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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底斯的诱惑》

内容概要

《冈底斯的诱惑》是马原代表作之一。小说以几个外来的年轻探求者在进藏后的见闻，写出了冈底斯
高原神秘的风土人情，并且借助独具一格的艺术手法，微妙地传达了西藏神话世界和藏民原始生存状
态对现代文明的"诱惑"和这种诱惑的内在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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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底斯的诱惑》

作者简介

马原，1953年生，辽宁锦州人。1982年进藏工作，并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小说集《西海无帆船》、
《冈底斯的诱惑》、《虚构》，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等。马原的作品大多吸收魔幻现实主义艺
术表现的长处，在叙述形态和时空处理上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作为新潮小说的代表作家，马原在新时
期小说创作中具有独特的贡献。此前，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到寻根文学，作者大多仍处于要"交流一
点什么"、"说什么"的冲动之中，而马原则把创作的重心转向了"怎么写"，在小说的叙事策略、叙述语
言等方面进行大胆的实验，从而在一个历来缺乏形式感的国度里唤起了形式自觉，引发了一场小说叙
事革命，向传统的文学观念和传统的审美习惯作了无声却强有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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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底斯的诱惑》

精彩短评

1、三个故事，似乎没啥关联，却感觉很特别，不同的叙事角度，不同的风格，都围绕着冈底斯，诉
说着发生在那里的故事。
2、语言差成这样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文学从来不只是概念图啊
3、高大上，看不懂
4、花活扣分，其他不错
5、自然奇景，藏文化，加“汉族人”的习惯背景，糅合成一种的现实的幻境。当然，感觉既不是“
打猎的故事”，也不怎么魔幻，也并非为了凸显现实。距离产生美，神秘产生想象，追随感觉产生作
品。从这个角度说，这是一篇好作品。
6、其实有点看的不是很清楚明白，只记住了一句话，生与死之间的界限对人们来说是模糊的，只有
在墓地时，人们才清楚了界限。一脚在内，一脚在外。
突然很想去西藏了。
7、各方评论已经把它捧得很高了。我只知道是一本看起来不嫌闷的书。
8、这一批作品都读过，但已没有多少印象了
9、什么流？什么派？
10、就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本书也属于文体新颖的（92年出版）。我对西藏一直不太“感冒”，美景
、星空、人文等等都不足以驱动我出行。想来，也许是我对旅游本身不甚热情，何以至此？
11、马原的小说有一种神秘诡异的氛围
12、这本书我的确是没有读懂，因为人物关系复杂，而且前后有不同的人称。仅仅从文学性上看，这
种人称的变换有人说是故意为之，有人说是弄巧成拙；我同意后者。
13、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式叙述方式的实验啊，文本本身就很具有 诱惑，猎熊才不是深深叨叨，不写
出来，多少人都没看过，那种吸引力啊，穷布是用你，其他用名字，而我是我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
还用一些假如存在这样一个人的话，不停的吸引读者读下去。
14、先锋文学
15、藏族小说。
16、这都写的什么
17、记忆都被狗吃了，怎么打分
18、先锋 早年看的
19、交叉蒙太奇的艺术视角，几个不相关的关于藏地的故事，写出了冈底斯高原神秘的风土人情。传
达了藏地对现代文明有着巨大诱惑的原因——“外来的人觉得新鲜，是因为这里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
完全不一样，他们在这里见到了小时候在神话故事里听到的那些已经太遥远的回忆。”，不是谁都能
亲眼看到回忆的。
20、非常喜欢的作家！
21、不读他，怎么知道中国形式主义。
22、中国先锋文学 的确是弄巧成拙的典型 经典反面教材
23、3.5
24、有必要看第二遍。1，距离叙事。2，宿命演绎。3，形式交流中的智商优越所影射的孤独之内容。
25、很炫技了
26、马原的叙事游戏，挺有趣的。
27、先锋的尝试，但是并不成功
28、姚亮陆高和天葬、穷布和熊或者野人、老作家和“羊角龙”、顿珠顿月，每一个故事都是碎片，
都提醒你这是编的，这样的西藏有点亦幻亦真的效果，有点迷人。
29、看不懂，不想看了。
30、太零散。
31、可以的呀
32、不断地延宕离题，又不断地溯洄复返——“寻根者其实也搞实验，实验者真的无根漂泊么？”（
黄子平）
33、20151008补录，今日寒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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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底斯的诱惑》

