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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之地》

前言

　　楔子　古如歌领唱：葬我于鄂尔多斯高原　　夜读《蒙古秘史》。京城的夜空深邃如穹。繁星点
点，像镶嵌在成吉思汗金鞍上的宝石，熠熠生辉；一合一绽，时亮时灭，犹如大汗一双穿透时空的蓝
瞳，俯瞰大荒。　　历史的罗盘指引着我，往鄂尔多斯高原，朝六盘山，千山我独行。　　那天傍晚
，大汗已病入膏肓。一代天骄金戈铁马的英雄岁月，到了落幕时刻。大汗的眸子如蓝天一样纯净，目
光如炬，投向远方，投向高耸入云的六盘山。天高云淡，一群大雁盘旋于帐篷之上，清婉长鸣，继而
翱翔天际，往大汗的故里飞去。　　多少有点不太心甘啊。大汗端坐于大帐正中，睿眸穿越时空：西
夏国城池已献，李元昊称王百年的江山版图，像蒙古草原上的牛羊、女人和战俘一样，一一敬献在帐
前。可是英雄迟暮，生命犹如落在军帐上的夕阳，就要西坠，融入长夜。灭了西夏，只是一统天下的
第一步啊。大汗还想率领蒙古男儿挥戈马上，灭金，报杀父之仇；再灭南宋王朝，扩大帝国版图，这
可是统一中华的最后一战，成吉思汗却等不到这一天了。　　那天黄昏，他躺在中军的虎帐里，周遭
都是从最忠诚的部落挑来的达尔扈特勇士。　　望断北归雁，英雄何时归？　　游子总在归途？但是
英雄之旅却是无尽的荒芜和孤独。　　大汗博大的胸襟，泛起缕缕乡愁。　　他挥了挥手，说：“再
给我唱一曲古如歌吧。”　　“遵命，大汗。”鄂尔多斯宫廷乐师躬身退出帐篷，召来戏班子。　　
乐师和歌手鱼贯而入，在大帐一侧席地而坐，支起马头琴，横过弓弦，只待大汗身边的管家下令。　
　贴身管家俯身下来，贴着大汗的耳朵说：“汗爷，先唱战神颂吧。”　　大汗半睁半闭的双眸蓦地
一亮，太阳般射向麾下的鄂尔多斯乐师班子群落。　　拉马头琴，唱古如歌的乐师和歌手颤抖不已，
一股暖流奔突全身，血也热了。　　管家轻轻地点了点头，马头琴响了起来，高亢，激昂，恢弘，穿
云破雾，飞向天穹。领唱的歌手一张国字脸庞，神情激昂，独唱起古如歌的序曲--　　国家大厦是历
史见证，　　四个大大臣，是国家的栋梁。　　⋯⋯　　站在一侧的歌手跟着引吭高歌：　　天马像
一匹神驹，　　枣红色的神驹膘肥体壮，　　跨上它，可以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我们是一群志同
道合的人，　　大家在一起尽情歌唱。　　⋯⋯　　古如歌一如今天的“歌唱祖国”一样，也是当时
地道的主旋律，它一改蒙古长调的忧伤、凄婉、悲怆，曲调激昂、抒情、欢乐，听了让人心潮澎湃。
　　大汗的泪水涌了出来。神驹从天边踏云而下，落在草原上，要驮着他去那遥远的地方。一个帝王
将相、王公大臣、贩夫走卒、歌伎银匠的灵魂和肉身都要去的天堂。　　也许大汗的肉身会寂灭，可
是灵魂却能永远活在蒙古高原，活在鄂尔多斯这片神奇的大地上。　　当年，大汗挥兵西去，饮马黄
河，驰骋在鄂尔多斯高原上，越过阿尔巴斯山。　　一曲歌毕，又颂一曲。颂过苏勒德白纛（国旗）
，再歌黑纛（军旗），唱得大汗英雄之泪，怆然而下。一直倚在睡榻上的他，从沉醉中醒来，拭去泪
痕，说：“本汗爷，征战半生，时日无多，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归故乡。给我唱一曲怀念故乡的长
调《什拉滩》吧。”　　汗爷思念故乡了。　　66岁高龄，成吉思汗率领十万大军，最后一次攻打西
夏国。三儿子窝阔台、小儿子拖雷随军出征。　　秋风草叶黄，正是狩猎时。出征的战鼓已经擂响，
这是大汗马背生涯中的最后一次远征。到了木纳山（阴山）以南，天下黄河从云间落下，内弯成弓形
，又似一个鹰嘴，蒙古语称“木纳火失温”，意为木纳山嘴。阴山之南，便是黄河南北的广袤草原，
