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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新疆》

前言

　　享誉世界文坛的大作家王蒙先生，在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了许多优 秀 的作品。他精心创作
、精彩描写的新疆各民族人民生活题材的作品中，反映 维吾 尔族人民生活的作品占了很大一部分，
为新疆各族人民提供了很好的精神食 粮。 尤其是维吾尔族人民从王蒙先生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可
亲、可爱、真实、 美好的 艺术形象。读者从生动的艺术作品中，反观到了自己的映象，得到了相当
全 面、 可靠与真切的评说，新疆人民像喜爱自己的亲人一样爱戴我们的作家王蒙， 敬重 王蒙，深情
地拥抱王蒙先生，把他看作是维吾尔人民亲密的朋友。 王蒙先生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九年，在新疆
度过了十六个春秋。其中 ， 有十四年是和维吾尔人生活在一起的。这期间，他面对的是全新的生活
方式 和独特的文化环境。维吾尔人善良、热情、好客、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特 点和 他们的社会生
活、历史文化都深深地吸引着他、打动着他。这个时期，是他 而 立之年后的生命成长期，而在政治
上，却是他的灰暗时期，他不能参加任何 正 常的社会活动，只允许他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来“改造
思想”。然而，王蒙 是 有坚强信念的，他通过自己异常顽强的努力，从走进维吾尔人生活的第一天 
起，便在维吾尔人中找到了自己的安慰，从维吾尔人民的生活理念中汲取了 精 神的营养，坚定了自
己的人生观，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和生存能力。他视维吾 尔 人为自己的亲人，以心换心，虚心向他们
学习，同时也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 他 们。因而，他把这个时期称为“求学的良机、深思的良机、总
结经验教训的 良 机，是严格地清醒地审视自己反省自身解剖自身的良机，是补充自己、壮大 自 身、
使自身成长、使自身更新的良机，是学大知识、获大本领、得大彻大悟 的最 好契机”。(《我的人生
哲学》）他深入维吾尔人民的生活，学习掌握了维吾 尔 语言文字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学习维吾尔木
卡姆艺术、维吾尔民歌和维吾尔 麦 西来甫。并把维吾尔族人在优美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价值观和生
存方式，当 成了自己新的学校、新的课程。他掌握了许多崭新的信息，不断地充实自己 。 随着学习
的不断深入，(他）从内心里欣赏生存在这片沃土上的维吾尔族农 民，尊敬他们，不断地理解他们，
感受到他们的愿望，并开始为他们的命运 分 忧。他看到的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是正在热情地
拥抱他的一个崭新的 天地。他再次感到自己仍是个学生，而且永远是一个学生，“这就是我的人 生 
观，是我的生活观，是我的性格和情感的一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机的组 成 部分，我认为我的生
命是个学习的过程”。(《我永远是学生》） 在王蒙的学习过程中，认真对待并付出全身心努力的，
是对维吾尔族语 言 文字的学习。维吾尔农村艰苦朴素而充满朝气的乡村生活，幽默、热情、奔 放、 
富有生命活力的维吾尔族人深深地吸引着他。这是他学习维吾尔语言文字的 原初动机。他说维吾尔语
，用维吾尔语说笑话，像维吾尔族人一样思考，和 维 吾尔族人一样享受着生活的乐趣。那些平凡的
人民，即使在那个不正常的艰 苦年代，只要有机会有条件，他们仍然谈笑风生、深情歌唱，这种“除
了死 亡以 外都是漫游”的人生态度，大大地安慰和鼓舞了他。那些善良的农民们，当 然 不能预见这
个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汉族作家的将来，也不会希图从他那里得到 什么回报。然而，王蒙的善良、谦和
的品性，向农民兄弟虚心学习的态度， 为自 己赢得了亲人般的信任和尊重。他认为维吾尔语不仅是
一种语言、一种交流 工具，还是一种文化、一种享受、一道奇特的风景、一个活生生的人群和生 活
， 是这个世界的不同凡响的组成部分，并把它视为自己“一段永远难忘的经历 ， 还是我的一大批朋
友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友谊，他们的心”。(《我第二个 母 语》）他学习和掌握了维吾尔语以后，深
刻地认识到，自己又多了一个脑袋 、一 支笔，又多了一种理解、信任和友谊。在学习兄弟民族语言
方面，王蒙先生 常 常反复表达这样一种观点：“我们不仅会获得一种语言，还会获得一双眼睛 和 两
只耳朵，会得到一个新的心灵，会更多地关心他们，会时常怀念他们，从 而我 们的眼前会出现一个
新的世界，我们不是常说理解万岁吗？有了语言才能更 好地理解。”这正是验证了维吾尔族谚语：“
语言相通的人心连心。”著名 作家、 社会活动家王蒙先生的这种认识和总结，在各兄弟民族之间，
能够促进相互 理 解、相互信任、相互平等、和睦相处，并且在此基础上创建和谐社会，它已 经发 挥
了，并将继续发挥积极的现实作用，做出独特的贡献。 王蒙先生学习掌握了维吾尔语言以后，通过这
种语言的帮助，在自己纯 洁 美好心灵和人格魅力以及顽强毅力的支撑下，进一步地理解自己生活了
十六 年的第二个故乡——新疆，和以维吾尔人民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精神面貌， 他 们的希望和悠久
的历史、独特的生活传统，生理、心理特征和民俗民风等文 化 景象。同时，王蒙先生抒写了维吾尔
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一系列逼真、生 动 的文学形象，全面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维吾尔人民生活。在
作品中，把人物和 情 节放在那个时代特定的环境里，放在风雨多变的政治背景中去描绘，挖掘出 人 
物内心深处细微的感受和火热的希望，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具备了独特的艺术 价值和魅力。王蒙先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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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新疆》

