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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年来我一直在机关上班，并不像绝大多数读者所认为的那样恣意地生活在草原上。而我的前三本书
《走夜路请放声歌唱》、《阿勒泰的角落》与《我的阿勒泰》也是在循规蹈矩的工作之余写成的，我
笔下的阿勒泰，是对记忆的临摹，也是心里的渴望。但是从2007年开始，一切有所改变。2007年春天
，我离开办公室，进入扎克拜妈妈一家生活。2008年，我存够了五千块钱，便辞了职。去到江南一带
打工、恋爱、生活。同时开始忆述那段生活。一边写一边发表，大约用了三年多时间。从一开始，我
就为这些文字命名为《羊道》。最初时，有对羊——或者是依附羊而生存的牧人们——的节制的生活
方式的赞美。但写到后来，态度渐渐复杂了，便放弃了判断和驾驭，只剩对此种生活方式诚实的描述
。并通过这场描述，点滴获知，逐渐释怀。因此，对我来说，这场写作颇具意义。它不但为我积累出
眼下的四十万字，更是自己的一次深刻体验和重要成长。等这些文字差不多全结束时，仍停不下来，
感到有更多的东西萌动不止。新疆北部游牧地区的哈萨克牧民大约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支最为纯正的
游牧民族了，他们一年之中的迁徙距离之长，搬迁次数之频繁，令人惊叹。关于他们的文字也堆积如
山，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生产方式、住居习俗、传统器具、文化、音乐⋯⋯可是，知道了这些，又和
一无所知有什么区别呢？所有的文字都在制造距离，所有的文字都在强调他们的与众不同。而我，我
更感动于他们与世人相同的那部分。那些相同的欢乐，相同的忧虑与相同的希望。于是，我深深地克
制自我，顺从扎克拜妈妈家既有的生活秩序，蹑手蹑脚地生活其间，不敢有所惊动，甚至不敢轻易地
拍取一张照片。希望能藉此被接受，被喜爱，并为我坦露事实。我大约做到了，可还是觉得还是做得
远远不够。由于字数的原因，《羊道》分成三本书出版，恰好其内容也是较为完整、独立的三部分。
时间顺序为《春牧场》→《前山夏牧场》→《深山夏牧场》。这三本书各围绕扎克拜妈妈妈家迁徙之
路上的一块牧场，展示着我所看所感的一切。想到能向许多陌生的人们呈现这些文字，真的非常高兴
。又想到卡西那些寂静微弱的梦想和幸福，它们本如浩茫山野里的一片草叶般春荣秋败，梦了无痕。
而我碰巧路过，又以文字记取，大声说出，使之独一无二。实在觉得这不是卡西的幸运，而是我的幸
运。最后感谢所有宽容耐心地读我、待我的人们，谢谢你们的温柔与善意。我何其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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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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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娟，1979年生于新疆奎屯建设兵团。出版有散文集《九篇雪》、《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
》、《走夜路请放声歌唱》、《冬牧场》。曾获天山文艺奖、在场主义散文提名奖及新锐奖、上海文
学奖、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等。现供职新疆喀纳斯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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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邻居
另外两家邻居
生活开始
宁静的地震
牛奶的事
泡泡糖事件
馕的事
家务事
影响
茶的事
从城里回来的人
斯马胡力的世界
宁静悠长的下午时光
女孩子们的友谊
冬库儿的小伙子们
寂寞舞会
为了拖依
六月的婚礼
赛马的事
狗的事
阿依努儿家
索勒，索勒！
突然间出现的我
我和扎克拜妈妈的一天
去上游串门
清洁的生活，富裕的肥皂
好姑娘加孜玉曼
酒鬼
小母亲
生病的黑牛
苏乎拉传奇
卡西的同学
路上生活