即今日的鄂尔多斯地界。大汗驰目远眺，天上草原奔来眼底，一派风吹草低见牛羊盛景，并有梅花鹿
跃然其间。大汗不由得心生感叹：“这里是梅花鹿儿栖身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的振兴
之地，白发老翁的享乐之邦。”　　右翼万户长怔然，没想到一生马背征战的汗爷会有如此风雅的诗
人感叹，问道：“大汗，此地将来可以做什么？”　　“将亡之国可以寨之，太平之国可以营之，耄
耋之人可以息止。”　　随军史官记下了这段话。　　大汗的目光仍然被这片广袤无边、山脊连绵的
大地吸引，他惊呼道：“宝地，宝地！葬我于此，我的灵魂便可永生！”　　一言成谶。草原上不落
的太阳，总有一刻要回归草原的怀抱，它落在鄂尔多斯高原上了⋯⋯将近八百载的历史长河，在这块
神奇之地应验般地发生了兴衰成败的英雄故事。　　那天阿儿不合（今阿尔巴斯）山在望。大汗渡过
如弓的黄河，已是冬天。下雪了，阿尔巴斯山脉覆盖着一层冰雪。　　大汗盘马山崖，俯瞰艽野。山
坡上，阿尔巴斯白绒山羊还在悠然吃草，一群野马却从大漠上奔驰过来。　　“勇士们，谁套住它们
，我有重赏！”大汗马鞭一挥，英雄不减当年。　　威猛如虎的蒙古勇士驰马狂飙而去。大汗也策马
下山，加盟围猎。　　野马群被越围越小了。突然一匹白骏马跃出马群，昂然长啸，如大汗长剑划破
天幕。只见那匹白骏马蹄踏雪尘，跃然腾空，风驰电掣，如风雪滚滚，朝着中军黑纛冲了过来。大汗
的坐骑青豹花马受惊了，一跃而起；马背上的大汗太专注了，凝眸神驹，疏于防备，不慎坠落马下，
受了重伤，被抬进帐中静养。　　左翼万户长劝道：“汗爷，撤退吧。西夏人筑城而居，跑不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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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等你伤好了再打。”　　大汗摇头说：“不可。我与党项人交兵多次，互有胜败，此时若我军一撤
，西夏人会视蒙古军畏怯。此战关乎蒙古帝国的江山社稷--灭了西夏，才能最后彻底荡平金朝和南宋
。”　　左翼万户长说：“野孤岭一战，金军精锐之师已经消耗殆尽；我军占领中都（北京）后，金
皇室王公逃之夭夭，蜷曲到开封去了。荡平弱金，指日可待。”　　“西夏屡降屡叛，剿灭了它。”
大汗挥了挥手说。　　于是，大汗带伤进攻西夏国。蒙古铁骑朝着西夏领地滚滚而去。　　翌年六月
，伤重未愈的大汗在六盘山避暑养伤，将士们则向西夏王国的灵州（朵儿蔑该城）合围而去。　　李
元昊百年江山岌岌可危，破城之时指日可待。眼见大势已去，最后一位西夏王捧着国玺，向成吉思汗
俯首称臣。　　就在西夏王率臣民投降两个多月后，成吉思汗已步入生命的黄昏，如七月流火，生命
的天空有一颗颗流星滑过天幕。在授予小儿子拖雷为监国之后，大汗只等最后落日的降临。　　日落
的时候须有马头琴伴奏。　　马头琴再次响起。　　《什拉滩》哀婉的长调，如剑戟凌空一耀，像蒙
古包的炊烟一样飘向苍穹，划过黄昏的天幕。如虹，如闪电，蟒舞九天，飞向远方，飞回家乡，落在
心爱的人住的帐篷上。　　也是这样一个秋天的夜晚，在鄂尔多斯市鄂前旗，胖美人歌唱家其其格，
为我唱了这首成吉思汗最爱听的《什拉滩》。　　其其格是乌兰牧骑歌手，国家二级演员。她的歌声
似百灵，如天籁，悠扬的长调，就像大汗挥戈天下的长号，撞击着每个勇士的心扉，也震撼了我。　
　尽管我听不懂其其格唱的蒙古语，但是凭借着十六岁就当兵的经历，我感觉到，这是一个战士坐在
战场上歌唱，有点四面楚歌的哀婉和感伤。　　乡愁的天空突然离我很近。　　其其格一曲终罢，我
才发现自己的泪水已不知何时涌了出来。　　我站起身来，将敬酒的银碗捧在手上，请服务员斟满一
碗河套王酒，朝其其格走了过去，虔敬献上。“美酒敬美女。”其其格粲然一笑，樱桃小嘴绽成了一
