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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摹与讴歌描摹与讴歌““最纯净的景观最纯净的景观””
——读李佩伦散文集《倔强的爱恋》 □向云驹

回族学者、作家李佩伦的散文集《倔强的爱恋》作为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之一种，近期由宁夏人民出版

社出版发行。全书收入作者关于回族民族性格、民族精

神、回族文化、家族谱系、回族文化名人等文章40余篇，

是作者对于“回族文化”思考和书写的一次集中展示。

李佩伦祖籍京郊昌平西贯市村，这是一个著名的回

族聚居的村落。他自小在回族平民家庭里成长，深受回

族文化、宗教、信仰、习俗的熏陶，也受老北京文化的耳濡

目染。他后来在中央民族大学长期执教古典文学课程，

是元代文学研究专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他还活

跃在回族文化社团中，出版过多种回族文化研究的著作，

对推进当代回族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关注戏

剧的历史研究，在少数民族戏剧和当代戏剧创作等方面均

有著述，是戏剧研究与评论方面的专家。正是这样一种多

元的学术身份，使这本《倔强的爱恋》具有别致的品格。

回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这个民族可

以说是我国古老、悠久、辉煌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路丝绸

之路的一个伟大见证者。千百年来的迁徙、游历、商旅和

驻足，使回族人民对祖国的情感有更加深刻、复杂、特殊

的内涵。《倔强的爱恋》的书名，来自于其中的一篇同名散

文。这篇散文的优秀之处正在于写出了“小我”和“大我”

共同的对伟大祖国的认同、热爱、礼赞，篇幅不长，但字字

珠玑。文章写了回族的离乡，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形成了

一个新的族群，并且“伸展着，向秦陇，向齐鲁，向荆楚，向

巴蜀，向海角天涯，向白山黑水”。作者用诗化的语言描

摹回族祖先是怎样“在历史的夹缝中，滴着血走过了最坎

坷的路”，他以沉重而痛彻的笔触向回族先祖致敬，泣血

锥心般地写出了他们遭遇过的最深重的苦难。作者热情

歌颂一个民族在苦难中的不屈精神，他们从最卑微处生

存，从最荒凉处生长，从最失落处传承；他们“挚爱着这片

土地”，他们“参与着中华文化的创造”，他们“把祖国的命

运和回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这个民族的

“民族魂”。他急切地呼吁：“回族人应当去认识、去接近、

去呼唤回族特有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极单纯、极复

杂，一望可知，又难以捉摸的民族魂。”李佩伦不仅忧患回

族精神的未来走向，而且从民族的艰难而苦难的历史中

发现崇高的品德、精神，发现苦难的意义，发现倔强的爱

恋。这是对一个民族的灵魂的深刻书写，是为一个民族

塑造出的文字的精神纪念碑。

回族作家张承志在其小说（如《心灵史》）和散文中多

次推崇“清洁的精神”。清洁、干净、洁白这样的精神意

象，的确是回族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乃至民族性情、性格

上的一种鲜明品格和特征。张承志把这种民族本性化为

个人面向当下的精神张扬，以笔为旗，与世俗、堕落、妥

协、颓废、平庸展开唐吉诃德式的“风车大战”。人们更愿

把张承志的书写视为一个作家的特立独行。实际上，张

承志的“清洁的精神”与回族的民族传统有关。李佩伦的

散文从文学的意义上对回族的“干净精神”进行了正面的

书写，并由此揭开了回族的精神奥秘。

在《倔强的爱恋》中，李佩伦已经指涉到回族精神上

的“最纯净的景观”。在《绿魂》《绝色的沉思》《天堂在母

亲脚下》《白云一缕，几点白鸽》《每逢佳节倍思己》《走进

西道堂》等篇什中，作者讲述了白、绿两种色彩在回族人

民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白帽是回族人的重要标志，“融进了回族八百年的历

史”。作者认为，头戴一顶白帽的回族人，“是最少装饰的

肖像”，最朴拙、最平易、最单纯的白帽，拒绝着令人炫目

的“五色”，表述着主人执著于一的永恒的追求。在特殊

的年代，戴白帽的回族男女被人误解，此后又遇到“白专”

