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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梦土》

前言

　　我一直相信，生命的本相，不在表层，而是在极深极深的内里。　　它不常显露，是很难用语言
文字去清楚形容的质素，一我们只能偶尔透过直觉去感知它的存在，像是从灵魂深处隐约传来的呼唤
。　　总是在无法预知的时刻——或是从书页问的一个段落，或是在人生长路上的一处转折，那感动
忽然来临，我们心中霎时充满了可能是伴随着刺痛的狂喜，也可能是一种神圣而又甘美得无法言传的
战栗。恍如有种悲悯从高处对我们俯视，又恍如重逢那消逝已久的美好世界，那生命最初始的对一切
美好事物似曾相识的乡愁。　　是相对忘言，是很可能一说即错的邂逅。　　因为，这感知的“直觉
”，也是种很难去界定的东西。我们只知道它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只能被激发，却不能去刻意培养，
更不会随着年龄与知识的累积而增长。　　它是“初心”，是上苍分配给每一个个体的天赋，是让我
们在恰当的时刻能够短暂地参透天机的触角；有人得到的多，有人得到的少，有人参透的范围很深很
广，有人却只分得一处小小的角落。　　我想，我是属于后者。　　然而，即使仅只有一处小小的角
落，我也常在那难得的时刻突然来临时慌乱得不知所措，更不会用言语去清楚形容，非得等到时间慢
慢过去，等到自己逐渐安静下来之后，我才可能在灯下用文字来试着为那些已经消逝了的光影造像。
　　我多么希望，在不断地衡量、判断与取合之后，能够找到一种最精确的方式来表达出这种感动，
以及我对于能拥有这种感动的生命的珍惜。　　这就是我所有的诗以及散文的创作动机。　　上面的
这篇序文，写于一九九七年的舂末夏初，原是为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席慕蓉自选集》所用的。
　　那套选集一共有四册，全部内容约有一百万字，包含一册诗集，三册散文集。　　《我的家在高
原上》就在其中，也就是现在这本《追寻梦土》。　　这本书里收录的是与蒙古高原有关的文字，以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作为关键点，有的诉说在这之前从未见得原乡的迷惑和彷徨，还有的是在这之后，
终于见着原乡的喜悦和忧伤⋯⋯　　而如今，已经是二○○八年的冬天了。　　北京的作家出版社愿
意将这本旧作重新出版，并且与我的另一本新书《蒙文课》同时推出。　　《蒙文课》这本书另有新
序，而且早已全部校对完毕，寄回去给作家出版社了。　　今天晚上才开始来校对这本《追寻梦土》
，在灯下将旧作一篇又一篇地慢慢审阅过去，心中颇有感触，很想要在这里再多说几句话。　　常听
有人说：“悔其少作。”　　那意思大概是年少的作品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会觉得拙劣和单薄，怕因
此坏了自己在创作上的名声吧。　　可是，对我来说，却不完全是这样。　　譬如在这本书里，最早
的两篇如《无边的回忆》和《旧目的故事》，还是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写的，应该是一九六九年，新
婚不久，从海外投稿回台湾，发表在当时的中央副刊上，离现在已快有四十年了。　　四十年后再来
读这些文字，是觉得颇为芜杂冗长，可是，也不想去修改它。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份珍贵的纪录
。　　它记录下我的“初心”。　　原来，从那样年轻，那样早，那样远的岁月里，我就已经开始在
寻找自己的“位置”了，几乎是生命自身的一种本能的寻求。　　人类学家说，一个远离族群的人，
在内心深处所有的惶惑与不安都是因为无法找到他自己原本应该有的“位置”。　　这个“位置”，
属于精神上的成分要远大于实质上的成分。　　但是，它却又必须碰触到真实的时空才能显现出来。
　　在《追寻梦土》与《蒙文课》这两本书里，记录的是一个天涯游子如何面对自己的原乡，以及因
之而起的种种触动和转变，更深深受到游牧文化的吸引，十几年间，逐渐从个人的乡愁转为对文化的
探寻。　　由于封面上的作者署名是“席慕蓉”，所以，读者当然可以认为，这只是我一个人的经历
而已。　　可是，在这条长路上逐日前行，我越来越明白，在这两本书里，作者的名字只不过是个代
名词。书中的文字所呈现的，并不是一个人的大半生，而是许许多多人的故事。　　是的，我是慢慢
发现的，在这条长路上，原来以为只是属于我个人的寻求，其实也是许许多多族人对原乡美好大地的
寻求啊！　　“初心”仍在，并且不只是在我一个人的心里而已，能与众人分享这路途上的悲喜，是
我年轻时从来不曾料想到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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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梦土》

