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扎西措的小说《长征路上的扶贫人》有一
个“非典型”的开头———婚姻裂变，女儿啼哭，
“我”身心俱疲，抛下女儿如同逃遁一般扎入
高原藏区的扶贫工作。 为何说是“非典型”呢？
因为这里没有扶贫文学里常见的对扶贫干部
严肃、高尚动机的展现，也没有对社会背景进
行宏观、正面的铺写。 作者就这样让主人公带
着一地鸡毛，跌跌撞撞地走上了扶贫之路。

扎西措在“后记”里告诉我们，这是在她被
催稿之后，在“某个夜深人静的午夜”受到“着魔
般”的念头的迫使，忍痛舍弃已写的 8 万字，重新
开始的结果。 重写的开场有一点儿危险———被生
活撕裂、心神不稳的叙事者怎么能讲述令人信服
的扶贫故事？ 自然也有一点儿诱惑———似乎预示
了后文将有生活感极强的故事，有情绪浓烈的戏
剧冲突。

小说文本证明是后者。 《长征路上的扶贫
人》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作家扎西
措于 2017 年在四川博览局挂职的经历为基础，
虚构了女主人公林美娇作为博览局下派到藏
族乡村的扶贫干部，以她的视角再现川西藏区
在脱贫攻坚中摆脱贫困与发展经济的故事。 作
家以 R 县指代的藏区， 在现实中就是风景壮
美、文化深厚、拥有红军长征记忆的若尔盖。

作家让叙事者携带双重身份———既是扶贫
干部、又是希求新生的女性———走上这条“长征
路”，实际上，这就是让她走上了把“小我”与广
阔天地、与他人的悲喜交汇融合的道路，这是一
条自我救赎、自我成长之路。 在这个过程中，这名
叙事者带读者领略了高原藏区的胜景、饶有趣味
的生活方式，把脱贫攻坚这一宏大的国家工程深
植于鲜活灵动的乡村生活中去展现。

叙事者的女性身份，使故事顺理成章地沿着
女性群体的人际脉络展开。 驻乡镇的女干部和驻
村的女性“第一书记”、勇挑重担的妇女主任、聪
慧坚韧的单亲妈妈、依凭孙女生活的未婚老姐妹

……女性千姿百态的命运从私密的女性对话里
得以透露， 从细腻的女性观察者眼中展现出来，
尤其是被正经历“情伤”的女性叙事者说出来，
尤为百折千回，带有同情、悲悯的温度。 女性们的
故事昭示了，是否受“贫”和受“困”，不应仅从
经济指标去衡量，还应考量其具体的生活处境和
心理境况。 在广袤的高原生活了数千年的藏民，
在人居条件艰险的环境中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
和不畏艰险的精神”， 在与雪山神湖的相伴中获
得心灵的宁静。 他们一旦获得良好的外部支持，
就会步履豪迈地“绝尘而去”。

小说情节的可读性来自于文本提供的生活
细节。 《长征路上的扶贫人》写得最有趣味的部
分，是几名干部和村民为了发展村集体经济而去
牧区购买牦牛的故事。 藏地由农耕和游牧两种经
济模式组成，农耕的生活接近于汉人农区，牧区
却呈现为另一种“苍凉和博大”的生存况味。 作
者描写了牦牛扬尘奔驰的壮观场面，书写了买牛
者和卖牛者之间明争暗斗的博弈———

“牧区人最爱用这样的方式考验一个人的智
慧。 他们并没有坏心眼，而是习惯在较量中达到
目的，特别是跟真正的牛贩子打交道，那可真是
斗智斗勇啊。 过去社会治安不太好，经常还会出
现掉包的事，遇到厉害的商人，甚至会有火并的
危险。 他们的口才也特别好，一句话一个谚语，把
你绕得晕头转向。 ”

这样的叙述信息量不小，生动地叙述了只有
“文化持有者”才能了然的地方知识。 人们的行
事与言说， 背后往往有看不见的网络的牵绊，有
隐秘的支配逻辑。 民间智慧产生于具体的生活与
生产实践。 扎西措写出了扶贫事业所依托的生活
脉络。

在购买牦牛的途中，一行人还遭遇了突降的
大雪，以及雪后被悄悄包围上来的狼群。 扎西措
把狼嚎、狼的脚步声、喘息声给人造成的心理压
力写得活灵活现，也不吝赞美了同伴的勇敢与智

慧。 对外乡人来说，牧区日常生活充满种种“奇
观”，种种弥漫生死豪情的戏剧，把人击碎了又重
组起来，成为一个新的自我。 这样就可以理解，大
口吃肉，大口喝酒，痛快淋漓地大醉一场，并不仅
仅出于当地人的民俗礼节，还是在历险与搏斗之
后急需安顿身心的生理需求。 小说提供了缠绕着
呼吸、气味、温度的生活故事。

