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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内容概要

弗·克 阿尔谢尼耶夫考察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时，遇到了一位赫哲族猎人德尔苏·乌扎拉，请他做向导
。流浪猎人乌扎拉譬觉灵敏 对山林无比熟悉 能嗅到动物的气息。辨别人和动物的足迹等等。他凭借
高超的生存本领，数度帮助阿尔谢尼耶夫和他的队伍渡过难关，多次救了阿尔谢尼耶夫等人性命。两
个男人在森林探险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5年以后，阿尔谢尼耶夫把德尔苏带到生活无虞的城市居住
。可老猎人处处与现代化的社会发生冲突。最后，属于大自然的德尔苏·乌扎拉返回莽林中，不幸死
于盗贼之手。
本书是对一个善良朴实平凡的人的终极关怀，是一曲普通人的生命的挽歌。
本书是苏联地理学家阿尔谢尼耶夫于二十世纪初在乌苏里地区考察后写出的地理考察报告，也是一部
堪与《瓦尔登湖》相媲美的绿色文学经典，全书分为《乌苏里山区历险记》（原名《乌苏里地区之行
》）和《德尔苏·乌扎拉》两部分。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根据该书改编的电影 《德尔苏·乌扎拉》引
起国际影坛轰动，获得1975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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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作者简介

阿尔谢尼耶夫（1872―1930） 苏联远东考察家、地理学家、民族学家和作家。在沙俄时代是沙俄军官
、俄国地理学会会员、俄国东方学会会员，曾担任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博物馆馆长，俄国地理学会
阿穆尔（黑龙江）分会会长。他开创了俄国文艺科普地方志流派的先河，曾发表六十余部作品，其中
，最为著名的就是《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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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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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精彩短评

1、　　如果不是因为要捐掉，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看。听说同名电影的盗版碟都买不到，不过
也不打算看啦。有些书放在家里，根本不会看，还不如捐给图书馆，或许因为这本书，会改变一个孩
子的一生，也说不定呢，嘿嘿。
　　
　　110803晚外公家
2、好可爱的德尔苏！
3、外行不用关注于书中的植物动物名等等，我觉得关键在于德尔苏和其他当地民族那种于大地与自
然和谐的关系，以及作者在白人中少见的平等视角
4、看完这一本，我渐渐的产生了对探秘大自然的向往
5、细腻质朴天真
6、文笔生动活泼，对自然风物、地质地理、人文环境都有细腻的观察和描述。对赫哲族猎人德尔苏
的叙述，是献给自然之子最后的挽歌。
7、小时候读过，忘了，只记得很好玩
8、书展买 电脑前看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049113/
9、书的尾声是黑泽明电影版的开端，被现代化吞噬的最后一个赫哲人连尸首都难觅了~这是一曲挽歌
，你以为它是为被淘汰的蛮族所作？其实也是为你自己。
10、大好河山啊
11、原始而清新的森林气息
12、那些消失的人们和他们的生活。自然而淳朴的生活。
13、科考随笔，文学性略欠~
14、的确经典！
15、后半部分未读
16、2005年9月 巴登符腾堡
17、探险日志而已，并不专事写人，却使这老猎人得以在书中存活。（细节错误有点多，还须修订。
纸质不理想。配图模糊。）
18、都是中国的故土啊， 从书里的描述中点点滴滴都看得出来。。
19、“我躺在篝火旁，欣赏着繁星。德尔苏坐在我对面，谛听着夜的声音。他对这些声音十分熟悉，
他知道小河在絮语着什么，风跟枯草在密谈些什么。”
20、非常喜欢
21、自然之歌
22、　　这本书需要一定的植物学和地理学基础．另外，书本的地图不太清楚，所有要凭想象去看．
从网上和资料上都很难找到当地更清楚的地图．所以买这本书要慎重．简单说本书就是外国的一本散
文体式科学考察日志．
23、最初接触的考察记
24、看到最后一段德尔苏进城, 分外让人感到丛林自由生活的珍贵
25、再读10遍都觉不够。
26、德尔苏死的那章读起来很难受
27、有没有搞错 这么好的书 卖了7年还没有断货 99居然只卖5元 贱价清仓么 读书人都到哪里去了 
28、自然之子。
29、赫哲族的老猎人德尔苏·乌扎拉，是这本书的灵魂，正因为考察路上有这位信奉万物有灵的森林
之子，才有了许多看似粗粝危险实在生动有趣的故事，才引发读者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生态文
明的深入思考。为乌扎拉的死而痛惜。书中的亮点还有艰辛的原始森林之旅中，作者所邂逅并细致描
绘的自然奇景和可爱的动植物们，以及森林居民生活，都值得一读。读完此书， 想拜读迟子建的《额
尔古纳河右岸》讲鄂温克族人的，以及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讲哥萨克民族的，经典。还想起去
年到哈尔滨太庙逛展览，当时就是鄂温克族和赫哲族等的民俗展，萨满教让我印象深刻。
30、很好看。虽说冠于堪与《瓦尔登湖》相媲美云云，但《瓦尔登湖》我却实在是不喜欢看，这本书
则有趣的厉害，写植物写野兽写人写心情。