情节已经完全不记得了，记得马原和冈底斯的诱惑；那个最后给狗手淫的人是不是就出自这里呢？
34、我们总是自以为聪明，以为他们愚笨原始需要我们拯救开导，却不知那就是他们的全部。
35、我那被先锋文学启蒙的大二年级
36、小说处理上还是不够成熟。
37、虚构和真实的模糊边界
38、这写的好在哪？
39、“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小说已死。”忧伤。
40、看到“亲爱的读者”就觉得别扭。
41、虽然叙述时主角、时空刻意割裂，但阅读体验还是很流畅。╭(╯^╰)╮还是更喜欢马建的。
42、先锋小说，不了解
43、对西藏的模糊感
44、由此听说了结构主义。
45、自说自话，偶有呓语式话语，注重表达某种隐秘情绪远非传统叙事模式。读后云里雾里，几次关
于情节收束的猜想到最后都没有实现，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先锋文学更像是作家个人的文字游戏。
46、1.6在读，喜欢这种文风写法，像是和你唠嗑，又像和你写信。1.9日读完，线索挺乱的，我也乱糟
糟的看完了，看完之后不记得啥了。
47、第一遍看的过快以至于啥都不懂，也不是很懂你们先锋
48、玖玖老师推荐 很花 很敏锐 很文艺
49、支离破碎 间离性的叙述 其实讲了三个蛮有意思的故事。值得重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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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底斯的诱惑》