品丰满、通俗、平实、幽默，在充分学习利用人民 生活 语言的基础上，借鉴不同形式的表现手法，
在文学创作上开创了独特的风格 和 文学流派。我们读王蒙先生的作品，眼前会出现一个个活生生的
人物形象， 比 如穆敏老爹、阿依穆罕大妈、穆罕默德·阿麦德、马尔克、阿丽娅、依斯麻 尔、凯 丽
碧奴儿、爱弥拉克孜、买买提、祖白迪汗、瓦里斯、艾尔肯、艾利等一批 具有民 族特色的人物，他
们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王蒙先生非常真实、生动、优 美 地书写了这些人物的民族属性、个性特
点和他们的精神面貌。通过塑造这些 人物形象，以爱慕之心与眷恋之情，描绘出了维吾尔人民的美好
一面；同时 ，并 没有掩盖和粉饰他们身上的缺陷，他以一种友好的、负责的、同情的态度写 出 了维
吾尔民族身上存在的幼稚、封建、迷信等方面的不足。这些作品问世已 经 很多年，时至今日，没有
一位来自新疆的文学家或读者对此不满，反而从内 心 里佩服和感激王蒙先生能够立足于现实，正确
并客观地观察和理解维吾尔族 人民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的生活现状。这是因为王蒙先生对少数民族尤
其是 维吾尔民族怀着深厚的感情，时刻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与他们心连着心， 始终 与他们以诚相
待。这正是王蒙先生在维吾尔人心目中享有独特地位的原因。 王蒙和新疆维吾尔族农民一起生活的经
历，给予了他丰富的创作资源和 珍贵的生活体验。在那个艰难的年代，维吾尔人友好地拥抱了王蒙先
生，而 王 蒙先生在后来的岁月里也写出了颂扬、讴歌这些同胞和朋友的好作品，他创 作 的《哦，穆
罕默德·阿麦德》《淡灰色的眼珠》《虚掩的土屋小院》《歌神 》《葡萄 的精灵》《临街的窗》《
爱弥拉姑娘的爱情》《鹰谷》《杂色》《边城华彩 》《心的 光》等中短篇小说，是他独具匠心创作
的反映维吾尔人民生活、精神面貌和 火 热心肠的不朽之作。 王蒙先生和维吾尔人一起学习、生活的
时期，十分喜爱和欣赏维吾尔民 间 民俗文化瑰宝，珍惜他们的歌舞、音乐和木卡姆艺术。他也十分
赞赏维吾尔 族 人民根据其民族特性的需要，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站在时代的高度和历史 悠 久文化
的基点上，珍爱与弘扬自己优秀文化的举措。他在新疆生活的期间， 像 欣赏滚滚向前的伊犁河水、
欣赏绚烂的伊犁果园的风景、欣赏雄悍的伊犁天 马 那样，深情而激动地欣赏着维吾尔族民歌。他还
学会了演唱维吾尔族民歌， 并 从众多优美动人的民歌中找到了创作的源泉。王蒙先生在作品中大量
引用、 解读经典的民歌，并反复强调这些不朽的维吾尔歌舞、音乐和木卡姆艺术与 维 吾尔族人民世
代永存的事实。 王蒙和维吾尔人在一起生活的期间，通过自己友善、谦虚、勤奋的人格 魅 力、真诚
的话语，给维吾尔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会从在他的作品里表 现 出来的对农民亲人般的感情和
友爱中、从维吾尔农民给他的评价中看到这一 点。他的这些优美品德，使他在维吾尔人中具有广泛的
群众基础，赢得了充 分 的信任。他和维吾尔族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他们同乐同悲，成了他们的 
知 心朋友，在维吾尔人民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他的挚友铁依甫江·艾力尤夫、 阿 卜都克里木·霍加
、祖尔东·沙比尔等老一辈作家和初露锋芒的青年作家们 ， 都在自己作品中颂扬了王蒙先生的高尚
品德和对维吾尔人的深厚友谊，给予 了很高的评价。王蒙先生通过这些作家朋友，深刻地理解了维吾
尔族知识分 子的精神世界、理想追求、期盼和愿望。在工作和生活中，他也始终关心、 支 持、爱护
他们。王蒙先生在《热爱与了解》一文中写道：“有这么一些在边 疆工 作的汉族同志，甚至包括一
些领导干部，他们在评价一个少数民族的干部、 一 个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的时候，常常喜欢用一个
概念，叫做民族情绪。说这 个 人民族情绪很大，就是说这个人不好，甚至是个危险分子。我不同意
这个概 念，这是反科学的概念，是一个荒唐的概念。世界上哪里有没有民族情绪的 人 呢？一个人具
有民族自尊心，爱自己的民族，见到自己民族的人觉得很亲切 ， 这不是很自然的吗？这有什么不对
的呢？一个不爱自己民族的人，会爱祖国 、 爱人民吗？一个虐待自己母亲的人，能够尊重所有的老
人吗？⋯⋯如果我们 的工作做得好，如果我们的汉族同志对少数民族有感情，少数民族也是绝对 会 
对你有感情的，他没有理由对你采取不友好态度。问题是你是不是尊重人家 ， 是不是确实帮助人家
、同情人家、和人家心连着心？如果你自己与人家格格 不 入，反过来要求人家对你有深厚的感情，
那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要承认和 尊 重各民族的不同的文化、语言、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及许许多多
不同的特点， 然 后通过我们国家、我们党的各个方面的工作加以引导，变成爱国主义的情绪 ， 变成
大团结的情绪。”这是王蒙先生一贯的主张，无论在新疆或是在北京工 作 时期，基于这种认识，他
