尾。
不是害怕马。甚至也不是怜悯马。
我在考虑自己的尊严。

4、《白云剪裁的衣服》的笔记-第4页

        我在外语学校最大的收获，是见了一个比较大的世面，读了不少的书。退回去三十多年，许多社
会名流的孩子已经在“反帝反修”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开始学习外语。我们这所学校干部子女的密集
程度，大概超过了京城的任何一所学校。我的父亲是军队的一位正师级干部，但相比之下，我只能算
作平民子弟。由于我优异的学习成绩，使我保持了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态度。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到真
正的“贵族”气派，看到它的华贵，也看到它的羸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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