精彩书评

1、“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凡是知道马原的人，一定对这句自我介绍耳熟能详。他
的名字往往是和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连在一起的，那是一批80年代风云突起的
先锋文学作家，而马原是较早成名的，成名之作正是《冈底斯的诱惑》。开篇伊始，作家便开宗明义
：“我翻动这些旧事．无非是想写一篇小说什么的，”并且随时提醒读者一一我在写小说：“ 我实在
不想用倒叙的方法，我干吗非得在我的小说的开始先来一句－一那时候？”这种叙事方式至少在他以
前在国内是罕见的，突破了以往“上帝视角”、“自叙”、或“他叙”，他在文本中任意使用人称，
并且揉碎了时间空间进行重新处理，结构是跳跃的，故事线索是多头的，他乐意创造语言迷宫，并力
图在小说语言上革新，这首先从他善于编排故事情节可以看出，其次他还有海明威式的“冰山”风格
，通过铺设事实来创造氛围，作者则置身事外，但与海明威不同的是，他作为“我”的存在，又时时
闪现其中。但他自己也承认“是个极端自负的男人”，不承认受到海明威及博尔赫斯（魔幻风格）的
影响，号称“我蛮喜欢他，影响不算大”，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从这寻找到其影子的。小说以几个外来
的探求者---我(汉族老作家)和姚亮、陆高、穷布一起组织探险队在进藏后的见闻为主线索，其中穿插
了顿珠、顿月兄弟的故事，着重描写了藏民的基本生存状态，如狩猎、放牧、天葬等；着意突出西藏
那被宗教气氛包围的神话般的世界，诸如不许外人参观的天葬、雪夜中的温泉景观、高耸于沼泽地的
巨大羊头形石块等。应该说，写西藏的作家也不算少，但马原是以真实西藏吸引我们的。结尾马原再
次带领读者走出故事，开始讨论起技术与技巧问题，为他的革新划上圆满句号。
2、&gt;那个曾经写小说的汉人在我着手构思这篇关于马原的文章时，偶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奇而有趣
的现象——即很难做到对其经典篇目有效率的复述和概括。当具有适度谨慎精神的读者，试图跳出马
原设置的“语言圈套”，抽离出故事的主要脉络时，很可能会发现整个事情并不比一双码在岸边整齐
的鞋更复杂。也许叙述大师的功力就在于此：他将“讲故事”这门人类古老的技艺提升到了一定的高
度，在这一高度上，任何形式的浓缩和提炼都将有损原有叙事的魅力和趣味，使之成为类似对于机械
永动的可笑尝试。在马原的小说中，读者看不到繁复的描写和华丽诡谲的意向。恰恰相反的是，小说
家朴实的口语化表述，甚至乍看上去常常会让人觉得是因为词语贫乏而显得笨拙。然而马原的高明之
处在于他利用叙述本身制造陷阱和迷宫，“把读者导入幻觉状态，让他们以为是在共同参与”小说创
作的过程。在对格里耶“小说进行时态”进行有保留的批判的中，马原显得机警而狡猾。最好的例子
来自于著名的《冈底斯的诱惑》第一部分。小说家用第一人称“我”的独白将我们带入故事。其中，
作者对环境没有一点交代，读者只能自己从话语中找出散乱的信息然后将其拼凑出来：1.“我”因为
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而来寻求陆高的帮助；2.“我”说这番话时正站在陆高的门外；3.下着雨。在
这段独白的最后，“我”说出如下的话：“姚亮使我们知道了你，为了这一点我感谢姚亮。可我一直
闹不清楚，姚亮为什么要说——《海边也是一个世界》呢？我不明白这个也字是什么意思。莫非姚亮
知道陆高将来要上大学？知道你大学毕业要到西藏？知道注定还有一个关于陆高的故事：《西部是一
个世界》？不然为什么姚亮要说：海边（东部）也是一个世界呢？姚亮肯定知道一切。天呐，姚亮是
谁？”到这里，读者已经被小说家领进了迷宫的入口，除非抵达故事的最后一个字，你休想望到出口
的大门——当然，如果出口存在的话。马原是一个善于捕捉读者心理的猎人。举一个不甚恰当的例子
：同一篇小说的第七部分，在故事涉及野人的事情之后，小说家突然跳出故事加入了这么一段话：“
了解野人的奥秘在科学上有非常重大的价值，也许可以借此揭开人类起源的奥秘。野人是世界四大谜
之一：百慕大魔鬼三角；飞碟；野人；你们谁知道第四个？”作为好奇心强的读者，你可以查阅图书
馆的资料或者利用网络搜索引擎（网络普及之前的读者可怎么办啊？）来找到问题的答案，可唯独不
要妄想在小说中解决这个问题。类似的例子在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中更是屡见不鲜——描写知
情生活几十万字的琐碎故事，被作者编织得像一张命运的细密之网，将你牢牢捕获。在另一篇精彩的
小说《死亡的诗意中》，马原放弃一直推崇和坚持的虚构原则，用一则流传甚广的真实故事作为故事
的蓝本。并且在小说开始就一反常态，惊人的告诉读者：“去年圣诞日在拉萨发生的敏感是这个故事
的结尾。”然而，善于精神的读者会发现，对于这样“弹性已经被它的过去时态消蚀的一干二净的”
故事，作者做出了最高超和恰当的选择。马原出50年代出生于辽宁锦州，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后
去西藏工作七年。用很追星的说法，他还是我和我女朋友的校友呢。据说马原住过的寝室就位于老校
区物理楼的对面，现在那里是一块草坪，每年葱葱郁郁的茂盛五六个月。而每次我经过那里的时候，
总会想象若干年前，在那现在已经是虚无的高处——麦尔维尔，霍桑，纪德，海明威——马原同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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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底斯的诱惑》

