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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秀是海南陵水的一位黎族诗人，曾
经写过一首诗叫《时光的空房子》，里面有这
样的诗句：“那些被时光挤压的痕迹/随着落
叶的老去/漂泊在悲凉的诀别中//你走得越
快越远/……/直到你行走过的地方/只留下
一个空间/一个你曾经住过的空房子”。郑文
秀多次和我说起写这首诗的情形，他回老家
黎族的村落里，看到很多空无一人的房子，
已经荒草萋萋，于是联想起自己所走过的人
生历程，不胜唏嘘。很多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只剩下空房子，很多过去也都成了往事，于
是有了这首诗。

确实，这样的经历谁都有过，回到家乡
或母校，回想自己的人生路程，或多或少都
会有类似感慨。但郑文秀是一个黎族诗人，
按我的理解，他的感叹里还有一种无法言说
的少数民族的悲伤。

我在黎族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对黎族
的历史传统有一些了解。考古发现，在一万
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海南岛就有“三亚人”
在活动。后来南方古百越族的一支迁入海
南，这就是黎族的祖先。现在的黎族人大部
分生活在五指山地区，这里交通不便，经济
也相对落后。随着海南沿海地区的发展突
飞猛进，黎族地区也就有急于改变自己生
活的迫切感。现代社会的所谓进步观，也
影响到黎族民众，人们习惯以所谓简单的

“先进”“落后”理论来判断世界和事物，黎族
人原来居住的富有特色的老房子“船形屋”
首当其冲。

“船形屋”是黎族根据五指山区特殊地
形因地制宜而创造的茅草屋，以茅草为盖，
以竹木为架，外形酷似船篷。其形状采用船
形，据说是因其祖先是乘船登岛，以示纪念。
但是现在，这种独具特色的房屋被认为不符
合潮流，遭到摒弃。人们稍有点钱，就盖起钢
筋水泥房，地方政府还把房屋改造作为政绩
工程。于是，黎族居住了上千年的船形屋一
夜之间就被遗弃了，或改为杂物间，或住进
了猪牛，或完全空置，以前那种黎族人在船
形屋里安然而居、与家畜家禽和谐共处的景
象消失殆尽了。

我在很多黎族山区看到，槟榔树下、芭
蕉深处的那一栋栋钢筋水泥房像一个个莽
撞闯入的不速之客，与外在环境完全不协
调，有的甚至可以说不伦不类、丑陋难看。想
来郑文秀也有此种观感，他从小生活在船形
屋中，自有别样的一种感情，如今睹物思人，
更有一番人生慨叹。

除了写“船形屋”，郑文秀还写到黎锦。
黎锦，有人称之为“天堂的云彩”，是最具黎
族特点的标志性符号。现在，黎族年轻一代
对黎锦织造技术十分陌生。曾有黎族学者悲
伤地说：“黎族现有的辨识标志、文化符号只
剩下黎歌、黎舞、黎锦等少量几项。如果这些
也消失了，黎族也就消失了。”为抢救这一技
术，地方政府已将之申请为“非遗”。郑文秀
在诗歌中描述黎锦的美丽及其与黎族的关
系：“从蛙纹里长出的线条简单而斑斓/在缥
缈的晨雾中/一朵红木棉含苞的羞涩/溶化
在艳丽招惹的筒裙边//你图腾的心，带着寨
子的气息和歌谣/把鲜艳斑斓的黎锦/编织
为一个传奇的荣耀”。在这里，郑文秀正是通
过对一个个民族记忆符号的发掘，来构建新
世纪的民族史诗。

二
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史诗传统。黎族历史

上虽然没有文字，但口头文学发达，一些创
世故事也因此流传，如《大力神》《人龚的起
源》《五指山大仙》《洪水的传说》《甘工鸟》

《鹿回头》等。郑文秀也许因此受到启发触
动，创作过一首具有史诗特点的诗歌《一个
氏族的生命流向》，其中写到：“生命，在神秘
的岩层中爬行/血液浸泡的皱纹探拾着远古
的残片/所有的山头，根须带着月光/迷茫地
扯碎着生长的果子”，“一条生生不息的涓
流/带着虔诚的古老的歌谣/豪放地奔向大
海”。在这里，民族话语与个人话语有着完美
的结合。

在对少数民族诗人诗歌的关注中，我注
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大多喜欢
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书写。比如喜欢使用