朵花。花张开了，只待琼浆玉液。她仰起头来，一饮而尽。　　拭去眼噙的泪珠，我对其其格说：“
请将《什拉滩》的歌词大意，说给我听听吧。”　　鄂前旗接待办赛音吉日格拉主任是蒙古族，曾是
乌兰牧骑的马头琴手，不仅待客周到，主持节目也不逊央视名嘴。他接过其其格的话筒，对我说，尊
敬的徐作家，《什拉滩》的故事，让我来讲。那是成吉思汗麾下的一名士兵，在攻打西夏国的时候，
受了重伤，躺在什拉滩上，流了一天血，伤口怎么也止不住；流到黄昏，血染什拉滩，天空都红了，
与夕阳融为一体。也许天黑了，血就会流光，生命之日便会随着黑夜而降落。于是，他将战袍解开，
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在羊皮战袍的里面，写下了羊皮书《什拉滩》。　　赛音吉日格拉主任说，歌
词的大意是：战士思念家乡，家乡隐没在云层之上，拂照在蒙古大地的斜阳啊，西风战马，请将大汗
的士兵思念家乡和情人的情歌捎上。　　那个勇士在羊皮袍上写下血染的歌词，便挪动躯体，朝着日
落方向，朝着自己家乡，伴着帐篷里传来的马头琴的琴声，唱起蒙古族长调《什拉滩》。他唱了一遍
又一遍，歌词哀婉，旋律忧伤，乡愁袅袅，撞击着每个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勇士心灵，于是所有的将士
都跟着这个士兵唱了起来。　　“哪里在唱歌？”大汗当时坐在帐篷里饮酒。　　“报告汗王，是士
兵们在什拉滩上唱歌。”　　“不会是汉人的四面楚歌吗？”　　“不是。是汗王麾下的勇士在思念
故乡。”　　“我也思念故乡啊。”大汗说，“只要统一中原，统一天下，我的勇士们就可以凯旋故
里，与亲人团聚。”　　“是！汗爷。”　　未曾实现统一中原梦的大汗就要离去。　　归去来兮。
英雄即将归去。此刻，大汗已无遗憾：从肯特山出发，他统一蒙古部落；缔造的一支无敌于天下的蒙
古铁骑，从蒙古高原铿锵而来，狼烟四起，黄尘滚滚，灭了金人，再攻西夏；最后的目标则是马踏江
南，将南宋王朝的帝后、嫔妃一一掳去北方。　　可是大汗看不到这一天了。　　六盘山的奇寒，让
坠马而伤的大汗从此一病不起。　　听过蒙古歌手唱的古如歌和长调后，夕阳西下，天幕黯淡，黑夜
潮水般地涌进帐篷。大汗回光返照，生命稍纵即逝。他半倚的身体躺了下来，手脚渐凉，气若游丝。
　　“大汗！汗父！阿爸！”拖雷监国扑上前去。　　成吉思汗以英雄之姿，下了最后一道谕旨，说
：“众爱卿听令，我死后，拖雷可做大蒙古国的监国。”　　群臣高呼：“遵旨！”　　此时，成吉
思汗只剩最后一口气了。　　“快将白骆驼毛拿过来，吸住汗父的最后一口气！”拖雷喊道，“留住
大汗的灵魂！”　　一个巫师扑了过来，将白色骆驼毛捂到成吉思汗的鼻子上。　　大汗的最后一口
气，吸进白骆驼毛中，灵魂附于其中，肉身则溘然长逝。　　“灵魂活了！大汗的灵魂活了！”巫师
虔诚地捧着吸住大汗最后一口气的白骆驼毛，走到一个镶银的箱子面前，打开箱盖，将白驼毛放了进
去，将一个游荡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伟大灵魂，还有汗爷出生时的脐带一并放了进去，再套上银箱，
一个套一个，一下子套了四个箱子，一把铜锁，一把铜锁地锁了起来。四把钥匙，分别交给四位达尔
扈特人的达尔古。　　大汗身躯寂灭了，可是灵魂却已经永生。一个大英雄的灵魂从此游荡在辽阔的
鄂尔多斯高原。　　那时的蒙古民族崇信萨满教，敬奉天地鬼神，期待死后能与蓝天白云、广漠草原
融为一体，看重灵魂再生，不屑于内地的入土厚葬。不论王公贵族，抑或芸芸众生，人之将死，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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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白驼毛放在鼻子上，吸住最后一口气，就认为挽住了一个人的灵魂。而逝者的遗骸，则用牛车、马