内容概要

《追寻梦土》讲述了：席慕蓉的诗，澄明热烈，真挚动人。台湾诗评名家萧萧称许她的风格是“似水
柔情，精金意志”。她的诗作曾经深深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历程。除了在华文世界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之外，也被译成多国文字，英文及日文的单行本都已出版发行。近二十年来，席慕蓉更以“原乡书写
”，确立了她在散文上的独特风格，学界认为她这些作品甚至有文化学上的特殊价值，影响非凡。
作家出版社同时推出《追寻梦土》与《蒙文课》两本散文集，是席慕蓉以多年在蒙古高原上的长途跋
涉所谱成的追寻之歌。似水柔情仍在，精金意志更坚，值得向读者郑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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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梦土》

作者简介

席慕蓉，祖籍内蒙古，出生在四川，童年在香港度过，成长在台湾。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赴
比利时深造。196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专攻油画，曾获比利时皇家金牌
奖，布鲁塞尔市政府金牌奖，1968年欧洲美协两项铜牌奖及1987年台湾中兴文艺奖章新诗奖等。

    曾在国内外举行十余次个人画展。出版有诗集、画册、散文集及选本等五十余种。曾任台湾新竹师
范学院油画及素描专职教授。现为专业画家，并为内蒙古大学、南开大学、宁夏大学、南通工学院及
呼伦贝尔学院五校的名誉（或客座）教授。亦是鄂温克族与鄂伦春族的荣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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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梦土》

书籍目录

初心——序追寻梦土辑一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一首歌    无边的回忆    飘蓬    飞鸟们    汗诺日美丽之湖    
旧日的故事    莲座上的佛    困境    失母    还乡？！    在那遥远的地方辑二  我的家在高原上    今夕何夕    
萨如拉·明亮的光    风里的哈达    源    礼物    梦镜    母亲的河    我手中有笔辑三  宝勒根道海    故居    经
卷    顿悟    夜渡戈壁    四十年    黑森林    大雁的歌    父亲教我的歌    此身    父与女    我的愿望辑四  七个
夏天    记忆    朋友    “资料”与“经验”    嘉丝勒    远处的星光    嘎仙洞    穹苍·腾格里    胡马·胡马   
歌王哈札布    丹僧叔叔    七个夏天附录    三封信和一个故事／林东生    运气与机缘／林东生    回家真好
／王行恭    朋友的信／晓风    时间草原／痖弦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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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梦土》