即将离开冬库儿
去吾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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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每天的任务是当大家一大早出去挤牛奶和赶大羊的时候，赶紧起床（强忍着浓烈的瞌睡
与寒冷）生炉子、煮茶、烧热水。然后收拾被褥，整齐地在房间左侧摞成大垛，盖上装饰性的大头巾
（可别小看，这也是力气活和手艺活呢）。这样，等大家忙完了回来，就有热水洗脸了，然后就能坐
到收拾利索的花毡上舒舒服服地喝茶取暖。 白天我的主要任务是摇分离器给牛奶脱脂，这个得花两个
多小时。另外我还得负责准备每天的五到十次的茶水，并一定得保证暖瓶随时是满的。当然了，晚饭
也归我管，面归我揉，面条归我拉，天大的一锅面片子也归我揪。做完晚饭则帮着赶小牛。到了傍晚
归羊入栏的时分，我也是必不可少的劳力，负责站在羊群最后，防止它们从南面突围。 到了晚上也是
由我来拆掉大被垛，为大家铺床（又是一场力气活。要知道我们的被子褥子全是沉重厚实的羊毛片缝
成的，没有一床棉花的⋯⋯顺便说一句，哈族人盖被子是有讲究的，不仅要分里外，还要还分上下。
盖脚的那一端坚决不能盖在脸这一头。为此，被面上会缝有能摸得到的标识）。 此外，一有空闲就给
大家补破衣服（每天都得补！卡西和斯马胡力兄妹俩简直是两台拖拉机）。若空闲更多时就给大家洗
衣服。至于每天的散步，则是自己给自己布置的任务，雷打不动。 如此说来，好像整天都很忙很忙似
的。其实不然，要知道北方的夏天，白昼实在太漫长了。加之地势又高，从早上三点半到晚上十点多
这段时间里，天色基本上都是大亮的。把所有的活计置入拉长的时间里，应该是松松绰绰，不慌不忙
的。 只是，如果从早上三四点就起身一直干到晚上十一点的话，睡眠时间肯定就不够了。白天里，大
家当然会拼命补眠⋯⋯ 卡西帕非常厉害，午眠能一口气睡三个钟头。扎克拜妈妈便总是责骂她。我见
卡西常常挨骂，便暗暗学乖，妈妈不在的时候拼命睡，妈妈在的话，顶多只睡一个小时就挣扎着起来
。等妈妈出门了再接着睡⋯⋯没办法，实在太瞌睡了⋯⋯ 这样，每天除了干活就是睡觉。房间里那点
家务事多少会遭到周期性荒废。尤其搬家前的最后几天，被垛上扔满了衣服，角落里胡乱堆放着各种
袋子。厨房角落乱七八糟一大摊⋯⋯照我的想法，反正要离开了，马上就得统统打散了打包。便也没
在意，由着乱去。直到一天中午，来了两个客人后，妈妈突然生起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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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羊道是飞于山河之上和隐于草芥之中的文字，李娟在此证明她的宽广绵长。她以未经损伤的完美钝感
在羊道中确立了齐物论的世界：万事万物皆是新鲜庞大，人间小事同于世界大战。阅读这个世界，让
人纠结于心智上的优越与羞惭。——李敬泽打开李娟的书，迎接自然之魂。——陈村想象一下会织毛
衣的蜻蜓，会泡方便面的蜜蜂或者爱嚼口香糖的蝉。李娟就是这样，她让日常生活很童话，也让童话
变得日常。多少奇观和平淡，李娟都一视同仁地搜刮了去，摇一摇晃一晃，成了她送给你的万花筒。
——史航李娟个子瘦小，在新疆广阔的旷野中更是显得微小。但是她体内有着骆驼般的能量，这能量
来自于她真的艰难地生活在这里，不是体验不是旅游。这能量遇见天才的感受和写作能力，成就了这
本书，成就了这个神奇的世界。幸好有李娟，她是一个奇迹。——桑格格时空广大，相隔千年或者相
去万里，月光底下苏轼在赤壁跟朋友扣船而歌，李娟在大戈壁的腹地深处无事点几枝烟花，都只为自
己欢喜，文学不外如此。我偶然看到了这光，心中一动，别无他事，但要说它一声，“哎，在这儿呢
，看见了”。——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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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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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羊道是飞于山河之上和隐于草芥之中的文字，李娟在此证明她的宽广绵长。她以未经损伤的完美钝感