趣相投的好友，“像谈论山里的雪那样”，谈论他们的文学。品味高超而毒辣的诗人杨黎曾在酒桌上
提到马原，并称其为天才。可随后又说，但是他不写了，不写了就是傻逼。马原回到内地后在90年代
开始做生意，当教授（同济大学影视专业？！），拍电影，但就是不写小说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传
统文本阅读的时代已经终结，小说已死。巧合的是，另一个马姓的，同样写过小说的人也表达过类似
的观点，如今那人正在中国文玩界火热，叫马未都。有谁会在乎马未都都对文学说了什么吗？反正我
不在乎。可是马原呢？我不赞同小说已死的观点，但当这四个字出自马原，出自那个曾经写小说的汉
人，马原之口时，总会让人心中生出一种难以言传的哀伤和惋惜。
3、在我看来，小说一直走的是模仿现实的路子，而一路发展变化无非是对“真实”的定义不同。古
典主义小说“好像都是天上掉下来的”，作者就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对从男女主角到路人甲乙的心理
活动一清二楚，读者也就是被动地接受一个故事，双方都觉得那就是真实。巴尔扎克似的众生相的呈
现，好像就最最牛逼了。这样过了好多年，有人开始质疑这种“全知全能”视角——到底是否存在真
实记录生活的可能性？文字与其说是作者对生活的记录，不如说是对生活的回忆。真实的标准被模糊
，唯心一点说，没有普遍的真实，只有对个人成立的真实。于是有了意识流——我自己脑袋里的东西
是我唯一能确信的，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体验，这些我能把握的东西才是对我唯一真实的。作
者通过意识的语流把读者裹挟着拉进回忆的漩涡，读者感到自己和作者合二为一、难分彼此。那么先
锋小说又是怎么回事？简单地说就是把目光从内容投向形式，从“写什么”到“怎么写”。马原就是
第一个跳出来的人，“一把神赐的猎刀，划开现代与当代小说的界限”。他的小说通常由几个不相关
的故事交叠而成，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门拼贴艺术，没头没脑、没头没尾，让那些看惯了“一个完整
的故事”的人们没了方向。但仔细想一下，生活中有多少有头有尾的故事呢？没有，一个都没有。也
不过就是无意义的交叠拼贴，好像要发生什么似的，最后不了了之。我喜欢马原的说法，“偶尔逻辑
局部逻辑大势不逻辑”。每一个小片段都清清楚楚，摆在一起却不知所云。这或许（我情愿不加或许
二字）更接近生活的样子，更真实。但我又不愿意说马原是在用他自己的方法还原真实的生活，那样
看起来挺蠢的，而马原是个聪明人，他在和读者玩把戏呢。他不会甘于藏在故事后面做个傀儡师，而
是大喇喇地走上台面，和书里的角色互相调侃。过去的小说都想方设法让读者信以为真，安徒生在《
豌豆上的公主》的最后就特地加了一句“请注意，这是一个真的故事”；马原则毫不羞涩地告诉读者
，哪有什么真实，看着再真都是小说家编出来的，他在《冈底斯的诱惑》一开头就说“当然，信不信
都由你们，打猎的故事本来是不能强要人相信的。”就像他在《虚构》一文里干的的那样：他说他跑
到麻风病村，发生了一段耸人听闻又充满奇怪诱惑力的爱情故事，那里的人面目模糊却自给自足，自
成一个小世界，读者也在日光下混混沉沉坠入他的叙述中⋯⋯邦！他突然背后一棍打醒将要睡着或已
经睡着的读者。你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他说“最后请抬头再看一眼标题。恩哼。”（好吧这是我说的
）肯·克西在小说《飞越疯人院》开头，借角色之口说：“即使这些事从未发生过，我说的也是真的
。”他当然有他的道理，因为他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但这句话要是马原来说，我想会变成这样：“
即使这些事全都发生过，我说的也是假的。”不过，马原作为一个叙述大师，我相信，或者说我愿意
相信，他也有不可说的苦恼。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在他的手法上，以至于只谈技巧不论其他，他作品中
那些真诚的东西就惨遭无视了。我引一段邵燕君在《从交流经验到经验叙述——对马原所引发的“小
说叙述革命”的再评估》，有点长，但我还是尽量一字一句原样敲下来，因为似乎只有他/她一人注意
到了这种可能的尴尬局面：“《西海的无帆船》发表于《冈底斯的诱惑》之后（载于《收获》1985.5