“我”字，但这个“我”，并非个人化的“小我”，
而是“大我”。比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就写过

《一个彝人的梦想》《彝人之歌》《彝人梦见的
颜色》《彝人谈火》等一系列诗作，他的一些
诗歌写作方式也影响到一大批少数民族诗
人，比如“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
是——彝——人”这样的句式，可以说是当
代少数民族诗歌书写的某种经典句式。虽然
诗人们常常会强调，诗人是一个民族的精神
文化代言人，但很多汉族诗人显然没有这样

的抱负和雄心，他们大多陷入了一种个人化
写作方式，更倾心于营造自己的情感小世界
小天地。反倒是一些少数民族诗人出于对自
身民族命运前景的忧虑和本能的责任心道
义感，经常会以民族的名义发声。

郑文秀的诗歌写作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他经常有着宏观叙事的冲动，暗怀民族代言
的激情。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当代诗歌
中难能可贵。如果是一个汉族诗人也有类似
作为，我们会质疑其野心，但作为少数民族
诗人，这样的雄心和理想完全可以理解。因
为其内里是一种忧患意识，是对一个民族命
运的担忧。郑文秀的诗歌里就经常有这样的
句子，以一个民族的名义阐述对世界的理
解，比如：“我为我的诞生而骄傲/为我的到
来而自豪/我相信，我所有的听众——/高
山、森林、河流、天空/还有前方的城市/能理
解我跨越的呐喊/理解我来时的惊讶和尖
叫/理解我丰富的世界/并且理解我的一切/
包括存在和死亡”。

郑文秀还喜欢强调民族的共同感，这也
许是为了梳理黎族的共同历史命运，强化黎
族的共同体意识。比如，他常常写黎族共同
的生活方式：“我们就这样喝着/碗里的酒满
了又干了/那一夜没有月光/山兰酒在星星
的眼里/已看不清出村的小路//我们就这样
唱着/那是一种豪放的纯朴与尊严/那是祖
先传下的骄傲的演绎”。确实，这样的诗句已
经从一种个人话语上升为民族叙说，里面包
含一种非自觉的个人意识的提升和超越。

三
黎族人大多生活在深山里，但郑文秀是

属于海边的黎族。海边的黎族有着不同于山
中黎族的生活背景、生活方式与特征，郑文
秀诗歌里出现了大量关于“海”的意象，如：

“二楼的窗外/住着奔腾的大海/那是祖先展
开的渔网/是一种延续生命中不断涌出的泪
水/铺就在窗外的闪烁的希望//我被祖父带
到海上/没有道路和方向”。

郑文秀诗歌里的家园意识非常强烈。当
然，这种家园意识里不仅仅包含自然，还包
含父亲、母亲、朋友和爱人。而自然和亲情、
友情又是民族感和民族意识的一部分。郑文

秀特别喜欢描绘、吟诵家乡的一切。他的第
一本诗集名为《水鸟的天空》，因为陵水多
水，有大海、湖泊、河流、池塘、小溪，水的地
方水鸟也多，文秀从小和水鸟为伴，在水鸟
的啼鸣中成长，而他的诗歌也就如水鸟一
样，依赖这片土地，吟诵这片土地。

在最新创作的这批诗歌里，郑文秀仍然
将目光投向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投向身边
和记忆里的美好事物。父母、儿时伙伴和
大海、森林、河流、鱼类、植物都是心中
家园的一部分。比如这样的诗句，“我真的
很眷恋/这是凤凰花开的季节/这是一个开
满鲜花的家园”，这样的家园何其美好。他
还写到：“傍晚，父亲牵着疲惫的牛/向前
方的村庄归来/绯红朦胧的山脚下/只有袅
袅的炊烟/伴着狗儿的叫声//当天上的星星
闪烁时/母亲纯洁的胸前/一边枕着我/一边
枕着父亲/乡下的夜，怎么叫也叫不醒”。

