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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彭荆风 40 多年前就是我的老领导了。

1970年代初，我从上海到云南，在陆军第十四军当了一

名“学生兵”。云南有一批非常有名的部队作家，都是“文

坛第一伯乐”——原西南军区文化部长冯牧一手带出来

的。比如，白桦、公刘、苏策、徐怀中、彭荆风、郭明孝、饶

阶巴桑、张昆华……

上世纪50年代初，由彭荆风提议，冯牧率一批部队作

家第一次步行到西双版纳阿佤山上、澜沧江畔的少数民族

地区深入生活，其中就有白桦、公刘、彭荆风。我读大学的

时候就已经看过他们的作品，如《山间铃响马帮来》《芦笙

恋歌》《勐龙沙》《五朵金花》《我们播种爱情》等。彭荆风

便是冯部长（凡是云南军旅出身的作家，多年一直这样称

呼冯牧先生，尽管他后来的职务是“书记”或“主编”了）带

出来的一位代表性作家。据说当年一行人骑马去佧佤

山时，彭荆风作为文学青年给冯部长牵过马。多年后我

当面向他求证，他点头笑而不语。有这样文学氛围的西

南边陲，对于我们这些学中文的人来说，真是一块福地。

我在十四军由“学生兵”当了新闻干事（战争年代叫

“随军记者”）后，曾在部队驻地开远、蒙自接待过徐怀

中、彭荆风，他们二人均担任过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此

后，我调到北京总政治部，当了《解放军文艺》的编辑。

若干年里，我和彭荆风都没有联系。徐怀中调回北京

后，我们联系相对多些。彭荆风只是到北京来开会才

能够见上一面，一次在冯部长家里，冯部长对我说：“你

读一下彭荆风的作品，写篇评论。我让他把书寄给你，

文章写了交给我。”这也是这位文学前辈给我出的第一

个作家论的题目。随后我就收到了彭荆风寄来的书，

大概有四五本吧，有长篇，也有中短篇集子。我读后写

了一篇评论向冯部长交了“作业”。

我的评论文章中有这样一段：“由于在西南边疆部队生活过那么几年，就格外

关注那里一些作家的新作。彭荆风将新的小说集《云里雾里》送我后，我一口气便

读完了。拿它与作者的长篇《鹿衔草》、中篇《爱与恨的边界》、短篇集《绿色的网》

等作品相比后，觉得作者果然是宝刀不老。作者曾因人所共知的原因被迫搁笔18

年之久，但一旦拿起笔，他那副当年在写《边寨烽火》《芦笙恋歌》《佧佤部落的火

把》时练就的歌颂党、歌颂边防战士和人民的歌喉，没有半点嘶哑；那颗毫无保留

地热爱人民军队的童心——这曾是他几十年前叩响文学大门的钥匙——没有半

点衰老。他依旧把谱写时代的英雄群像视为责无旁贷的责任，表现出一种对生活

的坚定信念和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一如他在《鹿衔草》后记中引用契科夫的话说

的那样：‘我爱我的祖国、我的人民……如果我是个作家，我就有责任来写人民，写

他们的苦痛，写他们的将来，就该谈到科学，谈到人民的权利……’”文章给冯牧拿

去后，发表在1983年第11期的《文艺报》上。现在想想，这是冯部长通过一篇文章

提携我们两个人。

此后，也并没有和彭荆风有更多联系。一晃又是小20年，我阴差阳错居然也

到文艺报社来工作。其实我到《文艺报》工作时，冯牧先生已过世，和他没有关系，

我却一直认为这是一种冥冥中的命定。

再次接触彭荆风的作品，已是2010年中国作家协会开评第五届鲁迅文学

奖。我担任了报告文学初评委主任、终评委副主任。恰好有彭荆风的《解放大西

南》参评。但评奖前他没有给我写过一个字的信或打过一个电话。对这部原来就

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的作品，我的确在评委会上推荐了一下。我的理由是：彭荆

风这部作品有亲历性。因他年轻时就从家乡江西跟着解放大西南的部队到了云

南，他不光是靠翻资料写的。据史考证过的历史和宝贵的个人体验很好地糅合在

了一起，使这本书既有文献价值又有文学价值。况且当时他已经年届八十。对这

样一位从事文学创作60多年、在纪实文学方面已有《挥戈落日》《秦基伟将军》等有

影响的作品出版的老作家，鲁迅文学奖应当考虑。评委们也大都认同了这一看

法，最终他获了奖。那年的颁奖典礼在绍兴举行。他在女儿鸽子的陪伴下赶到了

绍兴。我们这才在住的宾馆见了一次面。他仍然话不多，他说，感谢评委会的肯

定。我说，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写作太耗体力。他说，身体还可以，还在写。那时

看他红光满面，气色很好。不想这竟是最后一次与他相见。

听到他在云南去世的消息，我十分震惊和痛心。他一生坎坷，为了弥补失去

的时间，他完全是累倒的。他靠生命的余力又给世间留下一部《太阳升起》。拿到

他这本书，往事一幕幕重现。我仿佛看到一位老军人、老云南、老作家站在佧佤山

“太阳升起”的地方又唱起“芦笙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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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之路上，有时不经意的造