），但我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与《冈》同期创作的作品。在这里，马原显示了经验与叙述实验结合的
另一种可能。在这篇作品中，马原讲述了几个汉人去西藏探险的故事。在故事一开始，马原也耍尽了
他在《冈底斯的诱惑》中所耍的花招，甚至说：‘好心好脾气的读者会原谅你，像纵容一个孩子一样
纵容你。对他们来说，你郑重其事和嬉皮笑脸没有本质不同。你无论怎样，都不过是在讲一个故事；
你努力使故事有效果，就像刘宝瑞老先生的故事一样使人专注。你觉得委屈了是吗？’但深入到作品
之中，我们会发现，这个故事与嬉皮笑脸讲述的故事确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这里讲述的是几个汉
人去西藏探险的故事，而不是去看天葬的故事。马原在这里融入了深切的个人体验。虽然我们很难判
断哪些经验是作家亲身经历过的，哪些属于想象的部分。但在这部作品中，马原所描写的许多经验细
节，如探险人马陷于荒漠，姚亮被迫让藏人用土办法做切割盲肠手术，小白在野牦牛的攻击下劫后余
生⋯⋯都具有感人的力量。这些经验势必包含了大量的超验成分，但他给读者的感觉却极为真切生动
，恰如马原在作品一开始就以嬉皮笑脸的方式所说的那样：‘这样的经验对任何人也只能有一次，绝
对不重复。’在这些感人的细节里，人物也复活了，不但陆高、姚亮恢复了原貌，连大札、小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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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这些人物也各具形态，栩栩如生。其实，在这篇作品里，马原也注入了强烈的叙述意识，其中，几
种人称视角的交替变换甚至到了机械的程度。但这种叙述策略的运用是同时为两种目的服务的，一种
是为了叙述本身，展现他新的叙述姿态，一种是为了把那种深切、独特的体验以最好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这两者之间，马原也是有着迷惑和矛盾的。在第一章的末尾，他以叙述者的口气写道：‘记住，
不要向别人诉苦，包括不要向别人展示你腹部的伤疤。这样你的故事就算有了弹性，别人听了它就会
胡思乱想或一笑了之。为什么你一定强要人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呢？’而在第二节的开头，他又以姚
亮的口吻写道：‘随他怎么说，我反正要强调这一切就是真的。我为什么不能叫人看看这条伤疤？难
道我们吃了这么多苦，都是虚拟出来的？！’这里其实泄露了马原一种微妙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为
了把写作变个样子，为了改变读者的阅读观念，他希望读者把他所有的故事都看成是虚构的，只在他
的叙述圈套中获得快感，而不必被任何经验所感动。另一方面，假如马原在故事中确实郑重其事地溶
入了他个人的深切体验，而读者还把他当作是嬉皮笑脸（如马原自己所指示的那样），那马原也确实
会感到有点委屈，但却是一种说不出的委屈。”那么多评论马原的文章里，我最喜欢的还是吴亮的《
马原的叙述圈套》。不单单是他在评论界普遍抓瞎的情况下，抛出“叙述圈套”这根救命稻草（这根
稻草被评论界一抓就是好多年），而且他表现得特酷，不是那种一板一眼的啤酒瓶底学究腔，而是把
马原当作对手，进行一场智力上的击剑角斗——力求一针见血又不失绅士风度。他说，“我不打算循
规蹈矩按部就班依照小说主题类别等等顺序来呆板地进行我的分析和阐释，我得找一个说得过去的方
式，和马原不相上下的方式来显示我的能力与灵感。”“我应当让他嫉妒我，为我的阐释而惊讶。”
他在和马原比胸毛呢！像这样自信满满的长胸毛的评论家实在太少啦！（可惜网上找不到吴亮的原文
，哎）马原有两大法宝，除了叙述圈套呢，还有不能不提的就是“西藏”。这个写小说的汉人在西藏
生活了七年呢。不过我只看过《虚构》这一本小说集。这本小说集里正儿八经讲西藏的也只有一篇《
冈底斯的诱惑》。所以我只好谈谈这篇。其实马原自己都讲得很直白了（简直太直白，但姑且认为是
有必要的）：“我在藏多半辈子了，我就不是这里的人虽然我会讲藏语，能和藏胞一样喝酥油茶、抓
糌粑、喝青稞酒，虽然我的肤色晒得和他们一样黑红，我仍然不是这里的人。⋯⋯我说我不是，因为
我不能像他们一样去理解生活。那些对我来说是一种形式，我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他们在其中理解