车拉到草原深处，将肉身放进一棵掏空了树心的大树，然后放入新挖的坑中。一抔黑土掩埋之后，蒙
古族人再挥舞牧鞭，驱赶牧马，围着新坟，一圈又一圈地来回奔驰。马踏新土，复为平地，新坟从此
成为大地上的一粒尘埃，不留半点痕迹，无法寻找，没有汉地的树碑立传、墓志铭之类万古不朽的标
志。灵魂活着，才会永恒，才会永远活在亲人、族人和部落的中间，千秋万代。当战争袭来，或者草
场需要轮牧时，蒙古人就带上逝者仍然活着的灵魂，赶着羊群和牛马，带着心爱的女人，走向远方，
走向另一片天上草原。　　如今，汉地乃至国外一些蒙古学者一直在执著地寻找成吉思汗掩埋之地，
这让蒙古高原上的蒙古族专家倍加反感。可是前者却我行我素，仍在执拗地追寻大汗的王陵。有时，
我觉得可笑。　　成吉思汗究竟葬于何处？其实，按照蒙古汗王秘密下葬的安葬习俗和见送葬者必杀
无疑的传统，离成吉思汗去世最近的蒙古族历史文学名著《蒙古秘史》，最有可能记载翔实。这本书
成书年代离铁木真去世仅13年，可是对其葬地，只字未提。　　南宋理宗嘉熙年间，奉命到蒙古地区
考察的汉使彭大雅和徐霆合著的《黑鞑事略》，第一次提及成吉思汗葬地在“泸沟河之侧，山水相绕
”。这部书成书年代，距大汗驾崩也才11年。　　《元史》成书于1370年，书中有《太祖记》，距成
吉思汗辞世143年，说“葬于辇谷”。　　继《蒙古秘史》以后，又有另外两部蒙古历史名著《蒙古黄
金史纲》和《蒙古源流》，成书于17世纪，也都有提及。前者采取两种说法，一说葬于“不面罕-哈里
墩”，一说葬于阿尔泰山之阴，肯特山之阳，名为大鄂托克的地方。　　《蒙古源流》作者沙囊车辰
，系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他采用后一种说法。　　而马可波罗是见过忽必烈的外国人，他在《
马可·波罗游记》中说“一切大汗和君主之一切后裔，均应葬于阿勒台山上”，与《蒙古源流》说法
一致。　　成吉思汗真身究竟藏于何处？　　20世纪初，著名蒙古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张
相文认为，成吉思汗藏于鄂尔多斯伊金霍洛。而另一位蒙古学者屠寄则针锋相对，说葬于外蒙古客鲁
伦河曲之西、土拉河之东，肯特山之阳。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成陵专家旺楚格先生却不以
为然。他说争论真身葬于何处，对于蒙古民族，毫无意义。　　那天清晨，曙色初露，旺楚格与我相
向而坐，闪烁着一双蒙古人特有的小眼睛。一轮从东山升起的秋阳，斜射进来，泻在东胜区一家温州
人开的茶馆里。我喝着故乡的普洱茶，茶雾袅袅中，听旺楚格说起蒙古人的葬礼。　　旺楚格先生操
一口北方普通话，字正腔圆。他说蒙古人只重灵魂，不重肉身，王公贵族、黎民百姓，概莫能外。　
　大汗也不能脱俗吗？　　只要是蒙古人，都不能脱俗。　　我懂了。听了旺楚格长长的叙述后，我
明白了一个理：成吉思汗的墓地，永远也找不到，任何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寻找，皆徒劳无益。
　　鄂尔多斯山冈上的阳光斜射进来，晨曦冉冉腾腾，室内的殷红色渐成金箔之色。此刻的阳光，也
就是大汗下葬那天早晨的阳光吧--　　成吉思汗的遗体被战车载着，朝着鄂尔多斯高原，朝着蒙古高
原，绝尘而去。　　灵车之后，蒙古军队的千军万马缓缓紧随，古如歌激越昂扬，长调悠长肃穆，马
头琴婉转低泣，万千将士皆在恸哭。还有大汗的臣民、女人和孩子们，长长的队伍，车辚辚，马萧萧
，悲号入云霄。　　终于走进草原深处，草原深处的天堂。　　拖雷监国喊了一声“停”。　　大汗
