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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祭》

内容概要

这是一个激情澎湃，最真切，明具震撼力的描绘，西部农村原生态生活的故事，这个故事整整写了二
十年，。作家雪漠熬过了十二年呕心沥血和以泪洗面的日子。
    先睹原稿者无不为西部腾格里沙漠地区农民的生活唏嘘与同情，无不为那里同胞的生生死死的挣扎
落泪与思索。
    农民老顺一家，为了活命，为了贫瘠的观念的遗产，为了贫血的爱，为了贫苦重压下的期盼，演出
一幕幕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而奇幻的大漠风光，奇特的西部民风，鲜活沉重的生存现实，死死活活
的感情纠葛，更使作品如原始森林般奇幻与凝重。
    这样的作品在今天已属罕见，它的出版定会引起广泛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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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祭》

精彩短评

1、最好的是沙漠打猎部分的叙述。对于景物描写有好些共鸣。
2、雪漠的书应该不多，大学时候因为狼而知道雪漠，一口气把图书馆里的作品全部看了，总体评价
还行，算中高，有内涵
3、如果《猎原》没有过瘾的话，可以作为下集
4、个人觉得它是农村体裁作品的上佳之作，作者付出了太多心血！
5、《大漠祭》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河西走廊为背景，写农民老顺一家在贫穷的
生活重压下苦苦挣扎的庸常的生活画面。他们和命运抗争，以期过上富足的日子。虽然生活总给他们
劫难，天灾人祸总是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但一家人始终没有放弃...
6、好书！
7、学生时代觉得最有感觉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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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祭》

精彩书评

1、在今后的岁月里总有那么一天，你会遭遇巨大诱惑并与之纠缠，或者经历人生剧痛并为之颤抖。
但是真正的战争是此时此地...因为你究竟会在极度诱惑和痛苦中惨败还是胜利都是取决于此时此地。
人格的修炼不能一蹴而就，必须经历漫长的过程。---Phillips Brookes这本书从作者、名字、设计到刚开
始读感受到的文风，都让我觉得有点儿糙，但是读到中后部开始有厚重感。书中主角经历的那些苦难
，让我想起《活着》和曾经看到过的开头的那段话。
2、看了雪漠的小说《大漠祭》后，我很激动。有人也许以为我仅仅是出于一种家乡的情结，因为我
是从西部出来的。当然，这里有一点情感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中国需要《大漠祭》这样的作
品。前几天，我在兰州大学讲，都市替代乡村正在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新一代的作家确实缺乏乡村
的体验，一种都市的自足使他们放弃了与乡村的联系，而中国的文学又恰恰离不开乡土经验和乡土提
供的诗意。所以，上世纪才有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审视、沈从文乡土牧歌的描写以及新中国成立前
后革命农民的史诗。至于近20年的《古船》、《白鹿原》等，虽然写了中国乡土的文化秘史，但都是
写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事。今天的文学中，对我们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以及在现代化背景下的精神追求
描写得太少。我们没有意识到，乡土也好，都市也好，对于现代人的精神建构，其实有着非常密切的
关系。我看到《大漠祭》后的激动之处，也就在这里。《大漠祭》基本上是写实的，写存在的。雪漠
不管是有意或无意，他还是比较靠近现代。雪漠的小说中，没有简单地去诠释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思想
，没有很生硬地迎合某种声音，也没有用官僚化的思想来诠释农村生活。它只写了河西走廊农民一年
四季的艰辛生活。这种生存被写得非常鲜活：他们存在着，他们沉默着，他们已经习惯了几千年的这
种生活。小说表现的强劲程度，是我们很多作家所不能比的。作者对他所描写的生活非常熟悉，他不
需要专门去搞一种寓言化的写作或者形而上的概括，或者整体象征，它本身就有一种象征意义。同时
，农民的那种坚韧，那种屈辱，那种非常艰辛的生存，以及阎连科爱写的那种农民对官对权力的恐惧
，《大漠祭》也写到了。现在大家谈得多的是莫言的东西、阎连科的东西，没有多少人去谈雪漠的《
大漠祭》，因为西部在整个文化话语中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正因为我深感到西部处于边缘的位置，批
评界很少有人把视线投向西部，投到甘肃这样的地方，所以我宣传雪漠的《大漠祭》的确是不遗余力
的。我写文章也好，讲也好，与雪漠本人的关系已经并不很大。我讲的是我们的西部文学。《大漠祭
》中有“史”的意识，就是说，面对西部现在的这种生活，如果我们不去记录，它很快就会流失。在
现在中国的版图中，这种生活状态和这种生存相越来越少了，《大漠祭》有它的典型意义。所以，雪
漠有个很强的愿望，他觉得他要替老百姓说话，他要把这些生存还原给历史。我觉得这很可贵。当然
，这种做法发展到极致以后，容易变成一种强调原汁原味，淡忘了文学它是一个想象的东西。这样的
话，作品给人的感觉，会是一种胶着的生活，“生活性”会把作者沸腾的想象压制住了。另外，《大
漠祭》也好，《猎原》也好，都有追求本土化写作的倾向。正像莫言所说，小说本是一个非常俚俗的
东西，和说唱艺术连在一起，但这个东西后来上了殿堂，逐渐“洋”化。他就想从民间艺术中吸取智
慧，“大幅度地后撤”，所以，莫言的《檀香刑》中的话语方式就有所谓高密东北乡的猫腔。阎连科
对河南方言进行改造，他也希望能在本土化写作上向前走一步。雪漠的这种努力，不管他是自觉或非
自觉的，他也是对本土化写作的一种新的探索。而且，他开始得还比较早。对凉州方言的应用，对凉
州人生活的展示，对西部人心灵的剖析，都很不错。现在，我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简单地把西方的
东西拿过来是不行的。从文学革命开始，我们主要就是借鉴西方的东西。现在的小说形态主要是西方
的东西。那么，中国本土的东西，还能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小说形态？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得很好。所
以现在有些作家在本土化方面下功夫，我是非常赞成的。当然，我同时追问：除了沙湾这个小社会之
外，雪漠还能知道多少东西？他会写沙湾小社会，会不会写之外的大社会？或者能不能把沙湾小社会
放到大社会中去看？我觉得，他需要一种东西文化撞击后的眼光。（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
、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6月18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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