在羊道中确立了齐物论的世界：万事万物皆是新鲜庞大，人间小事同于世界大战。阅读这个世界，让
人纠结于心智上的优越与羞惭。 ——李敬泽 打开李娟的书，迎接自然之魂。 ——陈村 想象一下会织
毛衣的蜻蜓，会泡方便面的蜜蜂或者爱嚼口香糖的蝉。李娟就是这样，她让日常生活很童话，也让童
话变得日常。多少奇观和平淡，李娟都一视同仁地搜刮了去，摇一摇晃一晃，成了她送给你的万花筒
。 ——史航 李娟个子瘦小，在新疆广阔的旷野中更是显得微小。但是她体内有着骆驼般的能量，这
能量来自于她真的艰难地生活在这里，不是体验不是旅游。这能量遇见天才的感受和写作能力，成就
了这本书，成就了这个神奇的世界。幸好有李娟，她是一个奇迹。 ——桑格格 时空广大，相隔千年
或者相去万里，月光底下苏轼在赤壁跟朋友扣船而歌，李娟在大戈壁的腹地深处无事点几枝烟花，都
只为自己欢喜，文学不外如此。我偶然看到了这光，心中一动，别 无他事，但要说它一声，“哎，在
这儿呢，看见了”。 ——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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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李娟的阿勒泰深山 沈从文的凤凰 汪曾祺的高邮
2、随着夏天的脚步走入夏牧场。
3、清新的文字揭示的却是艰难的生活
4、点评春牧场时说错了，参加拖依那几篇是前山夏牧场的情节，夏天还是好过一些，虽然一样辛苦
5、李娟无需更多溢美之词。逐水草而居的牧人们那些广阔明亮无边的寂寞～
6、“原始、粗砺”的生活，同时又圆满安定。
看了好几本李娟的书，有点乏味了，但也有闪光。
李娟毫不掩饰的心理自白令人佩服。多么真实啊。
7、悠悠牧场，暖暖人心。
8、【大学读的第二本书，这个版本，经好友推荐】宁静，淡然，适合静心的书
9、在牧人面前，无论什么样的痛苦都会被心消融。所以哈萨克葬礼上的挽歌总是劝奉生者节制悲伤
，弹唱歌手们也总是调侃懦弱，视其为愚蠢。只有忍受限度之内的生活，没有完全不用忍受的生活。
忍受生活，听起来有些消极，其实是勇敢的行为。
10、挺好看的。
11、有几次收不住感情的地方，对羊，对美女，对狗，可这就是日常，就是人呐
12、作者是孤独的，可是面对这茫茫山川草原，牧羊人是孤独的，羊和骆驼、马、牛都是孤独的。
13、上瘾
14、他者即是我们。李娟笔下的哈萨克人，她的邻居，他们的劳作与生活，欢欣与困顿，与“我们”
相去不远，一如《羊道》序言：“我更感动于他们与世人相同的那一部分。那些相同的欢乐，相同的
忧虑与相同的希望”《“可怜”的意思》，持汉语的李娟，与说哈萨克语的卡西，跌跌撞撞，山重水
复，终于明白了何谓“可怜”，因为“语言封闭不了感知”，朝夕相对，耳濡目染，表达终于从实实
在在的生活，穿过不同言语围隔的心智，想到说到融合到一处。《苏乎拉传奇》，艳名远播的16岁小
姑娘，私奔至城市，又返回游牧生活，背负种种疑议，可终归是草原最美丽的当代传说女主——这样
的姑娘，我们于新闻报道或百姓耳语中，也有领略吧。《索勒，索勒》，写的是旱獭，棕红色的小精
灵，它们也是草原的主人，却与自然的其它生灵一样，沦为人类的食物或药物，面临种种手段强悍的
捕杀——唔唔，旱獭，在我的知识体系中，模糊知道它是“皮料动物”，为人类提供“皮毛”，不知
它实实在在是草场上会“没完没了亲嘴”的、欢乐无忧的“生命”——某一天，在博物馆的民俗厅，
一个孩子问其爸爸，哈萨克区的毡房外那一挂小小的毛皮是什么，他不知道，我在旁脱口道：“索勒
——旱獭！”——正派如博物馆，亦将旱獭皮与熊皮、狐狸皮、狼皮呈为一列，减损野生动物本应呈
现给人们的生机勃发的美丽。
15、豁切！迷人的迁徙
16、第一本听完的读物，借了小十一的光。文字描述很细腻，感觉可以闻到冰冷的空气一样。
17、李娟的书，总是给我们惊喜
18、可以
19、读过李娟的春牧场，夏牧场同样让我感动，遇到这样的好书，实在是很幸运，心灵需要不断的滋
养。
20、文风自然淳朴
21、包装不错。虽然还没看，但因为看过李娟的其他书，相信她、喜欢她。
22、书中的生活方式，恐怕不复存在了吧。书中的那些人，希望他们过得好。
23、游牧生活的记录，他们日复一日的放羊，挤奶，做酸奶，喝茶，洗衣服。。。漂移着，生生不息
24、荒蛮艰辛，至纯至真
25、带我们了解世界一隅的生灵，很好，
26、李娟的书，总是值得读的
27、不错 了解一下哈萨克牧民的日常生活
28、她的文笔读起来很舒服很享受
29、现在阿勒泰的牧民已经转场到前山夏牧场了，去年冬天雪大，今年的草应该会长势很好 .