的灵车戛然停下。　　几个达尔扈特人一跃而出，挥动剑戟，长缨、利斧、大刀，往草原的心脏，直
刺而下，瞬间，便挖出一个坑。　　“起灵！”　　战车上灵棺被抬了下来，那是一个空心大胡杨，
大汗的遗体就装在树心之中。蒙古勇士缓缓扛起，迈着军人步履，走向葬地。　　古如歌唱起来，白
纛国旗祭，黑纛战神祭，祭师在一一祭奠。　　长调萦绕天空，浮在百灵翅膀之上，驮在大雁的长颈
上，拴在雄鹰的双翼上。勇士归乡，英雄归家，家就在万里草原上。　　在马头琴的战马奔腾中，鄂
尔多斯卫兵扛着成吉思汗的遗体，来到草原的墓穴前，轻轻地放了下去。万千将士拥上来，每个人都
将一抔土，倒进了大汗墓穴。一粒尘埃，一抔黑土。人似风尘一粒尘埃，生时落在沙粒上赤条条而来
，睡在小草之上；死时也该赤裸裸入土为安，融入大地，魂归草原。　　将士走过了。　　成吉思汗
的葬身之地，被尘土掩埋了。拖雷用战袍兜着肯特山之土，撒在汗父的坟上，然后向全军将士挥了挥
手，喊道：“万马踏坟！”　　万马长啸。风尘滚滚。　　大汗麾下勇士纵马而驰。如狂潮，如风暴
，滚滚铁骑，旋转成一道狂飙，一个飓风弧线，围着汗爷埋葬的圆心，马踏黄土，踏成了鄂尔多斯高
原，踏成了蒙古高原。　　万马踏过。　　苍生踩过。　　大汗真身与鄂尔多斯高原，与蒙古高原亘
古一体，什么地标也看不出来了。　　祭师突然喊道：“将白骆驼的幼仔牵过来！”　　一个达尔扈
特勇士，走进骆驼群，牵过一头不到一岁的小白驼。　　在被万马踏平的草原中心，祭师挥舞长剑，
朝着小白驼的长颈斜刺而去！寒光闪闪，青锷溅血，小白驼长啸一声倒地，血流成溪，染红这块大汗
的长眠之地。　　将士散去了，朝着金国燕京城，浩浩荡荡而去。　　苍生散去了，回到自己的蒙古
包，等着远征的儿子、丈夫归来。　　唯有那一群白骆驼留下了，在母驼的率领下，嗅着幼驼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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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那血腥气，流着泪水，终日不离，终年不弃。　　800年流逝，凡有白骆驼悠然吃草的地方，就
可能是掩埋大汗的圣主之地。　　在鄂尔多斯高原，我看到的白骆驼最多。　　在阿拉善盟的额济纳
旗，我也看到白驼在沙地上匆匆走过，成群结队地徜徉在胡杨林中。　　而走过西居延海，再往前走
，便是国界，离蒙古国的肯特山不远了。我又看到白驼的身影。　　葬我于鄂尔多斯之上。　　葬我
于蒙古高原之上。　　葬我于肯特山之上。　　大汗也许会埋在每一个该埋的地方，可是他的灵包亦
叫八白宫，却留在了鄂尔多斯。　　一个改变世界的大军事家，一个伟大的战士，一个真正的军人，
一个王者的灵魂，便永远活在鄂尔多斯这片王者之地。　　2007年仲秋，我第一次踏上鄂尔多斯，走
进成陵，伫立在八白宫前，面对吸附着大汗最后一口气的灵包，骤然下跪，以一个16岁就当兵的军人
之身，向成吉思汗大帝的雄魂磕了三个头。　　站起来的时候，我向一代天骄行了一个神圣的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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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者之地》讲述了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西征时，途经鄂尔多斯。他目睹了这里水草丰美，梅花鹿出
没，是一块风水宝地，留恋之际，失手将马鞭掉在地上。部下正要拾起马鞭时，被成吉思汗制止了，
他发出由衷的赞叹：“这里是梅花鹿儿栖身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翁