的污名化。但是，“摘下白帽，并非摘下头颅，掖在箱底，

并非埋入坟茔”。终于，随着祖国的进步，“作为永恒为属

的白帽，可以坦然戴上头顶，戴着她，饥而不饿，孤而不

独，遭辱而无愧，恋生无惧死。我眷恋着白！祖国的阳光

下，她是炽热，她是纯净。”（《白云一缕，几点白鸽》）这里

展示的是一个民族的骨气和大气，白帽的沧桑经历和始

终如一的色泽，正是一位回族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精

神象征。

以绿色为贵，也是回族的一个特色。作者写到，尚绿

在回族文化中的表现是普遍而广泛的，“清真寺的穹顶和

邦克楼多是清一色的绿。大殿里外装饰色无不以绿为

主。清真商店的牌匾，清真食品的包装，回族家庭悬挂或

粘贴的都阿，大多以绿色为主调。在回族人中，阿訇老人

家莅任，坊上穆民多赠绿袍表示尊仰”。（《绿色的沉思》）

作者认为，回族人对绿色的倾心，是一种天性般的自然选

择。绿色发源于森林、草原、原野的绿色环境，伊斯兰文

化来自于这样的生态理想，并且形成和建构起心灵世界

的绿地、圣地，这种心灵绿意的本意又表征着和平，“宁静

和平的绿色大地，才会有着永恒的勃勃生机”。回族的绿

色理想在今天这样一个生态恶化、退化、沙化的世界，已

经成为一个全人类的梦想和时代最严峻的话题，作者展

开知识描写和思想想象，对绿色进行了上天入地、出古入

今、合情入理、纵横捭阖、汪洋恣肆的描写、抒情、哲思。

绿，是大地的本色，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人类的共同的乐

土，是有形的存在，更是一切生命的魂……呼唤绿色，“是

人类生命史上的最伟大的一次苏醒”。（《绿魂》）在这里，

文字的境界和格局，一个民族色彩表征的书写意义，都已

经臻于大气象，站在了全新的精神高度。

《天堂在母亲脚下》也是一篇回族文学的佳作。作者

用丰富的细节描写了自己的母亲如何言传身教回族的优

秀传统。母亲的含辛茹苦、任劳任怨、仁慈博爱、回民性

情，深深教育和影响了作者。这个鲜明的回族母亲形象，

也让我们理解这个民族博大的胸怀和情怀，理解这个民

族为什么不会被任何苦难所压倒。《走进西道堂》和《贯市

李及贯市清真寺考略》是两篇“寻根”之作，前者寻的是精

神之根，后者寻的是家族民族文化之根。西道堂是我国

伊斯兰教和回民族的圣地，作者在那里经历了一次精神

还乡。贯市李是作者的家族事迹，通过缜密的考证考据

考辨，作者还原历史，回到历史现场，完成了对一段重要

的却因失落而支离破碎的历史的重建。

作者还浓墨重彩、饱含感情地书写了一批他所熟知

的当代回族文化名人，让我们对回族文化的当代历史高

度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写马连良的艺术创造和贡献，在

写其曲折人生历程时，用科学的精神和可据的材料为马

连良辩诬，“重作钩沉，重现历史真容”，可谓有情有义、有

胆有识。写丁峤则写出其晚年对自己回族身份的回归、

对回族文化的学习及对回族文化作出的贡献。作者敏锐

地观察到：“丁峤对自己民族的认定，不会以牺牲他的革

命理想为代价，二者相融于灵魂深处，只能更有效地护卫

着灵魂的纯净。”（《丁峤，我敬重的一位好人》）这一观察

和结论，是一位作家素朴的观感，也是一位学者深刻的洞

见。此外，关于指挥大师李德伦、戏剧家李超、评剧艺术

家马泰等人物，无不写出了与他们交往的深情厚谊以及

他们的回族情怀，从一个特别的视角展示了这些人物的

民族心理、民族情感、民族性格。同时，作者常常在写他

所崇敬的人物时要对他所鄙夷的本民族中的一些“小人”

及其猥琐作派给予严厉批判，时时彰显出去污的“干净”