我在海南 25 年，一直希望看到出现一
些让人眼睛一亮的反映黎族生活和精神的
诗歌，应该说，在郑文秀的诗歌里我看到了。
郑文秀为人敦厚，重信义重感情，同时敏锐
而敏感。他经常是在繁忙公务之余，在夜深
人静时，在灯下冥思苦想，捕捉着一闪即逝
的灵感。他最近出版的第二本诗集题为《可
贵的迹象》，我的理解是：他写作的状态就
是经常要捕捉那些突然而至的感觉，所以
能写下来的都是可贵的；二则可以理解为
这本诗集就是要记录黎族的历史遗迹，保
存那些珍贵的遗留的传统与文明。这本诗
集，是一个诗人以现代视野对历史传统的
打捞。

我个人认为《可贵的迹象》的创作出版
有着诗歌和文化的双重意义。从诗歌意义来
说，这是黎族诗歌经过对传统的提炼和向世
界学习之后产生的优秀之作；从文化意义来
说，这是一个民族的心声，来自一个民族的古
老历史源泉，内含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和
精神密码。

海南岛多青山绿水，也容易滋生乡愁，
尤其在一个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的时
代、一个家园和故乡越来越陌生的时代。
郑文秀的诗歌，也像是一种乡愁，那是对
逝去岁月的眷恋、对勤劳祖先的怀想与追
忆、对美好家园的深情记忆，也是对过去
传统与历史的回味。郑文秀为此很急切，
经常白天黑夜地写，不顾一切地写，因为
他想写下在心中酝酿已久的一个民族的古
老的乡愁。越古老的民族有着越悠久深远
的乡愁，郑文秀的诗歌就是这种乡愁散发
的光芒。

黎族的乡愁
□李少君

上世纪 80 年代始，文化界有“西北风”之谓。
诗坛“西北风”，就诗人所属地域而言，指西北诗人
群，其中不乏因政治运动迁入到西北者。歌坛“西
北风”，则就主题和风格而言，多依西北传统，歌唱
黄土情结。歌词创作本属诗歌范畴，所以两种现
象，同一“风源”。

不少诗评家将新诗的衰落归咎于经济潮的冲击。
因此，对于诗坛“西北风”，一些人认为，这些地区经济
欠发达，所以文化和诗歌受到世俗思维的冲击比较
少。这种说法虽不无道理，但也无法令人信服，因为其
他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并没有刮起别的什么“风”。

起初所谓西北的诗，主要指白话新诗。随后几
十年间，传统诗词逐渐得以恢复和繁荣，后来评论
诗坛，已是诗词与新诗并举。我平时对文化多有关
注，又喜好诗词，所以对全国诗词界情况和各地诗
人有一定了解。如今重新审视近 30年的西北诗坛，
可以看出新疆的诗词创作也颇可骄人，并已形成以
豪放为主基调的“天山诗派”。

我认为，除了乌鲁木齐，伊犁也是新疆诗歌的
一个重镇。近有伊犁之行，正好借此机会，与当地
诗友交流，接触伊犁诗坛，进一步了解西北诗风。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
美。”伊犁诗风之盛，显然得益于这片土地。这里有
辽阔的草原、连绵不绝的雪山，有其他地区不曾有
的美，用伊犁人的话来说，是“大美”。自然环境对
文学创作有着重要影响，在此大美环境里，诗境便
易开阔、宏大，此即古人所说的“江山之助”。伊犁
山水好，人也好。这里的各族人民淳朴善良、豪爽
热情，又乐观开朗、不乏幽默，正是诗人所需要的
性格。伊犁诗人群以汉族诗人为多，他们有的在伊
犁出生、成长，有的来自外地，还有的在伊犁工作
生活了几十年，退休后亦不肯还乡，永远爱上了这

片土地。在伊犁认识的一些诗人和爱好诗歌的年轻
人，便多为外地来伊犁者，其中有几位是在伊犁当
兵复员时未回原籍而留下来。还碰到内地来的两个
大学生志愿者，也说不想回去了，打算在伊犁安
家。一次小型见面会，伊犁的诗友不过十几个人，
其中就有 5 位为河南同乡。他们如此喜欢这片土
地，献身边疆建设，热爱生活，这是做诗人的前
提。真情、热情、豪情、激情……无论诗词还是新
诗，都离不开一个“情”字。

这样的地域与风物，容易使人性情豪爽，诗歌
风格也会变得豪放，这也是“天山诗派”形成的主
要原因。如已在伊犁生活多年的诗人刘军，便以豪
爽热忱著称，已完全是西北人的形象与性格，谁还
能想起他原来是江苏人。诗人崔松龄在伊犁生活多
年，也非常具有豪情与幽默感。其他诗人也大多