Page 5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31、　　如果你喜欢亲近自然，喜欢户外运动，请不要错过这本书。
　　
　　我喜欢大自然。这种对自然的热爱源于童年的生活经历。我的老家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我的童年
大部分时间都是融于自然的。
　　
　　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河，她简直就是我的游乐场，给我带来无尽的欢乐。夏天最喜欢的活动
就是在河里捉鱼，洗澡；冬天最喜欢的就是划冰车，点篝火。
　　
　　当然除了欢乐之外，还有很多的危险和意外。这些危险也是大人们阻止我们来这里玩耍的原因。
枯燥的劝说是没有办法与真实自在的花草树木相比的，好奇心会驱使你不顾一切地奔着它而去。有的
时候你高兴得来，疲倦而又满足地回返；有时候你紧张地一路小跑而来，因为刚刚逃脱大人们的视线
，最后却又沮丧甚至痛苦地离开。不管怎样，在每次的欢乐与痛苦之后，你从来都没有抱怨过她，对
她的热爱与日俱增。
　　
　　我的这种喜爱之情与德尔苏·乌扎拉是相同的。因此读来特别亲切，经常畅想着自己就是他。他
生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的交流甚至胜过与同类的交流。户外行走的极致应该就是这样的吧。
　　
　　夏天在河里都是光脚的，因为穿鞋的话，鞋容易陷在泥里，脏，容易损坏或丢失。尽情玩耍的愉
悦心情，会让你忘记一切事情。几乎所有的下孩子都有过丢失鞋子或衣服的经历。回家吃过一次“巴
掌肉”之后，就再也不会犯类似的错误了。每次下河之前都要把鞋，衣服安放到一个妥当的地方。
　　
　　丢失东西，对于我不会有什么影响。最多屁股痛几天就好了。我最害怕的就是脚受伤。河里到处
隐藏着尖树枝，石头，甚至玻璃碎片。不合时宜的一次受伤就会毁掉整个美好的暑假。案发当时的疼
痛总是可以忍受的，只是后来每天同伴们对着我蹒跚身影叹息，我看着他们兴高采烈地离去是一种煎
熬。
　　
　　
32、好
33、景物、气象描写出色，植物、地质名称陌生，但不妨碍视觉上的美丽；可以明显看出两本书的拼
凑痕迹。
34、在从内蒙回来的飞机上看完了这本书，有的人生来就是大地的儿子，对自然与生命还有神明，要
心怀敬畏，这样才能获得更多。
35、穿梭于乌苏里地区森林雪山大海小河每一寸土地的科学考察笔记（地质状况、动植物分布、河流
山川风土人情等），却比之一般科学报告多了赋予所见自然风景随处闪烁跳跃的文学美感，更因赫哲
老猎人德尔苏的存在使得这次考察之旅充满了浓郁迷人的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气息灵魂，更引发
了现代化城市化对自古以来生活在自然丛林中那些人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变化之思考。（可惜看待某些
问题民族偏见会严重）
36、这本比上本看得有状态多了，也许是习惯了作者的叙述方式，速度，语调，用词等，总之，为之
着迷。每晚睡前跟着德尔苏在密林中穿梭，宿营，过河，遇虎，捕鱼，穿越一片片火烧场和风倒木，
爬上光秃秃乱石密布的山头和分水岭，放眼眺望苍茫的林海和如带的河流，夜晚仰望繁星欲坠的夜空
，低垂璀璨的银河，一边赞叹真是宏伟壮丽的自然。做这样的自然之子，该有多幸福。回头看看那时
候的森林多么富饶和美丽，今天，我们已经慢慢失去它们了。想看看黑泽明的同名电影。
37、这本书既像是考察报告又像是小说，科学性很强，叙事性也很强，这种书感觉比《瓦尔登湖》那
种空灵的东西要好很多。作者对中国有很深的成见，中国人的形象在里面是狡猾而阴险的。事实上农
耕文明对游牧民族或是狩猎民族的同化，在原文化眼里，入侵者往往是不堪的。
38、人与自然就不能和谐相处？
39、五星推荐。
40、世间再也没有德尔苏·乌扎拉了
41、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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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42、　　      这是一本很奇特的书，你很难找到和他相同的.
　　 
　　      如果作为一份考察报告,他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如果作为一本游记或冒险经历,又有太多的
烦琐的记录.
　　
　　      作者对中国人有着深深的成见,或许比成见这个词更严重,虽然书中作者也如实的描写了一些很
友善对待他们的中国人,但大多数中国人，在书中的集体形象依然是狡诈,贪婪,残忍的.如果这本书在前
苏联真的象介绍中写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也就可以想象看过这本书的人对中国人会留下什么样的印
象.处于艰难生存条件下，人们的道德水准会下降,但是似乎在那里的中国人大都是无赖,而同为外来人
的俄国人却是天使,不欺负土著人，教他们饲养牲畜,帮助他们赶走中国人.人有善恶之分,但当这种区分
是以国籍来区分的时候，就很难说他的客观性了.
43、好多有名的国外小说都看不下去，像《百年孤独》这种，我真实看了40页，一点兴趣没有就丢在
一边了；而这本书绝对一看就放不下，可能跟自己喜欢户外运动有关，而恰巧这本书有大量对环境的
描写，很吸引人！
44、德尔苏，森林中的福尔摩斯。十几年后，没有了原始森林，而德尔苏，如果没有被害，又将何去
何从呢，这一点来说，死亡有时候也是一种幸运。想起了飘~
45、根本不用注意地图啦，另外网上有电子书的
46、看这本书时N次让我觉得自己不但是个地理白痴而且生物也学得太差了⋯但是我依然向往着那种
与自然与山林融为一体的生活。
47、德尔苏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灵魂，太阳、月亮、风火水，动植物石头...，都有灵魂，都是“人”，
他关心森林里的所有“人”
48、电影不足以表达小说对于自然的热爱。德尔苏的死也代表了土著人在现代社会中终究要终结原始
封闭的生活
49、通篇平淡中亮点不太多
50、本书是苏联地理学家阿尔谢尼耶夫于二十世纪初在乌苏里地区考察后写出的地理考察报告，也是
一部堪与《瓦尔登湖》相媲美的绿色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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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精彩书评