30、描述牧民生活生动有趣细致，让我这个没有去过草原的人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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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李娟的书，到目前为止在当当上全部买齐了，不管有没有重复的内容，全齐了。实在是太喜欢太
喜欢这样的文字，干净纯粹，贴近心灵。文字的美好，在李娟这里让人深刻地体会到。如果可以，我
很愿意向所有的人推荐她。无论如何，这样的文字不容错过。她让你的内心沉静，继而慢慢跟着她一
同宽广。
32、在李娟朴实的文字下，品味了游牧哈族的生活日常，逐水草而居，那些单调平淡的日子，体现着
对大自然最真挚的情感和尊敬。
33、羊道第二本，细致的描述。
34、书很静但心不静~
35、非常好的一本书，写的很优美轻松
36、真的很喜欢李娟的文字！很喜欢！很感动！好几个地方都看得差点落泪，温暖又治愈
37、一如既往的李娟，只是多了一份优美
38、李娟有一颗赤子之心，她的作品让人过目不忘。
39、喜欢李娟的书，全买了。哈哈。
40、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41、很喜欢，要买全三本，真的好。
42、平平淡淡的艰苦生活，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星球。
43、大爱李娟，她的书全部都非常好看，让人进入到那个牧场的世界中去
44、李娟代表作
45、看完后我脑子里只剩一堆食物的名字，包尔沙克，揪面片...
46、好看，比第一部厚，不过没《冬牧场》好看。
47、喜欢她的书，还是这么纯净
48、很棒，李娟不会让你失望，平淡且有味道。
49、我记下了最平凡的一个清晨。半个月亮静止在移动的云海中，我站在山顶，站在朝阳对面。看到
妈妈正定定地站在南边草坡上。更远的地方，斯马胡力牵着马从西边走来。更更远的地方，稀疏的松
林里，卡西帕穿着红色的外套慢慢的往山顶爬去。这样的情景之前无论已经看到多少次，每一次还是
会被突然打动。
50、读多了有点无趣
51、过着最接近大自然的生活，这个永远走在路上的民族需要忍受的痛苦太多了，可他们似乎是快乐
的。
52、莫兰蒂来厦，岛内停水停电，外面狂风暴雨，坐在屋内什么事都干不了，读这本书真的太合适了
。仿佛自己就在物资匮乏的牧场上，外面就是阵雨过后湿漉漉的草地。
53、喜欢李娟的文字
54、纸张质量很好，看过她的《阿勒泰的角落》才买的，朴实有趣。
55、越读到后面，越能体会到一种巨大而深切的哀伤。。空旷的山谷，寂静的树林，转场路上默默忍
耐着寒冷和疲惫的人和家畜。。只是读着那些记叙就有难以言喻的触动，大概所有生命的最深处都是
由那种哀伤连接在一起的吧。。至于毡房里揉面煮茶的日常生活，还有卡西和斯马胡力的搞怪桥段，
更是怎么都看不厌了。。
56、夏日悠悠，匆忙劳作，人生真谛，尽在其中。
57、无聊中透露出的有趣，才是最真实的生活。
58、是因为我太肤浅吗，我完全无法玩味出这本书的乐趣。我虽然讲不出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生活，但
是这本书所呈现的生活却一点也不是我的向往。可能逃离农耕文化里各种拘束的礼节是相当自由的，
但游牧民族依然在自然生活里形成他们对于社会关系的认知，每一个环境里都有它的规则，逃离一个
环境也许只是暂时的解决方法，但时间一久，会发现自己也会讨厌当初心心念念的生活，因为错不在
环境，而是这个你心里的建设。可能是自己的选择，我对现代生活的留恋也许很重，想不到一个回归
简朴的生活会有多好，我脑海里只有不适。现代生活使我已经没办法露天公众地如厕洗浴，也无法自
然地看待人与人之间过于冲动直接的感情，这也许是很多人的想望，但我不喜欢，这本书里描绘的生
活让我更知道自己希望什么样的生活。我可以习惯没有手机的生活，但是我需要阅读和舒适。
59、深夜慰藉
60、风格独特，李娟作品。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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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李娟的书，每次看完都想流泪，为着劳作的人们，为着养育我们的大自然，谢谢李娟。
62、一直在路上，一直在奔波，歇下来的那一天就是最后那一天
63、将哈族的游牧生活活灵活现的铺开，引人回味
64、李娟的书很喜欢，像三毛，又更贴近于生活，看着心情很轻松。
65、李娟的书就是负氧离子
66、李娟的书，都买齐了，感觉非常喜欢，不一样的文字，不一样的世界
67、三本一次买齐
68、买了一系列她的书，羊道最好看，诙谐有趣地道家常，也充满了深沉的情怀
69、只有忍受限度之内的生活，没有完全不用忍受的生活。