拥有这些故事的藏族乡村，尽管在经济发展
上是需要国家扶持的贫困地区， 但他们在文化、
传统、生态上不可谓不富饶。 一个借助扶贫工作
的艰苦、借助藏区乡村的淳朴人情来“疗伤”的
叙事者，引出了关于贫困与富饶的辩证法。 扶贫
人也是“被扶者”，他们收获的是精神的日渐充
盈，心灵的超脱与豁达。

看来， 扎西措在叙事上出其不意的一招，把
关于“扶贫”的文学书写引向了更深入的层面。
脱贫攻坚作为彰显民族精神的历史性工程，把
扶贫人与被帮扶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除了工
作、事务上的联系以外，二者更内在的关联，乃
是彼此心灵的联系。 只有前者保持谦卑地进入
他人的生活， 才能深切地了解贫困表象的背后
未必没有令人羡慕的富饶， 才能理解不由人力
支配的诡谲命运可以把人抛掷到何方———就如
同扶贫人“我”遭遇的中年危机。 而化解物质与
精神穷困的途径，依赖人与人的亲密联结（就像
扶贫人与帮扶对象）， 依赖超越小我的人间事
业，依赖永恒大地无言的启示。 在小说的末尾，
“我”和藏地乡村都获得了新生，这是自内而外
获得的力量。

《长征路上的扶贫人》从现实中的脱贫，回
溯到历史上的长征；从圣山圣湖的传说，谈到笼
罩烟火气的饮食；从“扶人”延伸到“扶己”……
小说把扶贫事业展现为一场对各类人群都有教
益的社会教育，促使人投入社会，认识自我、认识
众生、升华精神，这是一名藏族作家对国家与时
代最诚挚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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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 昭

川西藏地的贫困与富饶
———评扎西措的《长征路上的扶贫人》

□ 李自国

用豪情激发巴蜀风的穿透力
———从空间维度评黎冠辰新著《巴蜀风散板》

《巴蜀风散板》 是诗人黎冠辰长达三十年
来持续关注巴蜀文明， 细磨研读巴蜀遗风，大
量走访巴蜀山川风物的散文诗新作，最近由四
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巴蜀文明为创作主
题，巴蜀文明既是辉煌华夏文明的一叶，又是
自成体系的特色文明， 而作者以巴蜀山川、历
史人文为创作对象，将巴蜀民间音乐节奏作为
载体，采用八个章节，系统全面地展现了巴蜀
地区乡风民俗、先贤人物、历史典故等的独特
魅力，是诗人对巴蜀文明的全新解读和对巴蜀
儿女精神内涵的集中再现。 全书八个章节，犹
如八个乐章，文学色彩浓厚，音韵美感突出，写
作手法上也有较大的突破，具有较高的阅读价
值和审美价值。

梦魂萦绕的乡情空间

在波德莱尔的定义中，灵魂的抒情性动荡，
就是生命空间的热烈感知， 是诗人对客观世界
和生命进程的积极态度，是由表及里，由里到
外的情感释放，它具有强烈的思想意识和感情
倾向。《巴蜀风散板》写作长达几十年，时间向
度之长，维度之大，不能不说它涉及内容之广，
涵盖内容之多，但它将梦魂萦绕的乡情抒写得
淋漓尽致、脍炙人口，则是其一大特色。 首先，
我们跳出纵向的时间思维， 从横向维度来审
视，《故园：甜蜜的词汇》颇能让我们感受到作
者写作手法的娴熟与沉稳，其中几篇可以说将
诗情画意演绎到了相当的高度。比如《蔗林，响
彻长叶的弦音》， 一下就将我们带入到了乡情
温润的空间：“那时候的甜乡山野，最温馨的琴
音，是甘蔗悠远绵绵的长叶，在微风中的摩挲
声。 甘蔗林的长叶声，将浓雾和阳光割成高低
音区。 那些红砂糖、清水糖、白糖、冰糖的花期，
就在这或高或低的音阶里打开，为各曲子谱写
修饰音。 ” 如此细致入微的观察，如此别出心裁
的描写，如此沁人肺腑的乡情，不仅让诗人自我
陶醉，也让读者如临其境，充分分享到了“飘逸
蔗糖浓烈的香韵。 ”

黎冠辰写作的笔迹走遍了巴山蜀水，他对乡
土人情的观察与洞悉，禁不住让我们对他刮目相
看， 许多司空见惯的现象和平淡无奇的情景，在
他的笔下都是那么的光鲜亮丽、熠熠生辉，说明
他不仅是一个有心人， 不忽视生活的点点滴滴，