章节摘录

　　我是不到五岁就进了小学一年级的，在南京，在逸仙新村附近的一个小学里，我什么都不会，却
学会了一首老师教的歌：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上海，在南京，　　我
的朋友在这里。　　这么多年来，我不单牢牢地记住了这首歌，并且还记住了教室里地板上温暖的阳
光，和窗外对着我微笑的外婆的笑容。　　我的女儿是在新竹上的幼稚园，三岁多的小女孩，每天早
上去混两三个钟头，也不过是去混吃混喝，随便地唱唱玩玩罢了。所以那天下午，当她说要唱一首新
歌给我听的时候，我并不太在意，埋头在书桌前的我，也不过如平日那样，随口地应答着她罢了。　
　然而，我小小的女儿却认真地唱起来了，用她那稚嫩的童音：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的朋友
在哪里？　　在台北，在新竹，　　我的朋友在这里。　　刹那之间，几十年来家国的忧患，所有的
流浪、所有的辛酸都从我心中翻腾而出，我几乎要失声惊呼了。转身站起来面对着幼小的女儿，我小
小的不解人事的女儿还抬着头问我：　　“妈妈，宝贝唱得好不好听？”　　我小声地回答她：“好
听，宝贝唱得好听。”　　孩子没有听出我声音里的哽咽，她高高兴兴地一边唱一边跑出去找小朋友
玩了，我一个人站在屋子的中间，发现热泪已流得满脸。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对那个后山上
开满了油桐花的小小学校里的孩子们，对他们那样羡慕的原因吧。　　是今年五月初的时候，我们新
竹师专美术科的师生一起下乡，到苗栗县南庄国小办一场“艺术服务社会”的活动。我们带了一些作
品展览出来，再放一些电影，再请邻近的国校学生们来一起写生，送给他们一些奖品和纪念的礼物，
虽然天气一直很阴沉而且不断地下着小雨，但是，所有的活动也都热热闹闹地办起来了。　　南庄国
小实在很小很小，紧紧地贴在山边。周围全是山，全种满了油桐，正开着一簇一簇的白花，风吹过来
，后山上的白花就一瓣一瓣地飘落了下来，有的飘到山上人家的屋顶上，有的就飘落到学校的操场上
来了。　　学校里的老师和小朋友们原来大概也是企盼着这样一天的，所以，他们也排演了一些节目
来娱宾的，没想到会下这样的细雨，一会儿阴又一会儿晴，让人捉摸不定。在走过走廊的时候，我不
止一次地听见小朋友在问他们的老师：　　“老师，要不要换衣服？要不要换嘛？”　　为了礼貌的
关系，声音是压得很低很轻的，可是仍然可以感觉得出那语调里面所含的焦急与失望。　　幸好十点
多钟的时候，天气开始稳定了，甚至露出了阳光，扩音器里传出了请小朋友回教室去换衣服的消息，
三面走廊里都有了欢呼的回响。我们被请到操场正面的走廊下，先看了中年级的艺术操，然后再看低
年级的毛巾舞，最后是高年级的山地舞。　　这些在山间长大的孩子们，有着和城市里的小孩们一样
的自信，跳得好极了。我注意到他们的面容都长得很饱满，身体也很结实，低年级那些跳毛巾舞的小
朋友们，更是扭得很自在、笑容可掬，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在他们跟着音乐节拍舞动的时候，
后山上的人家，也都站出来从高高的街边俯瞰着我们。有老人，有抱着幼儿的妇人，也有荷锄而过的
农夫，都靠在街边的红栏杆上，笑嘻嘻地往下看，并且一边还指指点点的。　　我想，他们一定是在
指着那一个特别高大的是谁家的儿子，那一个扭得特别厉害的是谁家的小女儿罢。在这样一个小小而
安定的社会里，操场上一半的小朋友，他们大概都认得出来，虽然也许叫不出名字，但总知道是哪一
家的孩子或孙子的罢。　　在这个满山都种满了油桐的小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有多少他们自己无法
体会出来的幸福呢？可是说不定，他们反而会找出成打的缺点来，他们会觉得这里太偏僻、太闭塞，
生活太死板、太缺少变化，因此，在他们成为少年以后，这样安定与安静的气氛反而会使他们觉得烦
躁和苦闷，恨不得能冲出去，到另外一个广大无边的世界里，去做一个潇潇洒洒的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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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梦土》