“西北化”了。一次吃饭时，一位女诗人一看有人唱
歌，即离席起舞。她若以丝巾遮面，一定会被人当
作维吾尔族姑娘。就是这样一群“西北化”了的诗
人，和当地的少数民族诗人一起，写出了能够生动
呈现伊犁风景和人情的诗作。

伊犁诗坛还有一个特点，新旧体诗人每多联
手，各族诗人和谐相亲，大家齐心协力为诗歌作贡
献，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

大美的自然环境、鲜明的地域风物、独特的文
化氛围、浓郁的民族风情、悠久的诗歌传统，还有
一群因热爱、迷恋而坚守的真诚诗人，这一切使伊
犁成为西北诗歌的一个重镇。所以临别时，我对伊
犁的朋友们谈了自己的看法：“这里之所以诗人多、
诗风强，一是因为辽阔壮美的景色，二是因为豪爽
敦厚的人情。伊犁真是诗和诗人的风水宝地！”

因着伊犁诗人们的执著与努力，相信伊犁的诗
歌风力会愈来愈大。

诗坛“西北风””
□马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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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中的必然，我读到了壮族作
家潘小楼的中篇小说集《秘密渡口》。该书
收录了包括同名作品在内的 6 部中篇小
说，另 5 篇为《端午》《小满》《罂粟园》《青
柠》《魁山》。

当我读到《青柠》的时候，我对这位素
未谋面的女作家的作品产生了一种久违的
激动。她的小说总是将故事安置在衰败的
工厂、潮热的小镇，或是陈旧的村落。我固
执地认为“废墟”这个意象，有着作者亲历
的伤痛，或者她亲眼所见的锥心刺骨的伤
痛。

《青柠》属于爱情小说，但并不是普通
的男欢女爱，而是一种穿越了时空仍无法
抵达的爱情。在水泥厂的一个棚户区里，年
仅15岁的青宁经历了她无法释怀的初恋，
也是她惟一一次真正的爱。她期盼着爱情
像暴风骤雨般降临在她身上，但事情没有
向她希望的方向发展下去，而是在她燃烧
前一刻戛然而止。小说里，青宁的初恋情
人甚至没有名字，最后连一个纸片都没有
给她留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是厂
办的工作人员，可在青宁眼里，他是一个
摄影艺术家，是一个爱人，是她的发现
者。他痴迷地用镜头和双手塑造着她的
美，使得她一次次发现自己作为一个女子

内在的青春涌动和无需掩饰的情愫。当她
发现他竟然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其他女孩
后，她没有歇斯底里，反而以一种在其年
龄几乎不可能有的成熟接受了这种现实。
她的内心充满了爱的热烈，可她没有用爱
将他引渡到彼岸，这成了她无法走出的心
结。许多年后，青宁回到这座已经沦为废
墟的工厂。她带过来的，是一个在“跨城 8
分钟约会”活动上结识的男人，她将他当做
那个心中的他，完成了对自己青涩之爱的
祭奠。

在潘小楼的小说里，叙述者对母亲的
过错总是难以谅解，而对于父亲却充满了
无法弥补的缺憾。作者心中仿佛有一种对
过往的伤痛和悔恨，像一颗颗种子暗暗发
芽、生长，最后变成一棵棵忧伤的南国植
物——她的小说。

在书的后记里，她提到 6 篇小说写作
和发表的顺序，也就是故事叙述者的出生

顺序。《端午》里的“我”、《秘密渡口》里的赵
尔克、《罂粟园》里的“芨”、《小满》里的

“我”、《魁山》中的巫医九伯和《青柠》中
的青宁，这些先后出场的人物，身处不同
的场景和故事，或向着过去忏悔，或对着
当下进行无谓的抵抗。但殊途同归，他们
走的是同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他们开始
的是同一场无法抵达终点的旅程。

《小满》 这篇小说里的“我”叫莘。
莘，是一种草本植物，根细，有辣味，暗
紫色，可做草药，这正好暗合了“我”的
性格和行为。在小说中，父亲病逝了，母
亲因为在纸厂非职工家属的尴尬地位，不
得已有了语焉不详的出轨行为，在“我”
8 岁的心灵中种下了永远无法驱除的梦
魇。这个叙述者“我”成了一个不近人情
的影子，在爱她的女人中间游荡。当