追求。

这部“回族文学”文集的“干净”品质还体现在作者文

字的“干净”上。从古典文学研究走出来的李佩伦对文字

的运用也具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和特征，那就是典雅文雅

风雅和简练洗练精练，因而在总体特征上形成了文字上

的“干净”风格。他总是以古典散文、诗词的意象和文字

技术去写具有诗意的文字和思想，比如他写道：“绿草茵

茵，跪满了穆民兄弟，都静静聆听诵经。夜色未退，却开

启了心底的黎明。”（《走进西道堂》）他把古典意象随手拿

来，融入眼前风景，比如他写道：“凭窗眺望，古城依旧辉

煌。灯火阑珊中向历史张望，直趋玉门的战马嘶鸣，悠然

鸣响的古道驼铃，黄河上的白帆点点，华林山下的血与火

的升腾……”（《兰州行》）他惜墨如金，字斟句酌，比如他

写道：“两岸，彩屏回护，簇拥着，与水相依，相挽着，与江

争恋。威严的山峦，失去了力度，已被柔情萦绕，被柔情

融透。”（《我的漓江》）写人物别开生面而又具深刻性，写

风景典雅华丽而又诗意盎然，写哲理博大深邃而又灵性

颖悟，这些无不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素养和文字功力，使这

本散文集平添了阅读的魅力。

反映一个民族或族群历史记忆的文本，既可以

采取历史叙事，也可以采取文学叙事。一般来说，历

史叙事比较常见，它们要求客观、真实，一般没有或

者较少文学性的描写或者虚构，各种史籍、方志、民

族（俗）调查报告等，大致都属于这类。文学叙事则要

求有故事性，有艺术想象，有艺术上的感染力，真实

性往往不是重点。其常见形式一般有史诗与小说两

种类型。历史叙事能让读者了解相对真实的过去，但

枯燥的文字常常让人敬而远之；文学叙事能让人爱

不释手，但又常常让人对真实历史的认知越来越模

糊。那么，有没有一种既有历史叙事的真实感又有文

学叙事的可读性的反映民族记忆的文本形式呢？畲

族青年女作家钟红英花费近两年的心血著成的《崖

壁上的舞者——古老畲族的文化探秘之旅》，让我真

切地感觉到了这种可能性。

《崖壁上的舞者》是以散文的形式记录和反映散

落在畲族民间丰富的民族记忆的文学探索。的确，它

是一部散文集，但它又不仅仅是一部散文集，在某种

程度上更像是一部散文体式的民族志。个人认为，作

者用这种散文形式的文学叙事来呈现一个民族的历

史记忆是成功的，她不仅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畲

族民间世代相传的“真实”往事，也让我们充分领略

了她充满艺术感染力的散文技巧。可以说，散文叙事

对于再现民族群体记忆的确有其独特的优势。

其一是散文无需为讲述完整的故事而虚构人物

与故事情节，可以尽可能地如实记录族群记忆的实

况甚至还原族群历史的真实。如关于“牛栏祖地”的记述，虽然传说本身

充满荒诞的神话色彩，但它曲折地反映了畲族人民的信仰和对民俗的

看重。又如《远去的村庄》里关于久泰村村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村落的

历史演变的描述，将村落的历史记忆融化在雅致的文学叙事之中，真实

可感。此外，朱熹在连江七里畲寨与狐狸结缘作《凄狸赋》、景宁敕木山

惠明和尚对当地畲族开基史的贡献与影响、东坂巫姓畲村崇祀祖先神

“民主公”而作的神秘道场等，这些记录并不见于史籍，却真实地反映了

畲族民间的历史记忆。类似的记述在书中比比皆是，使这本散文集具有

浓浓的民族志书写的味道。

其二是散文的书写形式比较自由，既可以叙事，也可以抒情；既可

以引经据典，也可以兴之所至；既可以讲故事，也可以论事理；既可以客

观引述，也可以主观评析……总之，散文可以利用几乎所有的写作手法

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种书写形式的多样性，使散文具备了无限的张

力，无疑给作者的民族记忆叙述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崖壁上的舞者》

中，许多民间传说都充满着奇幻的想象，如畲族始祖忠勇王的传说、仙

字潭摩崖石刻的传说等，这些传说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的主观认知

和解释，并非真实的历史。作者在讲述这些传说故事时，并不刻意去判