精彩短评

1、绝对正版 我喜欢的书！ 现在又打折，很满意
2、内容很好，值得一看。。。。
3、对故乡的思念，对根的追寻
4、原乡，她明亮的光，清澈的盼望，梦回的方向~
5、每个值得追怀的时候，都可能自己绽放，也可能相互辉映。
6、 读着读着 眼泪噗哧噗哧的掉下来了 
7、跟蒙文课诉说的感情如出一辙，方式也大同小异。
8、bi vnher bishirsn zohiogch bna 
9、家在何处，心在何处。
10、一个女人，有席慕蓉这样柔软多情的思绪，正是刚刚好。多一分稍嫌矫情，少一分归于平庸。幸
福生活需要的并不是大智慧和大哲学，而是怀有爱和希望的心:感情因细腻而丰沛，经历因咀嚼而活色
生香，生活便可因积极乐观而充满惊喜和感动。即便是伤怀、追悔、叹惋这些坏情绪，也在笔端变得
美丽生动。
11、有根可寻的确是一种幸福。
12、感动之后，就是悲伤
13、是怎样的一种浓烈乡情啊！
14、我喜欢内心有追求的人。
15、款款柔情。虽写小我，却能碰触到人心处最柔软的地方。
16、非常喜欢席慕容，这本书非常好看，非常满意
17、无共鸣 ╮(╯_╰)╭
18、絮絮叨叨
19、民族脊梁的挺立 不是空喊几句爱国口号打倒几个侵略者就可以树立的 否则 那岂不像阿q一样活在
自己狭小无知的世界里么？在复兴之路上 会有曲折会有失败 这一切都需要每一个国人的承担去奉献 
而我们 任重而道远
20、乡关何处？
21、高中时受一个朋友的影响很喜欢席慕容，现在再读只有旧梦重温的感觉。
22、喜欢，大爱，收藏了，推荐购买。
23、喜欢。质量不错哦
24、追寻故土的脚步不正与我们追寻梦想的脚步一样吗？
25、如果把这本书缩短一半的话 我会打五星 可是明明一篇文章就能表达清楚的事 她偏偏罗嗦成了一
本书 
26、从夜里读到白天⋯⋯看着看着，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些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一见如故，为什么
有些人话不投机半句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然趣味无可争辩。也许我们只是在文字的海洋里
浸泡的人，时而跃出时而没顶，但只要在这片海里，就很快乐。
27、問君此去幾時還？悲歡交集 
28、两年前看的，记得里面有说到黄河流域某地，长年干旱，某次为迎接视察，特从别处调黄河水来
，一时澎湃，过后偃旗息鼓，实为闹剧，令人唏嘘。但更唏嘘的，是少小离乡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
衰。
29、质量很好 物流很快 很满意
30、人类学家说，一个远离族群的人，在内心深处所有的惶惑与不安都是因为无法找到他自己原本应
该有的“位置”。
31、“ 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心里有一首歌，
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我常常梦到一个穿红衣服的蒙古小女孩在草原上奔跑。”
32、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
33、我果然老了，虽然文章还是有很多闪光点，但是我已经服不住她的文风了，对我来说甜腻了点。
34、看到第三篇的时候恍然觉得这银灰色简素封面实在是恰到好的选择
35、席慕蓉对于她的原乡的情感是很浓烈的。但是她很少使用强烈的字句，笔调相对情感安静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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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梦土》

但是这种文字反而把她的情感很好地传递给读者。至少我在读的时候常常眼睛湿润。
36、书是给朋友买的 挺不错的价格有点贵   关键是**不要邮费！还是去**买吧
37、席慕蓉是我很喜欢的作家，这本书刚打开来时就喜欢上了，尽管我还没有细看，但我知道，这本
书一定一定很好，我很喜欢它，会好好珍藏着的。若是可能，下次我会去买蒙文课。
38、帮朋友买的。席慕容的文字。安静背后，有那么一股力量
39、她始终是一个异乡人。
40、她的散文就是一首长长的诗 很美.
41、大千哭了 一场又一场。他妈的。
42、质量好~呵呵
43、绝对放不下的一本书。追寻梦土。
44、我也喜爱那片土地。
45、正在读，席慕容的文笔很优秀。感受到她对家乡土地的热爱。
46、作者感情十分细腻，很会抒情，字里行间可见其对生命的感恩与索问。
47、非常好看的书呢，质量好
48、偶尔看到记录片《美丽乡愁》第二集，正好是席慕蓉2004年回到蒙古高原时拍摄的。她在讲述父
母时的泪水让人久久不能忘怀。还有在德德玛与她合作写《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歌词时的流露出的
莫名忧伤，令人印象深刻!
49、曾经有一个朋友推荐看席慕容的诗，买了一本，可是就只是翻了一翻，没看，觉得那不在我的兴
趣点上。看了她的散文之后我才渐渐发现，只有静下心来才能欣赏到席慕蓉。浮躁的人是永远也体会
不了她那透明的心，她活的好真！
50、这一生漂泊中忘不了的是故乡
51、莲座上的佛。