享乐之邦。”感慨之余嘱咐左右：“我闭眼之后可葬于此处。成吉思汗贺崩后，这里建筑了万世永存
的成吉思汗陵，这里成了大汗灵魂保佑下的王者之地，这里演绎了蒙古儿女崇敬祖先、热爱家乡的一
系列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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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剑，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人。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中
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为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
”人才。先后出版长卷散文《灵山》、《岁月之河》，导弹系列的文学作品《大国长剑》、《鸟瞰地
球》、《砺剑灞上》、《江南草药王》、《水患中国》、《东方哈达》、《冰冷血热》、《遍地英雄
》、《国家负荷》、《雪域飞虹》、《浴火重生》和长篇电视连续剧《导弹旅长》等十四部，先后两
次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以及“鲁迅文学奖”和“中国图书奖”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军新作品一等奖等二十多项全军、全国大奖，被中国文联评为“德艺双馨
”文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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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楔子古如歌领唱：葬我于鄂尔多斯高原 第一本古如歌：开天辟地 第一折鄂尔多斯名片 达尔扈特人的
前世今生 传教士——田清波让鄂尔多斯走向世界 女愚公一殷玉珍的沙缘 洋愚公一远山正英的中国沙
漠情结 第二折坚守岁月 八百载长明灯不灭 骑士寻找大汗八骏 走不出百里沙山 十二连城和四代黄河艄
公 第三折成陵往事 烽火年代成陵告急 茫茫西迁路 头饰如魂 第四折王者之地 匈奴王的牧场与华夏边疆
大夏王城统万天下 乌兰活佛转世灵童 第二本呼麦合奏光荣梦想 第一折绿满沙山 人间奇迹——穿沙公
路 沙大王修成正果 漫赖乡沙柳满山 鄂尔多斯的印堂亮了 第二折黄河岸边 西口古渡：哭板家住太原 两
部蒙古史学名著同一个故乡 消失的村庄没有乡愁 第三本马头琴独奏崛起高原 第一折黄河青山 谁掘百
井当乡关 阿尔巴斯白绒山羊四百年不衰之谜 第二折城郭之重 套住百年王致和的智者 一条秦直道与遥
远的蹄声 第三折谁是英雄 最大版图 成陵回归之旅 祭师与他的喇嘛儿子 第四本剧终长调一本巨著 一部
历史剧与一个城市的文化之梦 一个女雕塑家与四座山一样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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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折 鄂尔多斯名片 达尔扈特人的前世今生 大汗的真身埋人蒙古高原。 可是大汗的英魂
却活在鄂尔多斯，活在蒙古人的心里，活在华夏边缘的北方大地，由他最忠诚的皇宫卫队——达尔扈