而且具有敏锐的目光， 像鹰隼一样善于捕捉猎
物，因此，他便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视角，开创了
以散文诗系统解构巴蜀乡情的先河，不遗余力地
激发巴蜀风的穿透力。

耐人寻味的人文空间

人文空间是《巴蜀风散板》的重点，所占篇
幅几乎占据全书的半壁山河， 可以说它是诗人
黎冠辰三十年来最为热衷的选题， 几乎囊括了
巴蜀风土人情、 民间习俗， 读他的这些散文诗
不仅能窥见巴蜀人文的来路与走向， 而且能领
略其阴柔和阳刚， 触摸到巴蜀人脉的跳动与震
颤。 正如前文所言，许多不经意间的东西，都被
诗人发现并赋予了它耐人寻味的内涵。

比如《巴蜀对联》，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每
到新年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张贴，是巴蜀人家的精
神会餐， 其普及程度不亚于阖家团圆的年夜饭，
一副对联不仅对走过的时光进行眷顾与回望，而
且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亲切向往：“巴蜀的对联很
简朴，似山民的一条旱烟，或者一头白帕子，风雨
中有些陈旧泛黄， 但改不了山民黑里透红的肤
色。 ” 诗人开题进行素描，不温不火、不急不慢，
比喻朴实恰当，联想准确规范。

要想了解巴蜀的人文特点，就绕不开遍布大
街小巷的茶馆。 它既是巴蜀有别于他乡的一道景
观， 又是汇聚天下英才与三教九流最多的场所。
请看，黎冠辰在《巴蜀茶楼》中，又是如何将他的
人文关怀体现出来的：“巴蜀人以茶客自居，每过
一段路，都铺陈茶道的标志。 跟着茶肆的线路走，
你永远不会迷失。 ”

巴蜀的人文空间承载着太多太多意义非凡
的传说与故事。 剑门关的威严，夔门的险峻，川西
平原的富庶，大巴山的雄奇，使这一片锦绣河山
自古是人文精神的荟萃地和大本营。 因此，也就
不断刷新着诗人黎冠辰的眼界，使他对民间习俗
熟记于心，写下了一首又一首入地三尺、人情暖
手的华章。

意蕴深刻的历史空间

相较于乡情空间梦魂萦绕的牵挂，灵魂呈现
出的抒情性动荡， 人文空间耐人寻味的风俗，梦
幻式的情感波动，历史空间则更多的是意识的惊
跳，意蕴的绵长和深邃。 波德莱尔说，“又苦又甜

的是在冬天的夜里， 对着闪烁又冒烟的炉火融
融，听那遥远的回忆慢慢地升起，映着茫茫雾气
中歌唱的排钟。”《巴蜀风散板》中那些抒写历史
人物和古建筑的诗篇， 也就将本来是冰冷的往
事， 幻化成温暖如春的泉水在我们心中流淌，成
为亲切的记忆。

黎冠辰的历史空间首先表现为对英雄精神
的敬仰与倡导。 在《秦良玉》一诗中，诗人对这种
情绪的渲染一目了然：“在石柱，秦良玉的名字打
开了巴蜀的天空， 让明朝的云朵飘逸女性的柔
美， 映照史书第一次书写女子的那种雄壮与刚
强。 ”抒情的细腻性，语言的浓缩性、节奏的跳跃
性， 将一个又一个联结的意象呈现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不仅对秦良玉肃然起敬，而且深切感受到
了诗人独特的英雄情怀。 对英雄的礼赞在《巴蜀
风散板》中随处可见，《江姐：巴蜀的铮铮铁骨》
《邱少云：潜伏在千山万水》《黄继光：俯身的骨
骼展翅正义的呼啸》等，也写得有声有色，给我们
留下了过目难忘的印象。

其次，那些土生土长的巴蜀俊杰，在诗人的
笔下也大步流星、悉数登场，如陈子昂、薛涛、苏
轼、秦九韶、杨慎、李调元等都像星汉般辉映着巴
蜀历史的天空，让后人敬仰。 这些充满哲理的诗
句和对人世沉浮淡然处之的人生观、 世界观，无
疑在给诗人的作品带来亮丽的同时，也让读者的
思想和精神受到一定的感染和洗礼。