“我”想找回对“我”有着纯洁情感的女友
杨希希时，她已经决绝地死了。这个“我”只

能成为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无法找到忏悔
和救赎之门的人。

我最欣赏她的 《端午》。整部小说笼
罩着一种无法驱除的神秘气息，这很适合
作者演绎一场有始无终的错位情爱。小说
看似封闭的揭示，似乎并未能阻挡读者对
小说进行多种开放式解读：“全知的我，如
今却成了惟一一个不知道方向的人。”

小说《端午》是一篇关于集体陷落和救
赎的小说。可是，当小说中的人物在走到尽
头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最好的归宿，不是死
亡，就是离开。

对于人的一生来讲，错过、错误、罪恶
一旦发生，可能需要一生的努力来救赎。当
然，这是对向善的人来讲的。否则，他们会
沿着错过、错误、罪恶的道路一直走下去，
最终也无法意识到，人生其实就是一条经
历苦难的道路，也是一场自我完善和自我
救赎的修为。

一个好的作家，最后写的只能是自己。
由此来讲，作家变化一个名称进入自己心
灵世界，进入自己文字的过程，是惟一可以
酣畅淋漓地通过叙述来自我救赎的办法。
可是，永无止境，永远无法抵达。就像托尔
斯泰那样，为了爱和救赎，最后死在了一个
小火车站上。

花
蕾
的
使
命
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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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文
英

一拿到白族诗人严谅送来的诗集《从不呻吟
的花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 年 4 月出版），我
就被诗集的标题深深吸引了。一位高大潇洒的男
士，怎么会去那么细致地关注和感受花的世界，况
且是容易引起细腻而丰富感受的花蕾呢？花蕾应
该是最美丽、最内敛、最绚丽多彩的，是含苞欲
放的，她在为自己生命的绽放积蓄最后的一丝力
量而在等待着、盼望着，喜悦而焦急，羞涩而急
切，淡淡的喜悦与淡淡的忧伤交织在一起。女作
家唐敏的《女孩子的花》就把女孩子与水仙花之间
那种微妙的心理关系挖掘得淋漓尽致。而让我没
有想到的是，严谅也从男性的视角描绘了女性世
界，且依然生动鲜活，在探讨女性命运时也充满了
困惑。

花蕾为什么从不呻吟？应该说，作者对生命状
态的这一感悟非常独特。花蕾专心致志的惟一使
命就是绽放，而不是呻吟、哭泣和哀怨。而诗歌的
意象具有多样性、不确定性、主观性、丰富性的特
点，对于“从不呻吟的花蕾”的主题意蕴的解读，应
该站在“解”与“不解”的立场之间，才可以进一步
把握诗人对生活的哲理和对生命的本质的理解。

在诗集第一部分“丽江——水语之羽”中，诗
人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都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
瑰丽的想象力。“水语之羽”，即流水欢歌飞扬之翅
膀，纯粹是诗歌的语言。“水语之翅膀”隐喻着丽江
古城的小桥流水，似乎小桥流水的节奏和音韵正
在乘风飞翔。诗人在这里构造了一个神奇迷人的
世界。

我们来看看这世界里的生命状态：“从来不让
眼泪/越过屋檐/碰落院心的樱桃//丰乳如牡丹/
深藏三月的帘后/从来不越过冬天的雪线//黑板

上行走的月牙儿/心尖最疼的伤口/用兰苑厚厚的香气包扎//从来不跟
秋风踩碎落叶/从来不跟落叶踩碎秋风/从来不用红线捆扎爱情/不像
厨师/把另一种生命做成可口的艺术/只用满山杜鹃煮一坛毒酒/一生
自饮//只越过雕花窗棂/用木质的阳光浇灌田野/从来不会打干井里的
相思//从来不把捂热的男人/晾上粮架/雪风漂洗过的水光山色/只用
金色的麦粒喂养长流的山歌”。（《纳西女子》）