特人守护。 我结识的第一位达尔扈特人叫那楚格，鄂尔多斯市成吉思汗陵管委会副主任兼文管所所长
。 那是深秋的下午，我从东胜大酒店前往成陵，采访达尔扈特人的达尔古（首领）的后裔王卫东（蒙
古名为额尔德尼森布尔），他现在仍像他的父辈一样，世袭成陵的祭师。 车出东胜城。倒车镜中，一
座崛起之城在山之巅渐渐远去。远处，秋阳西斜，空山寥廓，赤橙黄紫绿，浮冉于山野。公路两厢的
杨树、松树、盘地柏，一洗春夏的翠绿，悄然镀上一层金色。天空透亮，一片迷人的湛蓝，让人忘却
了这里曾是毛乌素沙漠的腹地。 越野吉普在宽敞的马路上风驰电掣，十多分钟的车程，才别东胜，又
见康巴什新城。这是离大汗成陵不远，写在王者之域上的一个新世纪大手笔。 小车由城东而入，宽敞
的街道四通八达，每个建筑都是蒙古风情和元素的凝固符号。城郭之重，气韵沉雄，那泱泱气派，让
人联想到长安城，想到元上都、元大都，想到当今的京畿大衢。驶入城中，我又怀疑走在俄罗斯红场
的大道上，怀疑走在香榭里大道的凯旋门前。我按下车窗，撞入眼球的建筑连绵不断，有蒙古马鞍造
型的会展中心，有鄂尔多斯女人头饰造型的博物馆，有三部蒙古历史文学巨著打开的图书馆；还有红
砂岩造型的民俗馆，草原上的小草野花盛开的体育馆。更多的经典之作，则刚露出地平线，凸显一副
骨骼，然而可窥一斑，让我想起一句最通俗却又最深刻的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车至康巴
什市委和市府大楼前，戛然停下。 陪我去成陵的市委副秘书长郝海荣说：“徐作家，请下车吧。” 
“为何下车？”我问。 “想让你看看广场上的四座雕塑，增加一点儿对康巴什的感受。” “好啊！
谁的手笔？” “《黄河母亲》的作者何鄂。” “是她啊！” “你们认识？” “未曾谋面，却是神交
，我在兰州城看过她的《黄河母亲》，那是真正的华夏之母。” “康巴什广场上的雕塑，才是老太太
的巅峰之作。”郝海荣说，“环顾天下，没有哪个雕塑家有她这样幸运，她的雕刻刀将一代天骄的历
史雄风和胸怀神韵永远留下来了。” “是吗？快过去看看。”我被诱惑了。 我跨出车门，抬头看去
，康巴什市委大楼确实蔚为大观。 我转身朝市委大楼广场信步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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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圣主院落成吉思汗陵，忠诚卫队达尔扈特人世代的坚守，将近八百年不灭的长明灯；治沙女王殷
玉珍和她的百里沙山、寻常牧手格巴图与他的大汗八骏；祭师巴雅尔、乌兰活佛世灵童一家，一个蒙
古汉子与一条秦直道，一个老艺术家与她的大汗群雕⋯⋯作者带你行走在历史与现实、昨天与今天之
中，共同感受大汗及其英雄儿女的王者气概、王者风范。本书为民族融合与和谐而歌，为匈奴王，大
夏王，西夏王、大汗王、蒙古王公生于斯葬于斯的圣地而歌，为生于斯、长于斯、坚守于斯、奉献于
斯的英雄儿女而歌。　　——成吉思汗陵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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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者之地》由徐剑编著。八百载长明灯，见证一代天骄忠诚卫士世代守护，三万顷漫天沙，抒写英
雄后裔感天动地铁血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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