自觉地成为了一个促进民族间互相理解、信任、友 好、 和睦相处的带头人，起到了沟通民族理解的
桥梁作用。 王蒙是文学巨匠、文化巨人和文化使者。他的许多作品被译成了英、法 、 德、日、意大
利、匈牙利、保加利亚、阿拉伯、以色列等二十多个国家的文 字出版 发行，许多作品在国内外多次
荣获文学大奖。他访问了许多国家，在国与国 之 问的文化交流中做了许多工作，在许多场合作演讲
，介绍新中国的文学成就 ， 在国内外担任了一些重要机构、团体、重要院校的教授、顾问和名誉院
士。 他 有关新疆生活的文学作品译成外文发表后，在宣传新疆方面也起到了相当的 作用。 无论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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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部长或是在以后的文学实践中，王蒙先生考察过许多 民族地区，就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促进
文化交流方面做了大量的协调、调研 工 作。他多次来新疆，大力支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文学艺术
工作，给予了多 方 面的帮助。近年来，也非常支持新疆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和继承工作 ， 提
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并倡导进一步宣传维吾尔文化的新成果，继续向全国 宣 传、介绍维吾尔族十二
木卡姆。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作家，王蒙先生还为一 些 民族作家、诗人创造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在
这方面，有许多感人的事例，有 许多 美好的回忆。 在新疆，各民族人民喜欢读王蒙先生的作品，并
把他看作是自己优秀的 儿 子。王蒙先生是新疆各民族人民忠诚的歌者，他时常怀念新疆、歌唱新疆
， 这 样的情感印迹在王蒙先生的生命旅途中是非常鲜明的。当我们阅读他的作 品、研讨他的作品时
，会时常发现他的新疆情结，会激动地欣赏他那充满情 感 的怀恋的文字。 王蒙先生是汉族人民优秀
的儿子，同样也是维吾尔族人民忠诚的儿子。 他是汉族人民著名的作家，也是维吾尔族人民值得骄傲
的作家，汉语是他的 母 语，维吾尔语是他的第二个母语，新疆是他的第二个故乡。因而他在中短篇 
小 说集《淡灰色的眼珠》一书以《故乡行》为题的序文里说：“我又来到了这 块土 地上。这块我生
活过、用汗水浇灌过六七年的土地上。这块在我孤独的时候 给我以温暖，迷茫的时候给我以依靠，苦
恼的时候给我以希望，急躁的时候 给 我以慰安，并且给我以新的经验、新的乐趣、新的知识、新的
更加朴素与更 加健 康的态度与观念的土地上。”这是非常珍贵、非常动人的情感和记忆。以维 吾 尔
族人民为主体的新疆各民族人民永远视王蒙为自己的一个亲兄弟，怀念他 、 想念他、永远敞开怀抱
拥抱他，永远祝他金笔生辉，祝他健康长寿。 著名作家、文化巨人和文化使者王蒙先生热爱维吾尔族
人民，深入他们 的 生活，以探索的精神，深刻学习维吾尔文化、艺术、语言文字、生产技能、 生活
习 俗，并在自己的作品里艺术地再现这一切，这使我非常感动，并为之肃然起 敬。 我读过王蒙先生
许多翻译过来的作品，我至今都能记起那些具有鲜明个性特 点的人物形象，还能记起作品中许多动人
的细节和场景，我确实佩服王蒙先 生 的作品和他的艺术才能。 获悉王蒙先生的新疆题材作品要隆重
再版，我感到很高兴。我和王蒙先 生有过几十年的工作交往，多次就少数民族文化工作进行过交谈。
我非常理 解王蒙先生，我们在北京也时常在一起交流，在一些有关的场合，他曾给我 当 过翻译，他
的笔译和口译水准都是一流的。当我读他的作品，我的眼前就会 出 现戴着眼镜、从人民大会堂的台
阶上稳步走来的王蒙先生，行走在尘土飞扬 的 维吾尔村庄小径上的王蒙先生，在平凡的人群中放声
歌唱《黑黑的眼睛》的 王 蒙先生⋯⋯ 简而言之，文化巨人、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创作的维吾尔生活题
材的作品 生 动、真实、形象地反映了维吾尔族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面貌，他用自己的 作 品证明了
自己是维吾尔族人民忠诚的朋友。千万维吾尔族读者永远把他当作 自己最亲近的人，最亲爱的友人。
新疆各民族人民衷心祝愿自己敬爱的作家 王蒙先生，感谢王蒙先生为我们创作出的大量不朽的作品。
在王蒙先生的作 品再版之际，我和千万维吾尔族读者一样，也高兴地写下了我的祝愿，再一 次 地祝
愿王蒙先生有更多绝佳的作品问世。 2010年6月28日 (本文作者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副委
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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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新疆》