《纳西女子》的开头三节，就把传统纳西女性的温热、丰腴、淳朴、勤
劳、善良、豁达、任劳任怨等秉性凸显了出来，鲜活生动，画面感和历史
感相互叠映，富有流动感。在这里，“樱桃”的生命是灿烂鲜活的，同时也
是短暂的。三月正好是浓艳的春天，百花齐放，花红柳绿，生机盎然。在
充满生命力的同时，这里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构成了纳西人丰饶
的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诱惑对于纳西男性更大一些，男性走出婚姻
规定的危险性也大得多。诗歌后几节，纳西女性的隐忍和敢于担当得到
了鲜明充分的体现，女子没有让自己的男人看见眼泪，没有一丝一缕的
哀怨和阴郁，依然任劳任怨地承担起一切责任，用毫不张扬的爱和包容
来化解生活中的种种困境。

生活方式是可以选择的，它内在于人的意志和信念。这里可以用纳
西女性的“披星戴月”为证。如牡丹般，女人对家庭、婚姻、友情的忠贞是
珍藏于心底的，“从来不越过冬天的雪线”。纳西女性在隐忍着各种各样
伤痛的同时，没有忘记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孩子成为她们“心尖最疼的
伤口，用兰苑厚厚的香气包扎”。纳西人家喜欢在家里种植兰花，女性自
然也具有兰花的心性。不让自己心尖的伤口裸露，她们用爱、用责任、用
点点滴滴的奉献温暖最心爱的人、最心爱的家，犹如兰花散发出的幽幽
的香气温馨可人。这里抒写的纳西女性是传统的、寂寞的，默默的承担
和奉献铸造了纳西女性的纯粹和崇高。《纳西女子》谱写了一曲纳西女
子的颂歌和悲歌，让鲜活的传统纳西女子的形象永远定格在历史的画
卷中。

其他的诗篇，《云杉坪》是抒写殉情的，还有《雪山》《四方街》《干海
子》等，都是集自然风光与人文精神于一体。正如作者在诗集序言里说
的：“明月清辉，箫声如梦。冰雪是不能溶化热情的，利剑是不能磨洗柔
软的，金银是不能淹没清贫的。淡出锋利，水可以聚成湖泽。阳光浇灌着
半亩心田，小诗还闪耀着红鳞游弋。”

当然，这不妨碍整部诗集具有强烈的当下性。因为在诗歌中，作者
不断渗入叙事性因素，使叙事成为一种有力的抒情，即深度抒情或者冷
抒情，而这种对于生命本源的抒写，恰恰使得诗集在叙事与抒情的二重
奏中，获得了一种直击人心的张力。

无法抵达终点的救赎
□黄书恺

炎炎夏日，土家族作家龚爱民的中篇
小说 《我的前世的亲人》（载 《民族文学》
2014年第7期），挟清新之气，给我们带来
了阅读的快感。这篇小说续写其钟情的红
色题材和寻亲主题。在作者的娓娓讲述
中，我们穿行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隧道
里，跟随主人公跌宕起伏的命运脚步，
唤醒了逐渐淡忘的红色记忆，读懂了烽火
岁月的生死情怀，体悟了善良宽容的人性
光辉。

故事发生在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桑
植县，小说的主人公是红军遗孤谷满穗、
梁三和留守红军战士老颜。红军长征后，
他们在这块红色土地上，半个多世纪里相
濡以沫，共同写就了一部寻找和坚守的传
奇。讲述人“我”是将军——当年的红军
团长杨顺的警卫员，长征前为了掩护将军
突围而牺牲。老颜是团里的文书兼参谋，
长征出发时因脚受伤不能行走而留了下
来，临别时，将军嘱托老颜，伤好后到

“我”家去看看，有啥困难，要想办法关
照，就这句嘱托，老颜付出了自己的一
生。老颜伤好后成了终身残疾的瘸子，但
他历经艰辛找到了满穗母女，随后又收留
了家人都被杀了的梁三。从此，这三个没
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因红色基因情同父
子，相扶相携，不惧风雨，一起走过半个
多世纪。他们经历了反动派的疯狂报复、
贫病交加的折磨、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

“文革”的颠倒是非，身心受到巨大煎熬摧
残。这些都没有动摇他们寻找亲人的执
著，没有动摇他们对信仰的坚守。

小说中的人物有血有肉。老颜读过师
范，胸藏书卷，更有一个战士追随革命到
底的胸怀。他情义当头，为了将军的嘱托
和死去的战友，他背弃了在母亲坟前立下
的娶妻生子的誓言，毅然决然承担起抚养呵
护满穗、梁三的责任。为此他无法走出大山，却在可能的情况下，把
自己的梦想转化成刻苦钻研中医的动力，积极悬壶济世。“文革”中
他经受批斗折磨想一死了之，当看到眼瞎的满穗跌跌撞撞找来，他
的心一下子软了：“我还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娃满穗啷么办？这一
家人啷么办？”他心中时刻盼望将军归来，当有一天将军真的归来，
他又不留情面地责怪将军：“你啷么今天才回来？”

