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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

《中华文化公开课》
中宣部宣传教育局、光明日报社 著
人民出版社

本书分析了中国
古代科技思想的特
征，并放在世界发展
的大背景中，揭示中
国重要发明与创造取
得成功的深层原因。
同时，作者以丰富的
历史事实和明确的逻
辑线索，系统地阐述
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起
源、发展和转变。

《文明的积淀》
孙小淳 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立足于“核心
价值观百场讲坛”文化
传承发展主题宣讲，邀
请国内权威专家学者，
选取红山、良渚、二里
头、大运河、敦煌、云冈、
故宫、中华典籍等中华
文化典型元素，以广博
开阔的文明视野、生动
鲜活的文物史料、深入
浅出的文化阐释，带领
大众深入探究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

《中国大港》
刘克中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全书共计 76 万
余字，以改革开放以
来宁波舟山港的建设
与发展为背景，讲述
了以主人公梁云霄、
姚江河、宁海楼为代
表的三家三代港口人
秉承“向海而生，港通
天下”信念，追寻“港
口兴国，海洋强国”梦
想的故事。

全书分为“文人
与文学”“文化与文明”

“读书与人生”三部分
内容，分别对应文学智
慧、文化智慧、人生智
慧。作者通过细腻的
笔触解读唐诗宋词，追
思鲁迅、闻一多、王小
波，探寻文明的尺度、
读书与人生的意义，对
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
生存智慧进行深度观
察与审视。

一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让李娟“火”出了
圈，很多人都想知道剧中“李文秀”与李娟有几分
相似。此外，剧版也带动了原著同名散文集热
销。有数据显示，5月7日至9日，《我的阿勒泰》一
书在该平台上的日均订单量环比电视剧开播前提
升 718%。但其实，在电视剧爆红之前，李娟在文
学圈是一个传奇已经很久了。

李娟，祖籍四川，1979年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农七师，少年时期跟随母亲辗转于四川新疆
两地。童年时曾生活在新疆最北端阿勒泰地区的
富蕴县。高中辍学后，她帮助母亲经营小卖部，干
过车工、服装厂工人，兼做裁缝，与牧民一起转
场。这些都成为她宝贵的写作素材。

凭着对文学阅读和写作的热爱，李娟一步一
步走上文学写作的专职道路。出版有散文集《九
篇雪》《阿勒泰的角落》《我的阿勒泰》《走夜路请放
声歌唱》，非虚构长篇《冬牧场》及“羊道”三部曲、

《遥远的向日葵地》等，获得人民文学奖、鲁迅文学
奖，其鲜活灵动的文字被誉为“吹向文坛的清新之
风”。“文学天才”“畅销书作家”等称号在她身上已
经多年。自1999年开始写作至今，“李娟”已经成
为一个风格，一个形容词，文学世界里一个无法忽
视的坐标。

如今，李娟一个人在新疆自己的房子里安静
生活着。你可能会无意间刷到她在自己的个人直
播里，一个人包饺子、遛猫、修理书架、散步、跟网
友聊天……在她的公众号“阿勒泰的李娟”里，可
以看到她时不时更新一篇图文，跟读者介绍自己
近期做的事情。今年 45岁的李娟，自称“娟姨”，
也喜欢别人这么叫她。很多人认为她看起来很年
轻，叫“姨”不合适。李娟解释说，因为自己个子
小，戴个眼镜，外形很学生气，很容易会被认为年
龄很小，但其实自己年纪不小了，她不愿意处于那
种好像迷恋少女感的状态中。

电视剧源于真实经历

但女主角不等于李娟
李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分为两辑，第一

辑“记忆之中（2007-2009）”记录了李娟在喀吾图
和阿克哈拉村细碎坚忍的生活；第二辑“角落之中
（2002-2006）”书写了李娟和母亲及高龄的外婆随
牧民迁徙的流动的日常：开杂货铺，当小裁缝，帮
往来的牧民车衣裙，去大山深处采木耳，等等。

将散文集改编成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主创
采用的办法是化用作者的一些生活经历。比如：
周依然饰演的女主角李文秀高中辍学，在乌鲁木
齐打工，渴望成为一名作家。但在打工时屡屡碰
壁，她回到阿勒泰生活，其间也挤出时间给文学杂
志投稿——这些都与李娟的经历相似。李娟早年
投稿散文，被作家刘亮程发现，剧里也是一位“刘
作家”给了李文秀写作的指引，“去爱，去生活，去
受伤。”但，剧版于适扮演的男主角“巴太”，在李娟
的原著作品中并不存在。“李文秀”的母亲跟李娟
写的自己的母亲，也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另外，跟
李娟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是外婆，不是奶奶。