内容概要

《你好，新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版的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的新书，王蒙先生这样写到：“新疆是
我的第二故乡，新疆是我的人生的纪念，新疆是我的快乐与坚毅的源泉。永忆新疆，何悲白发，宽宏
天地，情满神州⋯⋯”言语间，充满了他对新疆这片土地以及人民的深深眷恋。　　享誉世界文坛的
大作家王蒙先生，在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他精心创作、精心描写的新疆各民
族人民生活题材的作品中，反映维吾尔族人民生活的作品占了很大一部分，为新疆各族人民提供了很
好的精神食粮。尤其是维吾尔族人民从王蒙先生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可亲、可爱、真实、美好的艺
术形象。《你好，新疆》是其中的一本，读者可以从生动的艺术作品中，反观到了自己的映象，得到
了相当全面、可靠与真切的评说，新疆人民像喜爱自己的亲人一样爱戴我们的作家王蒙，敬重王蒙，
深情地拥抱王蒙先生，把他看作亲密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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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新疆》

书籍目录

维吾尔族人民的亲密朋友——王蒙永忆新疆(代自序)初到新疆在伊犁新疆的人啊新疆歌与诗王蒙，新
疆的朋友附：王蒙新疆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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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新疆》

章节摘录

　　《在阿尤布老人家里》 许多次，吐鲁番的人们不无遗憾地对我们说：“你们来得有点不是时候 
， 花没有开，瓜没有熟，葡萄还没有结果啊！” 我们呢，感谢他们的关切，但也觉得，人们待客的
热情和田园生产的繁 忙 景象，比什么都甜，比什么都好看。 从公社到五星大队，我们在沙石均匀的
弧形路面上行走，只觉得足下生 风，春光正好。透过春灌后田野上的氤氲，可以看见马拉播种机在播
春麦， 撒 播改成条播，今年将大幅度地增产。是谁咚咚地敲响了小鼓？呵，冬眠的青 蛙 苏醒了，在
展阔改直了的渠道里，它们可嬉游得更舒畅些？赶大车的把式为 什 么这样高高扬鞭，威风凛凛？呵
，自古以来的铁钉高轮换下了，替代它的是 上 海造的胶皮轱辘，新路嘛，就要有新的速度！还有更
快的呢，一辆辆卡车驶 过， 拉的是化肥和树苗子⋯⋯ 靠近书声琅琅的学校，住着五星大队的贫下中
农委员会主任阿尤布老人 。 在那儿，我们度过了难忘的一下午。 老人七十八岁了，满脸满手细密如
网的皱纹里，不知刻印着往年的多少 辛 酸，微驼的脊背上，曾经承担过旧日的无限凄苦。在公社展
览馆里我们看到 过 他的家史，他为地主扛了五十七年活，妻子被地主折磨死了，十个孩子，有 九个 
在饥馑和疾病中死去。 现在呢，他住在过去属于地主的房子里，宽阔的前廊，石阶下流着清澈 的 渠
水，母鸡勤快地啄食，白羊舒适地嚼草，满院的桑杏即将抽芽⋯⋯ 虽然我们是头一次见面，老人却像
见到了久别的老朋友一样，用颤抖的 双- 手紧紧握住我们的手不放。他激动地告诉我们，肉孜节那天
，县委李书记和 其 他领导同志来看望他，碰巧他去马号照料牲畜，没能见着。于是他带上干粮 ， 步
行到县里给县委领导人回拜。李书记要派车子送他，他却执意走了回来。 他说，穿惯了的牛皮窝子晒