70、买了一个系列的书，留着慢慢欣赏
71、李娟的文字异常美丽但一点都不矫情。她能将孤寂、单调、艰辛的生活变得丰满、灵动、隐忍，
令人心生悲悯同时感恩上苍。读她的文字常常惊异不断，泪喜交加，不知这位瘦弱的女孩有怎样丰盈
充沛的内心能够透视和洞察牧人生活的无奈、不易与豁达。并且能够坦然从容地加入这无奈、不易、
豁达的生活。
72、还是15年看的 羊道系列全看了 李娟的散文如果有新的出一定看 那么有生活气 那么落在地上。没
有喊口号的善良啦美啦 即便是艰辛的放牧生活即便是一天复一天的劳动 环境本身劳动本身人本身有
不如意可是还是有很多让人感激的小事发生
73、简单赤诚，没有丝毫矫饰，将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活极为细致地展现出来，他们非常辛苦但依旧坚
守着最古老的生存方式，那种简单瑰丽自然纯朴的画面就像一幅秀丽的哈萨克花毡，细密的针脚，古
拙的色彩，李娟就是那个刺绣人，大道至简，莫过如此。还要看深山夏牧场，期待。
74、因为看多了关于草原的书，所以比较挑剔，之前朋友推荐还抱有怀疑，先买了一本春牧场，果然
不错，清新自然的草原风，继续买一本夏牧场
75、李娟是我的最爱。她的书我都爱看。大赞。
76、一本书，让我舍不得读完，希望作者的转场生活一直下去，文章也一直写下去，这就是多于文学
作品最深的期待了吧。
77、这个来自阿勒泰的精灵让人重新体会到了文字的美好。
78、以前的牧场系列大致看过，觉得是个女生写作文的标准。遂开始给小十一读。
79、从阿勒泰的角落接触李娟的书，流畅的笔调让人读起来很过瘾，羊道系列延续了她一贯的风格，
牧羊女李娟与哈萨克家庭在一起生活的日常，阅读过程中那些深远的高山草场毡房仿佛就在眼前，读
来安心静心又忍俊不禁。
80、这是读的李娟的第二本书，读完继续买
81、之前看过我的阿勒泰，喜欢那种随意
82、很喜欢李娟的文风
83、李娟笔下所描述出的异域风情，深深地震撼到了我，这是一次大自然的洗礼
84、难怪台湾的朱氏这么推崇李娟的作品，俩人有很类似的写与动物一起生活的风格丫。
85、一直都很喜欢李娟，清新明亮，热爱生活，点点滴滴，真诚动人
86、简单的重复，日复一日的劳作，虽然艰辛，却也乐在其中。
“忍受生活”，听起来有些消极，其实是勇敢的行为。在牧人的坚持面前，无论什么样的痛苦都会被
心消融。
87、有意思的生活点滴。
88、羊道整个系列都很喜欢
89、读完感觉心灵很澄澈
90、喜欢李娟的文字，喜欢阅读的那个时刻
91、还有人在观望吗？不要犹豫，快来看啊
92、这本书文笔明显比冬牧场更流畅，但是缺少了冬牧场里的各种意料不到。或许夏天就是应该单纯
的发发呆看看浮云吧。最喜欢那个为了拜托游牧生活不停的相信男人跟人私奔的传奇美少女。全世界
都有这样那样的人造着自己的梦在往前走，有些成功了，改变了一生，有些却没有，只能回归原来的
生活。
93、李娟的文字，让人如同跟着她一起迁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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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封面很漂亮，李娟的文字一直都很棒
95、喜欢看娟姨写哈萨克牧民还有各种 吃 明明只有看的份 也心满意足 有时也笑:-D  
96、十一这几天就看羊道了，很好看。
97、还没读，但她从未让我失望
98、一如既往的好看 每天晚上看的时候就像在做精神的按摩 那里天高地阔 绿草无垠 有时天晴 有时暴
雨 烦恼忙碌与劳动也都带着草地里的温度和气味 什么论文啦找工作啦升职啦加薪啦 都不必思考也无
从炫耀 吃一顿香喷喷的包尔沙克蘸酸奶有一面完整的小镜子顺顺利利地把羊赶进羊圈里睡一场舒舒服
服的午觉去邻家溜达溜达 你就是顶顶幸福的人啦~
99、2012-142
100、引人入胜，了解了很多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活。感觉作者亲自去体验写出来的确实不错
101、写出了另一种与大自然为伴的艰辛而节约的生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状况，让城市里的孩
子看看，应该有所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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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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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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