作为原著作者，李娟如何看待电视剧对其作
品的改编？2024年 5月 13日晚，李娟在凤凰网主

办的一场持续两个多小时直播对谈中，开场就透
露自己还没看这部电视剧，之后全程也没提及或
回应读者提的跟该电视剧相关的问题。

任何一部电视剧总有播完的时候，高热度会
退，旅游风也不会一直劲吹。但李娟的文学作品
却依然还在那儿，吸引着一批又一批读者。一个
没有受过专业系统学院教育的文学爱好者，如何
培养自己成为一个优秀作家？李娟如何成为李
娟？她的文学风格是怎么形成的？这是很多人关
心的话题。

“与其说是我在创作，不如说我想安抚自己”
李娟从十几岁便开始文学写作并尝试投稿，

“那时候打工很苦，想改变生活。”茅盾文学奖获得
者、著名作家刘亮程曾收到她的稿件，对她赞不绝
口：“这个小女孩还不到 20岁吧？一个老编辑问
我会不会是抄的？我说不可能是抄的，她找谁去
抄，中国文学没有这样一个范本让她去抄。这只
能是野生的。她一个人独自在阿勒泰这样的荒山
之中过生活，独自想一些事情。独自冥想，独自书
写，最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字。”2003年，李娟的
一组散文以《九篇雪》之名，作为刘亮程主编的“住
居新疆”丛书中的一本，成功出版并饱受好评，李
娟有了粉丝和热心读者。

李娟虽然没有经历过所谓的专业教育，但对
自己有文学上的训练。她大量地写，大量地否定
自己，慢慢的，越写越好。

在 2021年《冬牧场》英文版线上交流会上，李
娟还被问及之后还是否会有计划再深入牧场体验
生活进行写作，李娟回答说，“我觉得不会了。因
为再回到牧场，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身
体的原因，可能很困难。然后因为当时我寂寂无
名，是一名普通的村民，现在我是作者身份，我觉
得我再经历这样一场生活的话，身份的变化会让
我在和她们相处的关系上有一些变化。”对于写作
的下一步计划，李娟说，自己现在还是写自己的回
忆，“因为总有一些事情耿耿于怀，与其说是我在
进行创作，不如说我是想安抚自己吧，其实想想看
我的写作好像都是这样，安抚自己。”

未来不会放弃文学写作

“它是在茫茫大海中唯一的救生筏”
在李娟看来，文学的沟通，主要不是相似的人

的沟通，还在于不同的人之间的沟通。有的时候
写作并不是吸引相同的人的这种目光，而是打开
不同的人的眼睛，她觉得这是文学的一个很重大
的意义。

李娟提到自己十二三岁的时候看到《小王
子》，“很受震撼，就觉得写作原来是可以这样子
的，而不用去写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记快乐的一
天。写作可以让你去否定一些东西，去让你去见
到不同的人或者事。这种震撼真的是我一辈子都
忘不了。”

李娟说自己从小很笨，到了 5岁说话还不利
索，经常被人笑话。因此不爱说话，她终日待在家
里趴到玻璃上，惶然旁观着外面的世界。直到一
年级时，她发现自己认识很多字，能阅读了。“这种
交流比和人聊天，让我更方便，更舒适。”当她发现
自己可以写作，更是觉得很震撼，“我整个人脑子
一下就清晰了。原来我都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
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处于混沌状态。当我会
用文字能清晰表达跟人沟通的时候，就想像盘古
开天地一样，清气上升，浊气下沉，一下子世界又
明朗了，自己也明朗了。”

李娟说，自己天性敏感，一旦找到写作这个表
达方式，就如获至宝，“我太需要它了。 ”有人问
她，是否曾想过放弃写作？“怎么可能？写作可是
我在茫茫大海中唯一的救生筏子了，我不可能放
弃它。”

李娟是清醒的，她坦承，自己也不太确定将来
还能不能够写出比此前更好的作品，但是肯定还
会继续写，因为这是她自己的精神需求，“将来写
的未必会比以前的文字更有魅力，更有生命力，更
能够打动人。但它是我自己的需求。我的确会担
心自己将来成为了一个堆语言垃圾的人。所以现
在我的写作，迟迟不往前走，但同时我又担心自己
会缺少年轻时写作的激情。” (张杰)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火”出圈

作家李娟在文坛早已是传奇

《梁晓声谈中国智慧》
梁晓声 著
大有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