不得，旧日的苦难忘不得。过去当地主少爷 把 玩够了的、沾满屎尿鼻涕的残羹剩馕抛给他当饭吃的
时候，他不止一次地问 “胡大”，究竟哪一天，才会出现一个公道的世界啊？ 就是今天，就是现在
！老人的整个心怀，向着新社会。去年，他出席了 自 治区团代会，给全体代表忆旧社会的苦，思社
会主义的甜。他也常去学校给 孩 子们讲话，他告诉下一代，他现在每天作三次“乃玛孜”（礼拜）
，一愿孩子 们好 好学习，二愿他们长大了当解放军保卫祖国，三愿他们永远听毛主席的话， 事’ 事
听毛主席的话。 老人用关内常见的铜嘴烟袋锅吸着莫合烟，熟练地交替使用着维汉两种 语言。说到
地富等阶级敌人怎样仇恨他，他骄傲地笑了。他说，小树容易被 风 拔起，那是因为根子浅，共产党
和毛主席，是把根子扎在无数贫苦的劳动人 民 当中的，这样的大树，怕什么妖风邪雨？而他，跟着
共产党和毛主席走，还 有什 么可怕的呢？他说起他去乌鲁木齐的印象，说他眼下最大的心愿是去北
京看 看毛主席老人家，当说到“毛主席”三个字的时候，泪水在他眼眶里闪烁。 他 还说到他怎样保
持艰苦朴素储蓄了两千多块钱，又在社员有困难的时候全部 借给了二十四户人家，他又说到这个冬春
他们全家老小怎样为集体积肥。他 还说⋯⋯ 在他的胸膛里，装满了说不完的话。虽然他没有忘记吩
咐儿媳阶前取水 ， 煮茶待客，却一刻也没有停止他的倾诉。这是一般的应客言语么？不。经历 了大
半个世纪的凌辱，受尽人间凄苦的老人，在他的晚年过起幸福温暖的生 活，眼前展示了无限美好的前
景，他那如火如潮的万端感慨，是几天几夜也 诉 不完、吐不尽的啊！ 最使老人眉飞色舞的话题，还
是去年参观石河子的印象。“兵团的农场 好得很，路宽宽的，林带直直的，房屋齐齐的⋯⋯”老人从
炕上站起，做着 手 势，流露出无限向往。接着他便问我们：“新修的路看了没有？桥看了没有 ？ 植
树沟看了没有？”他高兴地说：“咱们公社，也要建设成那个样子！” 他三次、四次、五次地用维语
汉语告诉我们：“现在，我是一岁，全国 劳动 人民都是一岁。”这话初听有些费解，继而我们明白
了他的意思，旧时代的 梦 魇一样的日子永远埋葬了，劳动人民的世界，不是刚刚开始么，劳动人民
的 春 天，不是刚刚开始么？ 送我们出村的时候，老人以矫捷的步伐去村口医院看望他收养的一个残 
废孤儿。他就是这样全身心地浸透了对公社、对阶级兄弟的爱和责任心，这 个 个子不高、微微驼背
的老汉，正是顶天立地的新世界的主人啊！ 赞规划队 吐鲁番的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着最美
的春色，这里，也包含着 汉 族技术干部的劳绩。 在吐鲁番，我们三次去访问规划队。接受了教训，
一次比一次去得晚， 结 果每一次都还有人忙碌在田间没有回来。茶水在火炉上沸滚，会计姑娘一再 
地温热她亲手做的鱼羹。技术员陆续回来了，满身尘土，满脸笑意。他们摸 着 黑，走了十几公里。
这时边吃饭边谈着一天的劳动，有的叙述维族老农对自 己 是多么热情，款待以最好的甜瓜蜂蜜；有
的形容社员的惊人干劲：“我们在 前 边放线，回头一看，不得了，生产队抡着砍土镘攻上来了。施
工的催着放线 的， 放线的催着制图的，可真叫热乎！”于是，大家都笑了。对于一个技术人员 来 说
，有什么比这更幸福？ 也有的刚端起碗，维族同志来访了，于是放下筷子去迎接；有的默默不 语， 
嘴里嚼着馍，眼睛却眨也不眨地盯着技术资料；有的念念有词学维语，吃一 口， 背一遍“塔马科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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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新疆》