1、如果你喜欢亲近自然，喜欢户外运动，请不要错过这本书。我喜欢大自然。这种对自然的热爱源
于童年的生活经历。我的老家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融于自然的。离家不远的
地方有一条小河，她简直就是我的游乐场，给我带来无尽的欢乐。夏天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在河里捉鱼
，洗澡；冬天最喜欢的就是划冰车，点篝火。当然除了欢乐之外，还有很多的危险和意外。这些危险
也是大人们阻止我们来这里玩耍的原因。枯燥的劝说是没有办法与真实自在的花草树木相比的，好奇
心会驱使你不顾一切地奔着它而去。有的时候你高兴得来，疲倦而又满足地回返；有时候你紧张地一
路小跑而来，因为刚刚逃脱大人们的视线，最后却又沮丧甚至痛苦地离开。不管怎样，在每次的欢乐
与痛苦之后，你从来都没有抱怨过她，对她的热爱与日俱增。我的这种喜爱之情与德尔苏·乌扎拉是
相同的。因此读来特别亲切，经常畅想着自己就是他。他生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的交流甚至
胜过与同类的交流。户外行走的极致应该就是这样的吧。夏天在河里都是光脚的，因为穿鞋的话，鞋
容易陷在泥里，脏，容易损坏或丢失。尽情玩耍的愉悦心情，会让你忘记一切事情。几乎所有的下孩
子都有过丢失鞋子或衣服的经历。回家吃过一次“巴掌肉”之后，就再也不会犯类似的错误了。每次
下河之前都要把鞋，衣服安放到一个妥当的地方。丢失东西，对于我不会有什么影响。最多屁股痛几
天就好了。我最害怕的就是脚受伤。河里到处隐藏着尖树枝，石头，甚至玻璃碎片。不合时宜的一次
受伤就会毁掉整个美好的暑假。案发当时的疼痛总是可以忍受的，只是后来每天同伴们对着我蹒跚身
影叹息，我看着他们兴高采烈地离去是一种煎熬。
2、如果不是因为要捐掉，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看。听说同名电影的盗版碟都买不到，不过也不
打算看啦。有些书放在家里，根本不会看，还不如捐给图书馆，或许因为这本书，会改变一个孩子的
一生，也说不定呢，嘿嘿。110803晚外公家
3、这是一本很奇特的书，你很难找到和他相同的.如果作为一份考察报告,他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如果作为一本游记或冒险经历,又有太多的烦琐的记录.作者对中国人有着深深的成见,或许比成见这个
词更严重,虽然书中作者也如实的描写了一些很友善对待他们的中国人,但大多数中国人，在书中的集
体形象依然是狡诈,贪婪,残忍的.如果这本书在前苏联真的象介绍中写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也就可以想
象看过这本书的人对中国人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处于艰难生存条件下，人们的道德水准会下降,但是
似乎在那里的中国人大都是无赖,而同为外来人的俄国人却是天使,不欺负土著人，教他们饲养牲畜,帮
助他们赶走中国人.人有善恶之分,但当这种区分是以国籍来区分的时候，就很难说他的客观性了.
4、这本书需要一定的植物学和地理学基础．另外，书本的地图不太清楚，所有要凭想象去看．从网
上和资料上都很难找到当地更清楚的地图．所以买这本书要慎重．简单说本书就是外国的一本散文体
式科学考察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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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章节试读