在黎冠辰构建的历史空间里，除了上述光耀
历史的人物群像，另一个就是对风景名胜与文化
遗产的欣赏， 尤其是他写都江堰的那些篇章，思
想的犁铧驶过的深度，可圈可点。

读完《巴蜀风散板》全书，我们发现黎冠辰
构建的空间维度是那么的让人梦魂萦绕、耐人寻
味、意蕴深刻，他用饱满的热情和爱心孜孜不倦
地激发巴蜀风的穿透力，打破了常规散文诗注重
个人情感抒发的套路，做到了选题重大、格局庞
大、结构严谨、格调清雅，以独特的艺术视角，系
统解构巴蜀文明，帮助读者更深刻全面地了解巴
蜀风情，读懂巴蜀精神。 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忧
郁》 中有过这样的期待：“有一个美丽富饶的地
方，人称作理想的净土，我憧憬着和一个旧情人
一起去哪里旅行。”如果先生没有远去，我真想邀
请他，抽空到巴蜀来走一走，说不定巴山蜀水正
是他理想中的乐土呢。

王庆九很多人不太熟悉， 但在阿
坝州这片热土上， 几乎没有一个文艺
工作者不熟悉他。 尚不认识他的人，可
以有三个途径去了解， 一是阅读他的
文艺作品， 二是倾听他人讲述他的为
人处世，三是直接接触他本人。

在众多文艺家里面，令我敬重的，
常常是那些从底层出发、一路坚持、勤
勉奋发、 成就不断且不忘谦逊提携鼓
舞后来者的人。 王庆九就是其中亦师
亦友的一位。

王庆九曾是教师，处处可见他“为
他人做嫁衣”的优良品行。他曾经一心
为教育，而今一心为文学艺术，竭尽全
力在以藏族羌族为主体民族的地区工
作。 无论谁，不管其籍贯年龄、族别、性
别，只要爱好文学，只要作品优秀，都
可以进入他的视野。 几十年下来，但凡
认识他的人，都会喜欢他的谦逊、真诚
和任劳任怨、兢兢业业。 所以，王庆九
这种从心灵世界中酿造呈现给这个时
代的文学之美、艺术之美、生活之美，
常常令我等不禁为之喝彩。 这里，想谈
谈他的散文集《独唳无声》及其美学
特征。

读过这本散文之后， 我的审美世
界意外收获了这样一份恬美难得的意
境：院坝里一堆一堆的粮食，在丽日和
风中，闪射出小麦、玉米或稻谷的金色
光芒。 偶尔有人的说话声从屋檐下传
来，清澈，透亮。 鸡鸣攀沿炊烟，飘逸又
嘹亮。 井水淌出的水流倒映出微笑的
面容。 田畴四野，翠竹笼屋。 这院坝是
唯一的火塘， 燃烧出的光芒温暖了四
周安静的心。

文若其人。 我的这个阅读印象，本
质上应是王庆九本人精神心灵的独唳
无声：自足，自我，丰硕，灿烂，温馨，唯
美， 白玉一般的人品与熠熠生辉的文
章形成互照对应。 我被他澄澈的心灵
世界与纯净的语言辞章交融绽放出来
的多重美好，深深感动。

第一重美，是勇于自塑、甘于自我
的孤独之美。孤独是人的本性。凡成就
事业者，莫不享受孤独。 作为偏居一隅
的文友王庆九， 不离不弃曾经岁月中
的种种自我， 那是源自生命也源于生
活的孤独，是身体的孤独，更是心灵的
孤独。 这孤独，犹如一把凌厉的小刀，
清晰而深刻地刻画在当初与眼前的记
忆和生活。 好一个“独唳无声”，坦然
为题，毅然成书！ 将一个热忱于文学艺
术和生活的文人精神孤独与心灵孤
独，宣泄得如此嘹亮铿锵，仿佛撕开自
己的胸膛，将五脏六腑的痴情与忠贞，
展览给天地万物看。 听， 他是这样说
的：“不管怎样， 能够在纷杂与炎凉中
坐下来审视自己， 如长空孤雁般自由
地呼鸣几声， 而不计较前方是枪口还
是回应，便能获得一些抚慰与宁静。 如
此， 也能在艺术世界或梦中完成一次
次无声的独唳之后， 更厚重踏实地续
走俗世人生。”看，独唳无声的落脚点，
是前行，是暖色，是人生，不是悲观的
形影相吊。 任性而坦荡，是孤独之美的
魅力所在。

第二重美，是心地善纯、情真意深
的情感之美。 不管是“负笈为谁”“梦
且随风”，还是“灵蕴山水”“世事呓
语”，这四个小辑，书写出从童年到青
年，再到中年，无不一以贯之以晶莹纯
粹的浓浓情意， 发乎本善本真的那颗
宝石般的心。 阅读他的文章，就是与宁
静、孤独、脆弱而且坚强、勇敢、善良、
纯粹的另外一个自己相逢、 相知，并
且，浪漫而富于真情，彰于才情。 看见
他的行走感叹， 也会不由自主地同时
看见自己的过往历历在目。