”（吃饭），就这样，紧张而活泼，直到深夜。 我和他们是在田头上相遇的，最初还以为他们是哪儿
来的电工呢，黝黑 的 皮肤，粗壮的身躯，褪色的短外衣与沾满泥巴的靴子。他们手拿着水平仪、 标 
杆，怀里夹着大卷图纸——条田的设计。按图纸整田地，多科学！规划队蓝 图 的实现，将是农业面
貌的怎样的飞跃！我们的规划队员严肃专注地对照图纸 ， 测高测距，耐心和悦地与公社干部、社员
商谈问题。而他们之间呢，却时时 进 发着激烈的争论：土地利用怎样才更经济，林带布局怎样才更
合理，灌溉效 益 怎样才更能充分发挥。一切的一切，总是千斟万酌，不许有毫厘的差失，对 国 家，
对公社，对民族兄弟负责，便是他们的最高的法律。 他们来自天南海北，江苏、浙江、河北以至黑龙
江，谁也不把自己的小 家放 在心上。当问起他们的家事的时候，他们自豪地说：“哪儿农业还没有
实现 现 代化，哪儿就是我们的家。” 就是。当一个地方建设得初具规模的时候，他们就该背起行装
，转移阵 地，开展又一次新的进军了。 在农业技术推广站，在水利局和水利工地，在林业站⋯⋯到
处都有同样 的 年轻的技术干部。他们的工作体现着党的关怀和汉族人民对于兄弟民族的深 情厚意，
他们是农业建设的尖兵。允许我记下这蹩脚的诗，作为对他们的敬 意 和赞美吧： 塞外风云塞外沙，
男儿报国走天涯； 匠心巧运千村美，慧手勤植万树花。 漫漫征尘欺袂履，扬扬神采焕眉颊。 留得春
在山河笑，四野勤劳处处家。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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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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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新疆》

精彩书评

1、一个怀才的、脆弱的人，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来到新疆，看到的和体会到的，与我们这些生
在伊犁的人，还是很不一样。在我的记忆里，我从小到大，也没有几个要好的维族朋友，屈指可数吧
；不过，感觉王蒙那个时候维汉关系要好很多。那个时候是鼓励汉族学习维语的，可到我们那会儿，
学生都紧紧张张地学功课，家长也不鼓励孩子多学维语，会双语的我们这一代真的不多。我们这一代
，没几个会说流程的维语，没几个会跳规范的维族舞蹈，记得住准确的新疆歌词。倒是半回半汉的语
言成了大家通用的话，呵呵语言对维护民族关系其实很重要，这一点上，足见毛主席的英明。看这个
书常常会觉得惭愧，在伊犁那么多年，很多细节处的美丽从眼皮子下面过都浑然不觉。
2、但愿人生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名词，或者永远她都是一个形容词，多姿多彩的。                      —
题记我写“巴扎”这个词是有理由的。巴扎意为集市，农贸市场的集散地。我花了两个月看完了《你
好，新疆》这本书，我想写点什么，但是现在我的思绪被撅了一翻，不上不下地褶皱着，很是混乱，