席慕蓉 
52、梦土上，是谁的歌声嘹亮
53、正在阅读。。
54、当当的书质量很好，很满意。
55、喜欢
56、故土深深的情愫。感动。
57、“⋯⋯蒙古高原，便是个这样的难题，你不描述它，别人会误解，你一旦描述它，也不见得能免
于误解。它原是说不清的梦，讲不完的幻境。像某个早晨我们所见的万头黄羊绝尘飞奔，万千蹄痕在
沙上，分别说明了什么。但一阵风起，大漠沙碛翻脸不认账，寂天寞地无限深情又无限无情，惯于明
山秀水的旅人又怎能复述那令人神为之夺移，色为之沮丧的天地。”
58、感情太过汹涌看过虽是感动也不免觉得矫情。可能长大了我会明白。
59、故乡，是一个我们血缘里无法抹去的字眼。作者用生命，用心，用血去感受那个在战争中埋葬的
蒙古。故乡的语言，奶奶闲时轻轻吟唱的古老的歌谣。多年以后在某个巧合下，我学着歌。却发现这
是以前奶奶常唱的歌。故乡的风景，是浏览了故乡的点滴后，的那种无法忘怀的情怀。故乡的人，是
多年后仍然记得的朋友。故乡的气息，是从懂事后的想念到无法忘记的故乡。那个在蒙古人心中忘记
的地方，有一种乡思。。。。
60、史 时 诗 失 大概就是中国人现在的哀愁 梦土不可寻
61、几次都几乎落泪，席慕容在这本书中的文字并不那么精致和成熟，但感情是这般强烈。民族到底
是什么呢，身为一个普通的汉族人，属于我的那份对我有强烈归属的呼唤的山河在哪里呢。席慕容仍
旧是幸运的，她是个有根的漂泊者，而我的根又在何处。
62、女儿非常喜欢。书的质量也很好。
63、还在进行中，但读的时候就使人感觉到很舒服，很恬静的淡淡的感觉，还蛮喜欢的，主要讲的是
在内蒙的那些事吧，让你也像是在亲身经历一样，很有回味的感觉
64、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的，童年和故乡。
65、温柔细腻带点忧伤的情愫，喜欢至极。
66、看席慕容还是看看诗吧，注重词韵和意境的美丽。散文这种太渗透人心的东西，看不得和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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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梦土》

生观世界观大相径庭的呀。
67、一年多前的期末，我坐在人满为患的图书馆，一边看一偷偷擦眼泪，直到现在仍怀念那时别样的
清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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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梦土》

精彩书评

1、梦土上有她未曾回过的故乡。他想象，梦见，模拟，酷爱她的家乡。那是一个大草原，有青青的
草和白白的羊，有蒙古民嘹亮的歌声，山河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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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梦土》

章节试读

1、《追寻梦土》的笔记-第93页

        傍晚的风带有寒意，此刻，我的心放佛在一片空茫茫的雾里。说不上来是郁闷还是悲伤，我只能
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着，夕阳正一寸一寸地在我背后坠落，除了眼前的丘陵还反映着金红色的余光之外
，猛然转身回头望去，西面的山丘都已经沉到暗影里去了。黑色剪影般的棱线上，整片天空是一大块
蓝中透着青绿的土耳其玉。

2、《追寻梦土》的笔记-第55页

        在这人世间，有些路是非要单独一个人去面对，单独一个人去跋涉的。路再长再远，夜再黑再暗
，也得独自默默地走下去。

3、《追寻梦土》的笔记-第17页

        人长大以后，很多事情都会慢慢地忘了

4、《追寻梦土》的笔记-第43页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继续做的;有很多人，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见到
面的。于是，在你暂时放下手，或者暂时转过身的时候，你心中所有的，只是明日又将重聚的希望，
有时候甚至连这点希望也不会感觉到。

5、《追寻梦土》的笔记-第1页

        是相对忘言，是很可能一说即错的邂逅。

6、《追寻梦土》的笔记-第150页

        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这样的色彩在民族美学上的意义。在旷野里，我们一无所有，那么，
请容许我用自己的色彩来感动和安慰我自己罢。生命在此，是明朗和温暖的。在整个天与地之间，我
用鲜艳夺目的色彩来宣告自己的存在，你看！我，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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