访，会发现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有不少

人默默付出，奉献爱心，却不为外人所

知。我去县里的福利院走访时，碰到

福利院院长，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时正是临夏州第61个州庆日，

单位放假，大家都不上班，我在家闲得

无聊，就去福利院转转。跟一位老人

聊完后，去灶房看饭菜时，就碰到了院

长，他正好来检查灶房卫生，特别是饭

菜质量。

来福利院之前，我怕干扰别人的

生活，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就没和任何

人打招呼。院长得知我的来意，执意

叫我到其办公室，坐下聊聊。他说，自

己之前在孤儿院，现在刚调到福利

院。孤儿院就在隔壁，换了下位置而

已。我想继续深入采访住在这里的老

人们，奈何天色已晚，只能先住下来。

来到安排的房间，里面放一张单人床，

一对简易沙发，一只玻璃茶几，跟老人

的宿舍几乎一模一样。

从交谈得知，院长是东乡族的，今

年58岁，家住本县的春台乡。他性格

内向，不问话时，不主动说什么。我

想，他可能调来时间短，不熟悉这里的

业务。于是，我谈起县里的一些熟人

以及东乡族的文学青年，想引出更多

的话题，院长大多也说不上来。

但是，很显然，他是一个负责任

的院长。今天是州庆日，大家都在家

里待着，热热闹闹团聚，而他操心惯

了，丢不下单位，跟同事们一道，默

默工作。

谈起他以前所在的孤儿院，院长

的话语不自觉地多了起来。当了13年

的孤儿院院长，他对孤儿的情况非常

熟悉。他说，大多孤儿缺少母爱，童年

过得不幸，内心十分孤独。父母有的

离异，有的早早过世。很多孩子性格

孤僻，不爱说话，不喜欢和人交往。

当然，所有的孤儿，跟正常儿童一

样，都要去学校读书。四五岁的去幼

儿园，工作人员会按时接送，教他们

做人的道理，使他们身心健康发展。

对性格内向的小孩，要做他们的好朋

友，和他们说知心话，才能打开他们

的心结。遇到谁生病了，要及时送医

院治疗。

说起某个孤儿，哪年来的，上小学

还是中学，什么村的，院长都记得清清

楚楚。很多孤儿生活自理能力差，需

要专人手把手地耐心教。

更令人头疼的是那些性格孤僻的

孤儿，有时一不高兴，就往外面乱跑，

几天找不回来。院长说，有一个姓王

的孤儿，15岁了，可能受了点委屈，就

负气跑了。院长派人四处打听，去他

农村的老家、读过书的村校、亲戚和邻

居家打听，都不见踪影。十多天后，才

在北京发现了他。

还有一些小孩喜欢出去玩，待在

山坳、窑洞或水沟里玩一整天。吃饭

的时候，想找却找不着。这时候，就很

让人担心。

孤儿院曾采取激励机制，对好学

上进、成绩优异的学生给予奖励，调动

大家的学习兴趣。很多同学顺利上到

高中，成绩优秀的考上了大学，他们的

生活费还由孤儿院支付，少则每月500

元，多则600元，解除其后顾之忧。目

前上大学的有3人，一人在湖南，两人

在甘肃。

说起现在所在的福利院，院长说，

住在这里的多是老人。他们大多有自

己的信仰，思想觉悟高，能约束自己，

管理很轻松。他们遵守古兰经规定，

也遵守院里的规章制度，讲究卫生，按

时作息。

告别福利院时，天色已黑下来，天

地笼罩在沉沉夜幕中。锁南坝山城的

灯光，次第闪亮，交相辉映，显出一片

温暖。我想，每一个平凡人的默默奉

献也是一道光芒，照亮生命的晴空。

汨罗江，戴着千年枷锁

龙舟怎么也解不开，《离骚》之鞭

抽打在身上，每一道血痕都不冤

以疼，以哭泣，赎回几分心安

赎回几缕在楚国折断的清风

沉入江底的明月，并没被淹死

一声长啸，揭开暗夜的阴谋

奸臣的恶骨，并没笑到最后

葬于唾液，名字还没刻下就已腐烂

闪光的忠魂，高悬在岁月之上

悔悟的江水，写下长长的检讨书

曾经的无知草率，撞碎在两岸

怀揣香草的诗人，一言不发

骑着长剑，穿行在生命的轮回里

江水的罪赎江水的罪赎
——兼致屈原 □何永飞（白族）

故乡深居大山，山高林密，草场开阔。得益于

大自然的这份馈赠，故乡的人有了养羊放羊的悠久

传统。

上世纪70年代，村集体养了数千只的羊。村里

专门为羊盖了住房，整整齐齐的一排土木房，红土坯

砌成的墙，青灰色的瓦盖的顶，算得上村里最壮观的

建筑物。

放羊是件辛苦的差事，放羊人每天要随着羊群翻

山越岭跑二三十公里的路程。偌大一群羊，所到之处

山林摇动、枝残叶落、草低芽浅。方圆十多里范围，山

山岭岭，沟沟洼洼，荒地草坪，深深浅浅留下了羊群的

蹄印。

放羊人的苦，村里人都知道。羊的苦，就只有羊

自己清楚了。到了深秋，草木枯黄，树叶败落。山上

仅有的那点常绿植物叶，已经难以维持数千只羊整个

冬季至开春所需的食物。照村里的规矩，到了这个季

节，放羊人就要带上干粮，赶着羊群一路向南，千里迢

迢，找水草丰美的地方去放牧。等来年春回大地，再

赶着羊群返回。村里人把这种放牧方式叫“下花山”。

