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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湖，这是一个看起来很酷的名字，而其背后却隐匿着一代又
一代石油工人及其家庭的付出与隐忍。青岛儿童文学作家于潇湉
新作《冷湖上的拥抱》聚焦于此，描摹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史。
如此严肃题材、宏大叙事，却因为儿童视角的切入而拥有着更为鲜
活与生动的呈现。近日，于潇湉在良友书坊举行了新书分享会，为
小读者们讲述了地处遥远的冷湖及其背后的动人故事。

冷湖，
并不是什么温柔之地

书名《冷湖上的拥抱》，似有温情
之感，而暖黄色的书封也在昭示着灼
热、灿烂之意，但是真正了解“冷湖”
二字的读者，却知道这里并不是什么
温柔之地。冷湖，蒙古语称之为“呼
通诺尔湖”，意为异常冰冷的湖水。
它位于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的西北
边缘，平均海拔 2800 米，总面积 1.78
万平方公里，距青海省省会西宁市有
九百多公里。该地常年寒冷多风，干
旱少雨，昼夜温差大，有着规模宏大、
形态各异的雅丹地貌。科幻作家刘
慈欣也到过此地，说“毫不怀疑自己
真的置身火星的环境中”。自 1955
年起，中国地质部5 个石油普查大队
经过3年勘探，在这个“火星”上找到
256 个可能储油的构造，发现了以青
海冷湖、四川龙女寺为代表的一批新
油田。自此，冷湖油田成为当时全国
著名的四大油区之一。此后，来自祖
国四面八方的各族儿女汇集于此，这
座因石油而建的小镇逐渐繁荣，医
院、学校、电影院、商店、书店、粮站、
邮局、银行等一应俱全。据资料记
载，冷湖最繁华时人口达 10 万人之
多。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冷湖
油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而于潇湉对此的关注，则是源于
她本人曾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的一
篇关于柴达木油田的报道，里边提到
油田上的孩子大部分过着和父母分离
的生活，像是另一种形式的留守儿
童。“而他们仅仅能在父母交接班时，
享受到一个仓促的拥抱。当时这个细

节像打火石一样，给我心里打着了一
簇火苗。后来我搜索了青海油田的地
况地貌，那种原始粗犷的地理风貌，还
有青海油田上在现代人看来又艰苦又
原始的生活，非常吸引我。”于潇湉坦
言，一直以来，作为一个成长在城市里
的作家，她对于“遥远”的素材都格外
有兴趣，“这种遥远，是一种能够脱离
自身生活常规的，能打开全部感官的
吸引力。因此我在 2019 年出版了那
本写‘蛟龙’号下潜的书，写完之后我
发现，那种对遥远的呼唤仍没有平息，
这时我又想起《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
报道，把写下一本书的目光投向了那
里。”

不止写故事，
希望传递情感

虽然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
备，但是真正踏足那一片土地，还是让
于潇湉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柴
达木盆地，不再是地理书上一个名词，
而是随时都能够感受到的荒凉，在广
袤的土地上开车疾驰几个小时，会突
然出现一个小镇，那便就是冷湖了，这
样的一个小镇，因石油而兴建，却也因
为石油而废弃。我当时所见的就是这
样的一片废墟，到处都是坍塌的墙，掀
掉的房顶，还有远处连绵不绝的盐碱
地，背景就是昆仑山。”于潇湉至今还
记得 2021 年春天到青海油田采访，

“那种从新闻里得来的二手感受，远不
如在现场的冲击力大。站在海拔三千
多米的油井前，石油工人们在那里举
行了一个宣誓活动，当时我感觉自己
的热血在往脸上涌。远处的背景是昆
仑山，呼呼的大风，把宣誓的声音刮得

时断时续。当时我就想，一辈子都在城
市里，被现代分工细致的社会所喂养，坐
在家里，你几乎无法想象，有这么一群
人，在这样艰苦的地方开采石油。又有
几个开车的人，几个坐车的孩子知道或
者想过，石油是怎样开采的？又有几个
人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时，知道是谁在
付出？”