断传说的真伪，而更多地去分析传说产生的情感因素和环境因素，以及

传说对畲族的文化意义和自己的特殊感受。这样书写是明智的，因为传

说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判断真伪的命题，更多的是体现一个民

族对历史的群体性认识，寄托一个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反映一个民

族的价值观。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传说本身的真伪已经不重要了。

其三是散文叙事可以宏大，也可以琐碎。这里的琐碎叙事并不是烦

琐无聊的琐碎，而常常是较多关注于宏大叙事的小说、史诗以及历史叙

事的史志所忽略的细节。在畲族民间，有无数人口不一、大小不等、风俗

各异的畲族村寨，有无数关于祖先、关于过往、关于生活的可以很离奇

也可以很朴实的传说、故事、歌谣。这些在史诗、小说、史志中往往被视

而不见的细节，恰恰是构成畲族历史与文化的最鲜活的材料。在《崖壁

上的舞者》中，作者将这些琐碎而丰富的传说、故事、歌谣、风俗进行精

彩论述，或叙或议，或引或述，娓娓而谈，让你不由得感叹畲族的历史竟

是如此的生动和丰厚，畲族的文化竟是如此的丰富独特而又充满底蕴。

其四是散文“形散神不散”的特点，使作者行文更为灵活自由，充满

跳跃性。在《崖壁上的舞者》中，这种跳跃性不仅反映在各篇之中，也反

映在各篇之间。如《远去的村庄》中，第一节以久泰村的景观描述开始，

很快又通过回忆童年引出生动的畲族乡村生活风情，并通过“忙”与

“闲”时山歌嘹亮的生活场景，再现了畲族人曾经“无歌不欢”的豁达乐

观性格，最后又回到现实，告诉你“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样的山歌

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散落，再无人传唱”。第二节则从对村庄的眷恋

写起，一转引出祖先与村庄的由来，再转引出村庄祭祖、酬神的风俗盛

况与作者的感受。第三节回溯“我”和村人民族身份转变的历史渊源，以

及畲汉互动中曾经引发的悲伤故事。第四节则从族群演变历史与迁徙

历程，引出畲族内部曾经很神秘的“寻亲密语”，最后转到“我10岁的孩

子”对家乡、对畲族的认知。这种跳跃性的书写看起来散乱，其实是通过

不同的视角展示“我”、久泰村、畲族的历史关系，散而不乱。这种跳跃性

书写，在各篇中都能看到。从全书来看，散文集每篇的内容各不相同，但

都是从某个视角展示畲族历史、文化的某个断面，主题仍然是集中的。

《崖壁上的舞者》作为一本民族记忆的文学叙事是相当成功的。全

书充满情感的叙述、艺术性的书写和大量鲜活的民族志材料，都令人称

道。如果不是民族院校的求学背景，作者要完成这种民族志意义的文学

书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钟红英在写作中所展示出来的扎实的民族

（俗）志调查功底和实践，令我这个民族学出身的人也自感有所不如。因

此，我更愿意把《崖壁上的舞者》当作是一部文学性的民族志或民族志

的文学性书写的特殊文本，而不仅仅是一部散文集。

《崖壁上的舞者》是畲族文学的一种探索性文本，它开启了一个更

好地贴近民族记忆的新形式，这在畲族民族志书写和畲族文学史上具

有重要意义。尽管可能在叙述中和材料运用上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但相

对于它所取得的成绩，这些不足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衷心地期待红

英能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把畲族文化用文学的形式完美地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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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散文的韵味与理趣边地散文的韵味与理趣
——浅谈侗族作家李代权散文的特色 □唐德亮（瑶族）