瞬间觉得生活很不美丽。整个人就呈现着“巴扎”的状态。王蒙笔下的人物个个鲜活，艺术，可亲可
敬。有略带娘性的阿麦德，有淡灰色的眼珠却忧郁着的桑妮亚，有好汉子依斯麻尔，有让人信服那雄
辩的爱情的爱弥拉。在逍遥游中还有各式各样的人，老妇人，小孩。有善于社交的艾尔肯和小大人（
那种艰难而又痛苦）的长女，有同去鹰谷采伐的甲乙丙丁、司机和鬈发女人，有向春晖及老铁诗人等
等。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在作者笔下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喜怒哀乐。各人有各人的路子，傻子也有
傻子的路子。有时候你置身于小说当中的环境，你就会忘却很多事，自然而然的陶醉了，不必于生活
中用忙碌掩盖着悲伤。你会发现其实交谈是一门艺术，与小说中各式各样的人交谈，或者幻想着其实
大家都有着相似之处。至少可以体会到生活愈艰难，人们愈有取乐的理由。其实生活亦是如此，小说
源于生活，虽然在艺术上高于生活，却不敢真实于生活。生活中同样有这各式各样的人，容不得半点
虚假。有的可能遇到了，有的可能还没遇到，有的在演，演的让人若即若离，不知道是遇到了还是没
遇到。这让我想到了穆敏老爹还有阿依穆罕。老爹总是有着他独有的玫瑰色幽默，无可奈何却又是宽
容豁达的。生活在老爹眼里是美丽的，每个人都是平等互爱的。这不是幻想，要为生活守口如瓶。因
为新疆的这些人，王蒙笔下的生活更是平淡中透视着哲学，平凡中流露着感动。虽然所处的时代背景
不同，但是始终咀嚼不到陌生的味道。有时候会突然地喜笑颜开，有时候也会难以名状的莞尔一笑。
也许只有在那样的年月和那样的处境中，才能接受那种令人惊异的质朴，那种世外桃源式的安宁，那
种几乎使人变成孩子的陶然忘机的清净。你会很怀念小时候，怀念某条孩童时经常与同伴一起走的泥
泞小径，你会学着做个“小大人”，请同伴去家中做客，像南疆人的生活一样，有着喝不完的奶茶和
葡萄酒，还有那干瘪的馕。你会很爱护你家里的阿猫阿狗，你会在屋檐下在为燕子搭个窝，期待着它
们住进新窝。你不会觉得路上的牛粪有多么难闻，相反会倍感亲切，因为它一坨可以卖五毛钱。你会
看到两个妇女在田间手握着锄头在恶语相向，但是你笑了，是的，什么都会好的，生活就是这样，平
平淡淡亦是真，她同样是个形容词，有着另类的多姿多彩。关于《你好，新疆》，我读出自己所理解
的生活，这让我突然很想念2007年，突然很想回到那一年，我觉得我一生的起点都在那里。集市上有
各式各样的货物，但是它们都在集市上，不可或缺。生活就像集市，有富有情感的人一起生活着。这
是就巴扎。一点都不会乱。后记：早上看到一句话，“一个信任文艺的人，骨子里往往有天真的东西
，这个东西，让他们不务实，不适应生活，不够圆熟、合群，也不容易快乐起来”。（黎戈《精神生
活是可鄙的吗》）这句话一半说对了。生活与文艺其实没有矛盾，文艺是一个人的事，生活还是大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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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你好，新疆》的笔记-第127页