下花山的仪式庄重而又严肃。每家的家长都要

带上酒菜集中到羊厩房前的场地上，大家围着熊熊的

大火喝酒。一碗又一碗，谁也不言语，每个人都清楚

眼下的义务，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去执行这次神圣的

使命。夜深了，火焰减弱，酒温升高。老村长慢慢站

起来，像老帅点将一样，一字一顿念着随羊群远行人

员的名字。点过名，所有人一同起立，把剩余的酒全

部倒进火堆。顿时，烈焰升腾，人们欢呼。祝福他们

顺利远行，平安归来。

天一亮，清点完羊，牧羊人赶上羊群出征了。成

群结队数千只羊，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缓缓地向南

出发，一路的鸣叫，一路的烟尘。村里人都去送行，爬

上坡看，爬上山顶望。一条滚动的洪流，变成一条蜿

蜒的长河，一条长河变成极目能见的云朵……

趁着羊群出远门的空挡，村里组织人员动手从羊

厩里挑羊粪积肥。几天后，门前的场院上，羊粪堆成

一座小山。这些羊粪是村里人的至宝，它们是种庄稼

的主要肥料，全村人来年的收成就全靠它们了。羊粪

是高级催生肥料，村里人不惜一切代价养羊，其实就

是养全村人的口粮。

在全村人眼里，春风动了，桃花开了，燕子飞回来

了，这些都不能代表春天来到的信息。唯有远行的羊

群回来的信号，才是春天来到的喜讯。

在望眼欲穿的等待中，远远

地，山那边腾起一股尘雾。大家立

刻惊呼：“羊回来啦！春天回来

啦！”尘雾渐渐向村的方向飘移，接

着，便能听到羊群亲切的叫唤声。

随后，看到羊群点着头朝家奔跑的

身影。村里的人迎着羊群跑去，人

与羊很快就融合在一起。

“这个是尖嘴壳”，“这个是兔

耳朵”，“那个是秃驴子”……村里

人一遍遍亲昵地叫唤着羊儿们的小名，眼里饱含着热

泪。一只只抱着，抚摸着，仔细地分辨着他们的变化，

异乡的水土把它们养得肥肥胖胖。还有很多只夹在

羊群中显得有些腼腆的小家伙，它们一定是在他乡出

生成长的，难怪见了亲人不好意思打招呼。迎接的人

们从衣服口袋里抓出一把包谷籽，它们才争着抢着围

过来，欢喜得蹦蹦跳跳。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村村寨寨在推行联产承包，

我的家乡也不例外。村里的土地都承包到户，数千只

羊也分给了各家各户，每家分到了几十只羊。一夜

间，各家就拥有了自己的羊群，这对各户来说都是一

笔不小的财产。各家修建了崭新的圈舍，把这些羊当

成家庭致富的宝贝，用心照管着、呵护着。

分到各户的羊儿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待。

每家都安排专人放羊，每家都赶早抢先出牧，尽量找

最好的草地、植被最好的山头放牧，都指望自家的羊

吃饱吃好。晚上，还要给羊添加草料、包谷籽，按月给

羊添加点盐料，增强羊的体质体能。秋冬季节来临，

家家为羊准备了足够的草料，羊群不用再跋山涉水到

遥远的南方过冬。羊们也没有辜负主人的厚爱，一只

只长得精精壮壮、神气活现。几年之后，各家的羊群

数量迅速增长，圈舍不断加高扩宽。

羊群数量的增长，使村周围原本还算宽裕的山林

草地资源，一时变得紧张起来。山坡草地上的草啃光

了，山间深林里的灌木啃秃了，奔跑了一天的羊群，只

忙得个半饱，剩下的就得靠主人准备好的粮食和草料。

为扶持少数民族山区群众发展畜牧业，解决畜牧

业发展与生态平衡的问题，地方政府积极协调有关部

门，引导村民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作，把一些山头林

间土质不太肥沃的土地全部用来植草，并对荒山荒地

草坪的草进行了改良改造。几年间，荒山荒地绿了，

草地肥了，草场扩宽了，羊群悠闲自在地在生态草场

上吃到了营养丰富的绿草。蓝天白云，绿树碧草，羊

群悠游，织就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景象。

近些年来，在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的带动下，村里

发展起了养羊专业户，成立了养羊专业合作社，给羊

建盖了“别墅”，配备了各种设施，打造了全新的家

园。村里人住上了新式楼房，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

过上幸福生活的羊群，正在帮助故乡人实现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梦想。

平凡人的光彩平凡人的光彩
□□钟钟 翔翔（（东乡族东乡族））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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