侗族作家李代权致力于散文、传记文

学创作。散文集《一座莽山与一条长河》就

是他近期发表的散文作品的汇集。这是一

部描绘边地风情、铺叙人生历程、抒发性

情哲思的散文集。李代权生长在黔地侗

乡，读罢文集，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边地

汉子以侗乡风物、土司遗迹、神奇边寨、浩

渺长河为背景，裹着浓浓的边地风情一路

走来的风姿。书中浓厚的民族特色、如诗

如画的意境、独具风味的童趣、深邃的人

生哲理可谓感人至深。

李代权家乡在贵州黔东南的苗岭深

处，那里的侗族至今仍旧十分完好地保留

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民族风情浓郁。虽然

李代权青年时期就离开家乡去了异地，但

家乡的吊脚楼、鼓楼、风雨桥、芦笙、石板

路……一直牵动他的情感，促使他时常把

散文的视角对准魂牵梦绕的边地侗乡，将

侗乡风物人事作为笔下的审美对象。

侗乡山寨是李代权散文中精心描绘

的审美意象。对侗乡山寨的审视，作家注

重的是对地方特色和民族色彩的描述和

揭示。在《故乡的洋炉》《梦》《偷果子的回

忆》《血染的风采》《父亲的桥》《童年的小

火箱》等散文中，作者分别从侗寨的历史、

建筑、火塘、夜色、情趣等多个角度对侗寨

的风土人情、文化特色作了浓墨重彩的描

绘，赋予诗意，寄托情怀。

富于侗族地域特征的自然风光，也是

李代权散文中着意描绘的审美意象。侗乡

大都依山傍水，大山、林木、河流与侗家生

活息息相关。大山的富饶、雄奇、壮美赋予

人们独特的气质和生命伟力，河流的充

沛、深邃勃发出生命的活力。例如《一座莽

山与一条长河》中，作者以一次族人前往

莽山祭祖的长途跋涉为线索，运用实景虚

写、虚景实写的表现手法，将山路、侗寨、

莽山、溪谷、长河的自然景观与侗民祖先

迁徙史结合起来，赋予莽山、长河独特的

象征意义和特殊的审美内涵。

李代权这些蕴含民族特色的边地散

文诗意盎然，文化意味深邃，饱含民族情

感，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审美感受。可以

说，他的散文意境闲静，感情真挚，画面独

特，富有诗意。

清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境

界作为艺术的最高追求，“有境界则自成

高格，自有名句”。好的散文也会有意境，

李代权的散文就具有这种情物相融、如诗

如画的意境美。尤其是他的那些叙事抒情

的散文，更能够使人如临其境、如历其地、

如观其景、如闻其语，意境完美。

《司头寨》是以边地侗寨为题材写就

的一篇抒情散文。作者紧紧抓住贵州高原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土司侗寨别具特色的

地方风物，并结合自己的童年生活来组织

材料，抒发情怀，把自己家乡雅致神奇的

景致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借助对司头寨

独特神奇的地理环境的描绘来叙写山寨

的大美，抒发对山寨的深情。精致的文笔，

美妙的语言，把读者带入一个色彩斑斓、

如梦如幻、富有诗情画意的美丽山村，传

达出对家乡厚土的特别情怀。

李代权善于把对客观事物的细致刻

画同丰富美丽的想象紧密地结合起来，使

景致充满诗意。在《江月小酌》中，作者以

饱含情感的笔触、清丽秀美的比喻，精致

细腻地描绘出一幅令人神往的“江畔月

影”图。在这幅图画中，作者运用轻慢自然

的叙述，借助生动随性的语言串联一个个

铮亮夺目的细节，营造出优美深邃的意

境。

许多作家都喜欢用文字追忆自己的

童年，他们的文字或深沉哀婉，或诗意浪

漫，都是对童年那段离自己越来越远的生

命历程的追念。李代权文中的童年是过滤

掉时代苦难和生活艰辛的童年，是充满童

真和诗意的童年。在《童年的小火箱》中，

他以小火箱为线索，以贵州高原的冬天为

背景，通过对怀抱小火箱跨沟过坎追赶牛

羊、上学途中火星飞花、课堂上烧烤食品

的诱惑、道旁雪野的早餐等情景的描绘，

把读者带进了一个梦幻般美好的童年生

活之中。这些描绘童年生活的散文不仅如

诗如画、邈远神奇，而且温情脉脉、情趣盎

然。在《偷果子的回忆》中，山村儿童嘴馋、

顽皮，“偷”乡人的水果“偷”得智慧，“偷”

出了无穷的乐趣，作者借助这份乐趣写出

了山村的和谐与人情的纯美。在《走进童

年的山塆塆》中，通过进塆采摘蕨菜所引

发的一连串饱含情趣的童年生活情景的

回忆，生动地表达了“艰苦的童年，也是接

地气的童年”的主题。

李代权的散文——特别是边地散文

具有感发读者审美情趣的理趣美，理趣美

增添了他的作品的艺术魅力。在其散文

中，无论是叙事描写所蕴含的理，还是直

接陈述的理，都是通过丰富的联想和想

象、生动的描写和叙述、精彩的分析和概

括、不拘一格的行文结构和活泼风趣的语

言表现出来的，具有丰富的感情色彩。

在叙事抒情的散文中，李代权善用生

动逼真的描摹叙事与委婉说理评判相结

合，既有理性因素又有浓烈的情味。在说

理散文中，李代权更善于将充沛的感情融

入事理的阐释，理中含情，新颖有趣，生动

形象，给人以哲理的启示和情感的熏陶。

《永恒的泪水》《我们顺水漂流》《血染的风

采》《故乡的洋炉》《诗意地垂钓》等散文都

是将思维的触角伸向寻常的生活哲理，以

含蓄的抒情警句，将哲理点化出来，启迪

人们的心智，彰显理趣的魅力。

李代权的散文意境优美，格调高雅，

个性鲜明，富有民族特色。这是李代权散

文作品的魅力所在，这也是散文集《一座

莽山与一条长河》能引发共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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