        幻想有时候似乎比现实好。有时候，幻想变为现实的时候似乎便失却了幻想。而一个真正的男子
汉应该守口如瓶，不要为生活、为人和人的关系、为一件迟早总要过去的事情的过去叫苦，生活里已
经有足够的苦被人们咀嚼，又何必用自己的渺小的叹息、伤感、牢骚来进一步毒化生活呢？我对及时
归家，绝无他话的穆敏老爹致以庄重的敬礼。欣赏这种人生态度，但人人都把“叹息、伤感、牢骚”
咽下去，我不知道人类艺术史会蒙受多少缺失，这种矛盾的存在，或许正如袁老中年在《中国诗歌艺
术研究》序言中写道的：“在言与不言之间，畅言与寡言之间，欲寻一条出路而保持洒脱的气度，真
是一个难题。”

2、《你好，新疆》的笔记-第100页

        穿过时空以后，每个人的都在岁月的沉淀里，洗去当时的朦胧，政治环境的躯壳，变得清晰，可
爱。是一个很好的教科书，学习怎么认识，怎么描述一个人。

3、《你好，新疆》的笔记-第7页

        兵团的农场好得很，路宽宽的，林带直直的，房屋齐齐的。
从爷爷辈就是兵团人，看到这句，我心里也不免泛起涟漪。

4、《你好，新疆》的笔记-第20页

        一方风情，一段历史。。书中不只告诉我们新疆的广袤，绚丽的民族风情，更向我们展示了在那
段历史里那里人们的包容、乐观、豁达。。

5、《你好，新疆》的笔记-第1页

        我永远感谢新疆，我永远想念新疆。是她在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以快乐和安慰，在最匮乏的时候给
我以丰富和享受，在最软弱的时候给我以粗犷和坚强，在最迷茫的时候给我以永远的乐观和力量。
我爱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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