的和体会到的我只能猜测，只能用理性和该死的逻辑法则去推断，我和他们——这里的人们——最大
限度的接近也不过如此。可是我们自以为聪明文明，以为他们蠢笨原始需要我们拯救开导。”所以整
篇《冈》都在一种寻寻觅觅终无所得的雾气中铺开：没有打成的猎、没有捕到的野人、还没怎么接近
就突然死去的美丽的藏族姑娘、没能看成的天葬。还有那个堪称终极意象的羊头——在沼泽地深处的
二十几米高的石质羊头，但又不是石雕。“我沿着沼泽边缘走，试图寻找一条哪怕是能够稍稍接近它
一点的途径，我失败了。没有任何一条可以接近它的路。”一切都处于神秘的混沌中，心向往之，却
不能至。马原在某次谈话中说道：“前不久在李陀家闲谈，他很意外地岔开话题，谈到《冈底斯的诱
惑》，他说他‘突然感到，这篇东西有种强烈的形而上的力量，通篇渗透着对某种绝对意志的崇拜’
，我顿时感到被打中了。”羊头，还是羊头，我觉得马原对西藏的种种情感乃至比情感更高/深一层
的[要用哪个词来指代呢，我想不出，姑且填一个你喜欢的两个字的词吧]，都在这个羊头里面了。陈
丹青谈到《西藏组画》时说：“那种场面（指朝圣）绝不仅仅是发人深思的，那是很美的，或者说简
直是壮观的。这些争相匍匐在地的善良人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多么苦，也不知道自己多么美。”西藏
是那么特殊，我常想如果我到了那里要用怎样一张脸来面对那里的藏民，我可能期待西藏能净化自己
，可鬼知道极有可能仅仅是我弄脏了西藏，既然没办法真的和藏民感同身受，仅仅做一次走马观花的
旅游，光想想罪恶感也溢到喉咙口了。有时候又想，人和人也是平等的嘛，你觉得别人特殊不是存心
把别人边缘化么？你仗着自己人数多就以为自己普通么（这何尝不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特殊）就当作汉
人和藏人交个朋友，大家各自保留自己的价值取向，不也很好吗？马原的老婆真聪明啊，这个女人在
西藏生活了三年，一次也没进过布达拉宫，宁可远远地望着它在阳光下光彩四溢的白墙红墙。既然没
可能真正进入，何不留一份余地，大家隔水相望含情脉脉——想一想不也是很好的么？（就当我是酸
葡萄吧）
4、对马原的这种元叙事的手法，说实话我并不是特别适应。但可以通过这本书，对这种写作手法有
一些了解。写西藏的作家很多，在马原之前，在马原之后，但正是因为这种不寻常的写作手法，让马
原笔下的西藏有一种若隐若现，似梦非梦的迷幻感觉。突然死去的人物，突然就不了了之的情节，让
读者感到有点措手不及，那里面讲述的谜一样的传说，也一直到结尾都没能揭开迷底。这一切都让我
们感觉到似乎在遥望着笼罩在朦胧的轻纱下的西藏，看不透它原本的色彩，而它带给读者的这一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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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正好与西藏这一片土地的神秘和幽远交相辉映。
5、之前曾经在线看过，但是再一次证明了书是不能在线看的，否则连回忆都是明亮的晃眼的感觉。
这次再看书才真的平下心来看，三个互不相干的小故事，虽然前面有些混乱和断层的感觉，但是整体
还是流畅的。喜马拉雅山的野人，天葬里的央金让人感到生命的脆弱，顿月的悲惨命运在最后揭晓的
时候让我哽咽了⋯⋯这一切都在记述那个离我们很远很远的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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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冈底斯的诱惑》的笔记-第1页

        

2、《冈底斯的诱惑》的笔记-第12节

        也有白云，丝丝片片的，宛如撕烂的哈达。他饿了，把手伸进腰间的糌粑口袋，把捏成团团的糌
粑往嘴里大团地塞。那个黑点划过云片，径直朝下落，越来越大。是鹰把他当成了一具腐尸。转眼间
鹰就扎到他的脸上了。顿珠猛坐起来，顺势拔出尺把长的藏刀。鹰给惊起，变线飞开了。云片更薄更
烂，逐渐淡化了；鹰重又变成黑流星或快或慢在天空上划过。天蓝得叫人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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