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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瓦之书》

内容概要

本书写了一个只有200人的少数民族集体——白哈巴村的图瓦人的生活纪实，极富现场感，当然这个村
落的历史，风俗等背景材料，都掺透在作者从容描述的笔底了，不显沉闷、不露夹生，像行家里手烧
烤全羊，里外熟透，散发出鲜活的香味。在那美丽的阿勒泰山中、喀纳斯湖侧，白哈巴村也在阳光下
显现着令人注目的奇丽，有很多摄影家，都在那儿拍出了成功的作品。尤其是这个村子的秋色，长期
闪烁在各种画页及网图中。但摄影家与画家只看到了村庄的外表，王族则深入到了它的内核。他从栅
栏、斧头、奶桶、扇镰上体会生机，又从鹰、狗、羊、狼的身上发掘激情，还从石头、岩画、歌声中
寻找永恒。一部30万字的巨作，只写了一个小村子的日常生活场景，还不显单薄和零散，是颇需功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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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瓦之书》

作者简介

王族，甘肃天水人，曾入伍西藏阿里，后调入新疆喀什，现居乌鲁木齐。写作以诗歌和散文为主，多
关注地域文化。
王族在新疆生活了十几年，一直在寻找着符合自己进入和表达的地方⋯⋯对他而言，他先后找到三个
地方，一个是藏北阿里、新疆喀什，最后一个就是白哈巴村。
尤其在白哈巴村，王族花费的时间最多，用情最深。他差不多整用了七年时间才完成《图瓦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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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一：高地后面1.遥远的部落2.高处看美3.宁静中的激情4.神圣的蓝领带5.疼痛的迁徙卷二：栅栏内
外6.村庄上空的鹰7.127个栅栏8.灵魂中的水与火9.甘甜的泉水10.与“2”有关的事情11.小路蠕动12.旧房
子、新房子13.抢羊皮：结婚之一幕14.两所学校卷三：明亮的器具15.苏尔16.斧头／印17.甩鞭18.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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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飘飘后记：写在长篇散文最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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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瓦之书》

章节摘录

　　卷一：高地后面　　2.高处看美　　第二天黄昏，到了白哈巴村。　　白哈巴村夹在两山之间，
不宽的山谷，刚好供这么200多户人居住。由于山不高，山谷便显得开阔，村庄因而也显得安详。村庄
的背后是山坡，山坡的顶端是雪峰。正值夏季，雪峰被葱绿的树林遮掩得恍恍惚惚，但只要看一眼山
顶的积雪，就知道这是一个雪山下的村庄。　　尽管先前已来过好多次，对白哈巴村已是十分熟悉，
但因为此时心情不同，第一眼看过去，仍感到一股新意。木头房子在夕阳中泛出一丝金光。这些木头
皆为松木，经历岁月，变成了金黄色。此时的夕光已变得慵懒，似是留恋着什么不忍离去。因而，这
些颇具瑞士风格的木头小屋便反射出一丝丝温暖的金黄色光芒。小屋旁边的松树尽管三三两两地散布
着，但都高大笔直。树就是这样，长在森林里，并不一定能长多么高，而长在有人居住的地方，却可
以长得很高很粗，通常人们见到的大树和古树，皆在村庄一类的地方。这也基本上说明了一个道理，
万物的生存除了自身的生长之外，还在于经营。一棵树被种在村庄里，便像村里的一个人一样，有了
属于它的一块生存之地。时间长了，它便成了村庄的一部分。人们需要树在村庄里的存在。事实上，
在村庄这样一种生存环境里，树往往就是人的另一弥生存需求。方方正正的木板小屋和笔直的松树显
得很和谐，似乎表明了地处阿尔泰深处的白哈巴村在生存意义上的一种统一，也显示着一种质朴和原
始的美。村中还长有自桦树，一棵一棵散布在松树中间。因为枝干雪白，便很显眼，再加上蓬勃的树
冠，似一把把大伞。小时候看电影，为莫斯科郊外的白桦林着迷，实际上，阿尔泰的气候和俄罗斯差
不多，在白哈巴村的背后，就是中俄边境上的友谊峰，西伯利亚的风从友谊峰吹过来，随着地域的降
低骤然变暖，便孕育出了这浓密的山林。树是有灵性的，不光会择地而生，慢慢地就会与周围的一切
融为一体，而且还会有一些惊人的举动。甘肃会宁县的杨树就是一例，红军在会宁会师时栽下了那些
树，后来红军离去，它们的叶子居然都长成了五角星状。白哈巴村的这些白桦树也颇引人注目，刚觉
得它们一个个具有女性之态，便又发现了让人惊奇的景象。原来，在每一棵松树后面，都长有一棵白
桦树。如果说，高大笔直的松树是男人的话，那么跟在它身后的白桦树就是热爱它们的女人。一对又
一对，它们组成了爱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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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瓦之书》

精彩短评

1、为什么没有半颗的⋯虽说是散文，但情感貌似略澎湃了一点⋯⋯也不失为了解另一种可能的读材
吧⋯⋯忽然好想去白哈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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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瓦之书》