满穗是个外表柔弱而内心强韧的女子。她因是红军遗孤，命运
里便多了一份动荡和凶险、曲折和磨难。她与梁三青梅竹马、情投
意合，在送梁三赴朝鲜战场的前夜，以身相许。然而，梁三在成为战
斗英雄后却没能抵御住一个女护士的追慕，背着两个他最亲近的
人与女护士结婚。在被打成右派、病魔缠身、被女护士抛弃的情况
下，他回到了包谷界。满穗在老颜的开导下，最终原谅并接纳了梁
三，满穗先后还为他生养了两个儿子。当老颜、梁三在县城被关
押批斗时，她不顾山高路险来到县城，只为要对老颜、梁三说一
句：“要好好活下去，千万千万不要想不开。”拨乱反正后回来的
将军问满穗什么是信仰，她回答得极其朴实却又充满草根人生的
识见：“一个人，瞎了眼，得找个理由活下去，就是信仰。”

梁三是将军未曾见面的小儿子，他一直都在寻找亲生父亲，
却没能逃过“文革”批斗和战场上染上的结核病的折磨而英年早
逝，至死都没能见到亲生父亲一面。将军戎马一生，从桑植长征
后，那些跟随他的将士大多数战死沙场，他背上了巨大的感情
债，几十年不愿回到这块红色土地。回来后看到这块土地依然贫
穷，而这块土地上的人依然对他葆有当年朴素的情感，将军“掉
进了巨大的震惊里”，“将军的良心被刺痛了”，他下决心要为他
们做些实事。

作家阎连科曾说：“寻找一个故事的讲述方式比寻找一个故
事要难得多。”龚爱民一直在故事讲述方式上苦苦探索。我们惊
喜地看到，他在《我的前世的亲人》里，因为大胆娴熟地运用魔
幻现实主义手法，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小说中的“我”，是牺
牲了的红军战士谷茂林的魂灵，作者以“死魂灵”作为叙事视
角，虚构和现实交错，幻觉和真实相混，既有离奇幻想的意境，
又有真实可信的情节。在奇诡灵动的叙述中，人鬼不分，生死难
辨，显得夸张、非理性、荒诞诡异，又真真切切反映着现实，对
读者的阅读不会构成丝毫障碍。毕加索说：“死是一种美德。”

“我”虽然死了，和“我”的亲人战友阴阳两隔，但“我”的生
命不会因死亡而中断，而是与前世的亲人相互牵念，与将军常常
梦中相见。“原来所谓的死，却是另一番生的景象。”“我”的生
命仍在延续，占据着时间和空间。“那边”的宁静美丽、公平公
正，“这边”的嘈杂喧闹、尔虞我诈，现实的无奈与极乐的太平
融为一体，既让我们感到沉重，又使我们获得解脱。

在作品中，象征手法运用得心应手。随着时势变化，祸福相
随，满穗的眼睛时而失明，时而复明。在人妖颠倒、鬼影憧憧的
岁月，映山红开白花；在天下太平、亲人回归的时候，映山红开
红花。这些超自然的现象，看似荒诞，却寓意生活中说红就红说
白就白的现实。还有那将军送给满穗的银手圈，是一种活下去的
信物。通人性的老狗代表了坚贞，也暗批有的人猪狗不如。月光
像梨花雪花，像云团棉絮。将军与牺牲的部下在“那边”相会。
一直以为身后无子嗣的将军，回乡后才知晓，满穗的两个儿子原
来就是他的亲孙子。作者的意图是喻示以将军为代表的革命人或
中国革命的根就在最为普通的百姓身上。作者没有明确告诉读者
什么，而是让读者去想象，去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这类例子在
作品中数次出现。这些象征手法无不带有魔幻的色彩，凸显作品
亦幻亦真、迷离空灵的特色。

面对这些普通人的生存与死亡、鲜血和泪水、分离与聚合，
以及欢乐和苦难，读罢《我的前世的亲人》，令人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