1、《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笔记-第57页

        西方晚霞的余晖消失以后，周围一切都陷入了夜幕的黑暗中，这时我们看到一种非常有趣的电磁
气象的奇景——大海发光，同时银河系格外明亮。海水一片平静。哪里也没有一点溅水的声音。整个
辽阔的海面上，反射出一片暗淡的光辉。有时，整个大海突然闪烁出一下亮光，就像闪电从海上掠过
一样。闪光忽而在这里消失，忽而又在那里出现，然后慢慢消逝在地平线上什么地方。天空中的星星
多极了，密密麻麻地簇拥在一起，好像一片星云。在这一片繁星当中，银河显得格外明亮。这究竟是
由于空气的透明度强，还是在这两种现象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我不敢说。我们一会儿望望天
空，一会儿看看大海，欣赏着这一奇景，久久不肯去睡。第二天早晨，哨兵告诉我，海水的闪光一夜
没有断，直到黎明前才停息。

2、《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笔记-第150页

        从早晨起，天气异常平和。空中整天弥漫着烟雾，过了中午更加浓密。太阳从白色变成黄色，然
后又变成橙黄，最后变成红色，一直到落进地平线都是红艳艳的。我发现黄昏非常短，不知不觉夜色
就浓重了。大海完全平静下来，无论是哪里都听不到一声波浪声。仿佛大海已经沉入梦境。晚上十点
，月轮很大，形状很奇怪，直到半夜还像刚离开地平线那样红。河岸上的悬崖、山上的森林、河边的
孤零零的灌木丛和树木，都显得有些异样。半夜，烟雾更浓了，在眼前就看得出来。这并不是烟，因
为闻不到一点烟火味。同时，空气具有惊人的传音能力：一般的说话声传到远处变成了高声喊叫。老
鼠在草丛中走动的沙沙声，听起来那么响亮，把人吓得直哆嗦，急忙回头瞧瞧。似乎我们突然来到另
一个世界，挂在天上的也不是月亮，而是一个不知名的昏暗星球。接着，空中又充满了一种隆隆声，
好像轰隆的雷声，低沉的爆炸声，或者是远方的排炮声。这种声音是从海上什么地方传来的。可能这
是我们生平所听到的惟一一次地下震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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