精彩书评

1、“如果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任何一条路都会带领你到达”，这是印在王族的长篇散文《图瓦之
书》封底的一句图瓦谚语。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初次读到《图瓦之书》时的情景。当时我正在吐鲁番
与乌鲁木齐两地奔波，那天下午，我在返回吐鲁番的班车上开始读《图瓦之书》，很快便被书中娓娓
细述着的家园情怀所吸引。车窗外，是我所熟悉的吐乌大公路和我所熟悉的戈壁、雪山、绿洲，它们
依次闪过，我坐在车上有种飘然飞荡的感觉，无法理情的思绪真切又迷乱地缠绕着我，令我时而追寻
着熟悉的回家之路，时而陷入王族书中展示的白哈巴村——图瓦家园。所幸我只是一个热爱旅行并热
爱与旅行有关的一切文字的读者，可以不用像专业人士那样有板有眼地评析作品，只说自己的感受，
哪怕说得清的只是一点，说不清的是许多，那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在文字中体验到的共鸣，它本
身即便有巨大的轰响，表述时也许正是无声的。十多年前，我去过未曾开发的喀纳斯，那时候它是一
片真正的净土，一切尤如雨后的一个清晨那样清凉和干净。那个余晖映照的黄昏，我一个人走在图瓦
村子的小路上，四周错落着围栏、木屋和棚舍，在村子里却奇怪地没有见到一个人。而我也只是悄悄
地从门外经过，不敢多走近一步，生怕惊扰了童话般的奇境。许多年过去了，我又去过多次已变得喧
杂热闹的喀纳斯，更看过不少描述其美景的奇文佳作，只在这一次，我面对《图瓦之书》这第一部写
图瓦人的作品时，又嗅到了久违了的松木清香。《图瓦之书》全书的九个章节30万字，大部分是我在
几次往返乌鲁木齐和吐鲁番途中断续阅读的。记得第一次在班车的颠簸中读它时，正值我所要回到的
吐鲁番持续着45度高温天气。抵达吐鲁番市区，当我从空调班车下来，立刻被一股热浪包裹住，那是
我在此生活多年所熟悉、所离开、所根本无法忘怀的一种感觉，我原来沉静、平淡的内心霎时有一种
久违的燃烧感，像是被点着般挣扎了一下，那一刻我的眼泪扑簌而落。其实，正如《图瓦之书》中所
阐释的，回家之路，不管你从哪个方向出发，最终总会到达的。在王族的文字中，白哈巴这片清凉而
傲然的村庄给人与世隔绝的感觉，它展示的绝不是天堂般的缥缈意蕴，而是遥远但真实的尘世生活。
谁能说，他所描述的平静、从容的生活不是我们所向往、沉迷而又无法把握，表面遗失而内心坚守着
的呢。他所讲述的历史、传说、奇遇、爱情以及高地上的轻烟、栅栏内外的生命与器具等等，无不牵
拌着我们的思绪和感情。在图瓦人的美丽家园，王族时而行走时而梦游，正是因了这片土地的深厚和
孤独，他用文字打开的才像是一个寓言的世界，使人透过神秘与传奇，无时不在感受着人与人之间、
人与自然之间那种温馨的亲和、神秘的感应。最令人心动的，是图瓦家园中无处不在的尊严。“尊严
”这两个字，有时候对于凡俗中的人是多么可望而不可即，但是在王族的笔下，我们却看到人、畜、
草木甚至石头的尊严。一个人因为贪图与妻子的欢愉，而使放牧的羊群在返乡的最后一夜遭到狼袭，
他决然从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人的羊跳不过小溪，他就把那块牧场让给能跳过小溪的羊群的主
人；一只盘头羊被人蒙住视线带离山林，当它发现已失去家园后便撞墙而亡，两只美丽的角劈啪断裂
，一只野山羊为失去的草地仰然怒视牧人与家畜，最后竟以跳崖来捍卫自己的自由，一根松枝守望
了19年荒凉的村庄后，在村人回家的那天枯折了⋯⋯在这些文字中，无不充满了王族对生活的诗性感
情，对于人性的丰富体验和理解。他有些近乎痴迷地沉浸在一个个故事的讲述中，以至于他自己都成
了一个情节或者符号。正是这些文字，让人的心灵得到诗性的滋润，变得丰富而细腻，灵异而馨香。 
在《图瓦之书》中，关于白哈巴图瓦人生活的描述和想象既散漫跳跃，又理性严谨的，那些温磬美妙
、耐人寻味的生活场景，透映着一片土地真实朴素的特质，也凝聚着作者本人对精神价值的执守。通
过文字，善良与善良应和，美与美邂逅。可以说，这种来源于生活本身的感悟，也是来自于作者内心
不曾放弃和更改的坚持。 当我们在生活中逐渐变得虚娇和世俗，这些真实而浪漫的文字，让我们和作
者一起用心灵感受人类家园生动的历史、传奇和生生不息的文明，让我们体验到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
和对于自然、纯粹的生存方式的尊重，也由此确信我们自己内心依然保存着高贵，坚持着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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