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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吉

27年前，22岁的他来到新疆阿勒泰地
区采风绘画，为了寻找喀纳斯湖，在广袤的
原始森林里迷路，又冷又饿，身体已到极
限。绝望中，他偶然找到了一个小村庄，一
个当地的蒙古族妇女不但收留他住了一
晚，还为了他煮了一碗香浓的马奶酒，让他
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心暖。

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想回到故地，寻找
恩人，报答27年前的一杯马奶酒……

新疆采风作画 迷路原始森林

今年49岁的陈小川是邵阳市人，汉族，
邵阳市知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但谈及27
年前的一次遭遇，却久久不能释怀。

陈小川生于书香门第，其祖父陈子述
是蔡锷的启蒙老师，父亲陈西川是我国著
名的美术教育家，伯父是已故的著名工笔
人物画家陈白一。

先天的禀赋，从小从父亲那里得到的
艺术熏陶和严格的绘画基本功训练，为他
打下了良好的创作根基。他1985年考入广
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后，又得到了许多油画
教育名师的很多指教。

1989年，22岁的他就以油画《嫁女》入
选广东省美术作品展。

也就是那一年，陈小川先后在广州、新
疆、海南、广西等地从事采风创作。

1989年9月20日，陈小川记得很清楚，
在布尔津文化站朋友的帮助下，他和朋友
两人来到了喀纳斯湖的一个伐木场。

深秋的喀纳斯湖的牧区宛若人间仙境，
采风过程中，有一个姑娘静静地蹲在他们身
边看他们作画，时不时还插上一两句嘴，表
明自己也是来画画采风的，并且已徒步走上
山顶，找到了传说中真正的喀纳斯湖。

“听到这个，我们两人顿时来了精神，
忙问姑娘去喀纳斯湖的路线。姑娘回答得
很清淡，说只要沿着溪流往山上走就可以
找到了。”陈小川回忆道。

两位热血青年立刻动身，背着画板，沿
着小溪攀登，一个姑娘都轻松抵达，想必不
会很远。

两人各自折了根树枝探路，拨开枯草
枯叶向森林深处走去。

“我们开始还有说有笑，很有兴致，哪
知越往上走，越没有路。”陈小川回忆道。

“新疆的白天很长，8、9点才天黑，我们
是从早上走的，估摸也走了十个钟头。”

夜幕降临，深秋下喀纳斯的夜色，就像
未研过的墨水，浓得化不开，黑夜里只听得
见林海里细碎的风声，和远处不时传来的
野兽吼叫。

绝望中遇村庄 妇女助离险境

夜幕下，这两个筋疲力尽的青年拼命
赶路。

咬着牙，踏着沉重的脚步，身上重重的
油画画板越来越沉，又走了一段路程，两人
直觉再无法坚持下去了，但对野兽的恐惧
又迫使两人步履不停，沿着河流机械地前
行……

半山腰上，天气陡然剧变，下起了鸡蛋
大的冰雹，两人本来就衣着单薄，哪经得起
这一遭？

陈小川和同伴想点根烟提提神，手却
抖得烟都点不着。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喀纳斯，远不像如
今游人如织的风景旅游圣地，有的只是大
片的原始森林和无人区，冬季大雪封山数
月，再走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绝望中，远处一息隐约的灯光闪现在
眼前。

两人立刻向着光亮的地方飞奔过去，
这是村庄里唯一亮着灯的人家，一群牧羊
犬受到惊动，齐刷刷地向他们袭击过来。
他们慌忙扑向这户人家用力敲门。

木门打开，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把他
们迎进了屋里，高高的颧骨，游牧民族的打
扮，这是一位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

除了她，家中只有一个小孩和一个老
人，妇人的丈夫放牧未归，双方言语不通，靠

打手势交流了半天。妇人热了些奶酒让他
们喝下，那晚的奶酒特别的香甜，特别的给
力，他们喝完奶酒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总
算是缓过了劲。

“现在想起来都后怕，那位少数民族妇
女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醒来后，想留一
笔钱给她，被她拒绝了。”靠着屋子的墙角，
陈小川掏出相机，为她拍了张照片，留作纪
念。第二天中午，两人告别了这户人家。

时光一晃多年 想回故地报恩

一晃2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陈小川已
是邵阳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西川美术”培
训机构的掌门人。

朋友小聚，陈小川总会说起20多年前

喀纳斯湖畔那个夜幕下的故事……
重回故地，能够再次当面道谢的愿望

在陈小川的心底慢慢萌芽，随着时间的流
逝，这种愿望愈加强烈。

“这么多年，很多东西都丢了，但当年
为她拍的照片我一直留在身边。”陈小川说。

期间，陈小川也一直在寻找，他写过信
给在新疆的朋友去打听消息， 因为记忆
的偏差，加上那个时代通讯不如今天这么
方便，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要去找寻一个
远处中国西北部边境线的小村庄，确实太
过偏远，因此陈小川始终没能找到恩人。

今年9月，陈小川去湘西参加一次会议，
认识了一位常年在新疆创作的湖南籍画家
廖岳，陈小川偶然和他谈起了这件往事。

廖岳听后，也被故事打动了，他说，等
他回去一定帮陈小川去寻找。

冥冥中似有注定，这次陈小川的心里，
总觉得与以往不同。

恩人终有消息 岂料早已去世

常年行走在新疆，廖岳对新疆很熟悉，
也结识了许多新疆朋友。回到新疆后，他
将此事告诉了阿勒泰市一家媒体工作的隋
凯。隋凯知道后，从新疆打电话给陈小川
询问了更多细节，并在自家媒体将这个消
息发布出去。

消息很快在阿勒泰地区传开，许多网
友看到这则消息后，纷纷转发，反馈回来很
多信息，通过陈小川的描述，大家确定陈小
川的恩人应该在禾木乡， 随后还将图片
发到当禾木乡的几个村里，喀纳斯村委会
书记蒙克还组织全村进行辨认。

村民们认出照片上的妇女应该是芒
果，蒙古族图瓦人，十几年前已去世，他们将
照片发给在布尔津县办事的芒果的丈夫蒙
奎，让他辨认。蒙奎一眼认出了妻子，以及
照片里做奶酒的木桶和上方马头上的套具
都是他家的。

隋凯得到消息后，立即将情况告诉了
陈小川。

心情跌入谷底 愿为恩人送画

“当初听说有眉目时，心里真的很激
动，但后来听说恩人已经去世，心里真的是
咯噔一下跌到了谷底。”陈小川说，“听蒙奎
说，他的妻子生前就很爱帮助别人。”

“前几年一些个别的事件，让大家对新
疆地区和那里的人民有一些偏见，但我想
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那里绝对是一
个美丽的地方，人民朴实善良，我永生难
忘。”陈小川说。

眼下，陈小川正在委托隋凯能否寄一些
芒果的清晰照片给他。明年8月，陈小川决
定为芒果——他的恩人画一幅画，亲自送
去。这是陈小川心底萌发的又一个心愿。

一杯马奶酒 一段蒙汉情

新疆喀纳斯原始森林。 资料图

陈小川当年为芒果拍摄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