第三重美，是形象生趣、思考幽邃
的思想之美。 独孤求败是武侠剑魔，
也是作家金庸独步环宇的心境反照，
而独唳无声的王庆九则在孤独中倾听
大千世界，观察物候社会万般景象，一
面开启思维的钻头， 独自向那自己未
知的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细心探掘，
抒写出属于自我精神世界的各路主题
思想和情感姿色， 遇见的往往是砥砺
而行、 高举自尊的那一个觉醒的和有
价值的自己。 譬如他在《活着》中掷
地有声地说道：“同样是在孤灯独照
时， 我又可以一次次高昂起人的自
尊， 一遍遍用想象的砖石架构自由和
正义的天庭，尽情享受个性、人格和理
解与爱的精神盛宴———或许我们永远

不会抵达某种境界与高度， 但有一点
可以自慰，那就是我们有一颗真诚、善
良的灵魂。 ”

第四重美，是用语端庄、修饰唯
美的文辞之美。 羌族作家谷运龙先生
为这部散文集撰写序言时，即以“独
唳之中的灵心妙语”为题，可见王庆
九作为一个青年作家的语言文辞运
用之纯熟、感染力之强烈，着实撞击
着读者心扉。 看他笔下的家居之美：
“温煦的阳光在嫩绿的柳芽上欢快
地扑闪着它的亮翅， 这诗意的舞蹈
中，女儿啼鸣如歌……”再看《问禅
大慈寺》中的出入：“一杯清茶，容纳
百味。 不管是苦涩、甘爽，还是清香、
寡淡 ， 饮者淡然品之， 豁然容之
……”可以说，这般珠圆玉润的闪烁
文辞之光的话语比比皆是。

第五重美，是创新意境、恪守审美
的文艺之美。 王庆九是一个虔诚执着
于文学艺术的人，对于自我苛求甚严，
不管谋篇，还是出题，不论叙事情景，
还是抒发心怀，都注重塑像、造境，而
且还要让华章透射出自我良好的审美
修养和审美主张。 他的摄影作品总能
从寻常中发现另外一种景致， 陶冶自
我，打动他人。 他的美术作品也是在神
思的熔炉里冶炼锻打之后， 将生活中
的信仰和社会中的变迁， 空灵又深邃
地表达出来， 给人给独特的鉴赏意蕴
和心灵呼应。 他的文章更是不愿跌入
简易通俗的寻常表达， 而是总在落笔
时给予自我和预设的读者以特别的精
妙滋味，进而播种新的启迪和感动。

这些探索、创新、守护、拓展，从精
神层面上回应着王庆九自身的渴求与
诉求， 自洽与自重。 从文集中不难看
出，每一篇文章都是他的艺术宠儿，都
能够从不同界面不同角度回答安抚他
人生的“独唳无声”，也就顺理成章发
现他的第六重美———且行且为、 言为
心声的心灵之美。 这是最本质的、也是
最核心的美。 触发于心，抵达于心，收
放自如于自我观赏与读者惠览之间，
不愠不火，不卑不亢，始终与自然、与
岁月、与社会并列对视、平行交流。 这
样的人生平凡而华丽，孤独又丰盈。 唯
有经过心灵的觉醒和时时洗涤， 任何
一种艺术的观赏、体味或营造、产生，
才能通达到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也
才能实现精神和肉体的相拥互惠。 成
就卓著的文友王庆九一路沉稳地走
来，怀着一颗自我珍重、自我反思、自
我超越、自我陪护的文艺之心，与人为
善，助人为乐，喜于创新，甘于创造，奉
献出新的作为，好的品质。

作为另一个钟情于汉语言文字的
人，在与文友王庆九的交往交际中，我
也时不时会感到一些超越于眼下气候
和季风的韧劲和定力。 身边有这样慧
心深怀的文艺家的映照和坚守， 孤独
的胆识和睿智的生命也会获得另外一
种天意的加持和递进。 更为庆幸的是，
可以与之为伍，可以与之言笑晏晏。 我
相信，心灵世界的艺术之美，让沉稳的
王庆九学会了与外部世界的握手言
和，彼此成就。

我恍然发现，展开的书卷对面，蓝
色天空明媚而亲昵， 楚楚动人的云彩
仿佛书中闪亮的文字， 笑而不语的样
子好似受了王庆九的感染而特别显露
出来。 这样的美好，恰如郁郁春风，抚
弄目光，香彻心扉，久久不可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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