与此同时，采访中所遇见的“油二
代”也令于潇湉感受颇深：“我们经常看
到成人的付出，那么孩子呢？我来到油
田附属中学，采访了几个孩子。我发现
父母的缺位给孩子造成的影响特别大，
有一个孩子甚至在我采访时一直在哭，
说她思念爷爷，被爸爸妈妈忽略。而在
油田上，石油工人因为不能照顾儿女也
都充满内疚，比如老袁的形象就是真实
的，他哭泣的视频在油田广为流传。油
田几代人中间是有断裂的，这种断裂，让
他们谁都没法了解对方，而活在自己的
鸿沟里。采访后，我就想，我不仅仅是想
写一个好看的故事，我想让作品里有一
种情感的黏着度，能去尽力弥合这样的
裂缝，能让不了解变了解，让背后的默默
奉献走到前台。”

于潇湉说，以石油开采为题材，对
自我创作而言，讲述故事与传递情感
同样重要。为读者呈现一个好看的故
事，也要“用一些暖色调的、充满温情
的内容，来弥补人与人之间的那道感
情鸿沟”。在她看来，父母与子女之间
的隔阂，并不只是存在于冷湖小镇、存
在于石油工人家庭，在身居高楼大厦
的我们身边，也是一种日常存在，所以
创作《冷湖上的拥抱》还有另外一个期
望，“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思考的契
机，由此让所有的父母与孩子，把心靠
得更近一些。”

补足盲区，

完成一次回望
用儿童文学的体裁书写石油

工业，这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
情。正如青岛市作家协会主席高
建刚所言，《冷湖上的拥抱》所触
及的石油题材是刚性的、粗粝的，
尤其书中出现的那些正面描写石
油工业场景的部分，对于潇湉这
样一位女性身份的儿童文学作家
而言，充满着难度。但是，从《深
蓝色的七千米》《你在冰原》，到

《冷湖上的拥抱》，于潇湉对于困
难题材的选择与呈现方式的掌
握，对个人创作意义重大。在他
看来，小说选择在人性与情感中
穿插讲述的石油工业，暗含着生
命的存在与终结，叙事语言“充满
了诗的智慧”，文本结构选择渐进
式抵达终点“丰富又立体”，人物
形象刻画与文本意象选取“充满
内涵”。

对此，于潇湉认为，为孩子们
的书写，“只要把细节和情节处理
好，让孩子了解这些主题并不困
难。当然叙述得有技巧，比如选
择的视角必须和孩子们平行，那
么他们就能带着这个视角的眼睛
在故事里行走、在历史里寻找。
如果说有难度，我认为难度在于
从大量繁杂的资料里选取最能打
动人心的一点，这一点是真实的，
又是戏剧的，只要把这一点找到、
写好，其实读者会主动共鸣的。”
而她本人一般会设计主角的情感
点，有对于亲情、友情的呼唤，有
对于父辈的了解、叛逆、回归，这
些情感是永恒的，一代又一代年
轻人在经历。其实只是主题换
了，但人心人性不会变。

于潇湉透露说，在写作《深蓝
色的七千米》时，就发现自己非常
喜欢钻研特殊职业背后的科技原
理，在这本书中，“我仍然尽可能
地学习石油知识，虽然有时写得
科普比较硬，但我觉得知识的补
足对于孩子是有益处的。”之于她
本人而言，成长于 20 世纪 80 年
代，见证了国家的强大，生活稳定
富足，“我的身上没有太多伤痕，
对于历史也知之甚少。我很骄傲
地看到一代人比一代人更幸福，
更感受到在强大祖国怀抱中的自
豪。但他们永远不该忘记历史，
不该忘记是谁的汗和谁的血造就
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于潇湉坦
言，这本书看似只是写了石油工
人们的故事，实际上，是个人一次
对历史、对时代的回望，而她本人
也通过这次书写，填补了自己生
活和知识上的盲区，完成了自己
的又一个成长。“我仍然喜欢那些
遥远的地方、遥远的故事，它们永
远伸展着触角，我的文字，有着许
多的不足，但正是因为这些不足，
促使我一次又一次启程，去寻找
更好的文学，遇见更好的自己。”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于潇湉：

于潇湉与小读者共话“冷湖”背后的故事。良友书坊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