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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父亲几乎全都生活在凉山，说是要

写一本书去。

父亲是喜爱凉山的，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

里的气候宜人，更甚的是喜欢那里的人。他最爱

哼唱的歌就是那首：“在那火把节的夜晚，阿哥来

到我身边，轻轻地拨动着口弦……”那是他的一

处梦寐了。奶奶觉得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便托

我去凉山看望他。他住在一处清幽的石榴园林

里，我见着他时，他明显瘦了，穿一双布鞋，走路

不太利落，引我朝林中的木屋去。我们在木屋中

寂静落座，半晌，父亲说，写字坐久了，脚有些浮

肿，行走时膝盖生疼。我回应：“哦！”我们的谈话

客套得几乎无话可说，陷入长久的沉默。沉默

时，我低头，双手垂放膝上，用指尖轻轻地划下一

些字迹。父亲身后是一扇木格子窗户，窗前放置

着一张木书桌，我抬头就看到了一缕光，透过窗

玻璃照亮了桌上的一摞稿纸。父亲说，在写一部

长篇小说，书名为《雪夜残梦》。

实际上，这是数年前的事情了。

《雪夜残梦》问世时，父亲已辞世。《雪夜残

梦》如书中主人公东嘎的命运那般，历经辗转，十

年之久，未能出版。甘孜州作协主席格绒追美

说，一定要尽全力让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顺利出

版。如此，在“康巴作家群丛书（第二辑）”中，《雪

夜残梦》得以问世。托父亲的福分，与《雪夜残

梦》一道问世的，还有我的散文集《遥远的麦子》，

这令我十分欣喜。我将两本书端端地摆放在奶

奶面前，奶奶喜悦的笑纹从眼角一直舒展到两鬓

的银丝深处。我说，奶奶，请任选一本，我为您阅

读。奶奶说，先读你的吧，眼神却去探《雪夜残

梦》了。

入夜，我捧着《雪夜残梦》，从作者简介开始

为奶奶轻声阅读：“仁真旺杰，甘孜九龙人，20世

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业余写作，先后在国内报刊

杂志发表文学作品百余篇。出版有《九龙山水

情》《拥抱我的高原》……核拉堡子，其实只有五

户人家。在一个突如其来的祥瑞预兆中诞生了

一个叫东嘎的婴儿，格西泽央的一个梦终将预示

了东嘎的一生……”我在阅读，奶奶在倾听，世界

都为我们安静下来了。那一刻，仿佛是父亲亲自

在我们面前娓娓道来。我领会到了一位写作者

有别于常人之处：人隔世，我们通过阅读他留下

的语言文字，使现在和过去复苏起来了并具有灵

魂和生命，轻触他的脉搏，时而跳跃，时而平静。

接下来的无数个夜晚，我都会走近奶奶枕边

为她捧读《雪夜残梦》，它异常丰富，又沉重坚

实。“石屋旁的小牛圈里传来小牛儿呼唤母亲的

叫声，奶母牛不敢远离，在小牛圈的草地上时而

回应一声，表示母亲在旁，颇有安慰小牛的味

道。”奶奶打断我的阅读，为这段描述作注释：这

是要为挤奶做准备，所以把小牛隔开来关圈。你

父亲3岁就一个人裹着牛皮铺盖到锅庄边上睡

觉了。那时候，我还要奶你的姑姑，睡到晚上你

父亲害怕了会像那小牛一样，叫一声“阿妈”。我

应一声，他又会睡着，他其实就像头小牛犊那样

隐忍而独立地长大。奶奶的回忆和温润的双目，

像窗外的星星，闪烁着淡淡的光辉。很多时候，

我们的阅读会延续到深夜，奶奶听着听着就会深

沉入睡，轻轻的鼾声穿过我的阅读，夜在宁静中

微微起伏。奶奶熟睡的面庞如此平静安宁，仿佛

从不曾受过任何变故那样。合上书，走出奶奶的

房间，我又去读《遥远的麦子》，它像是《雪夜残

梦》的孩子，那么无助，又那么善良。

“核拉堡子桥头的巨石前，畏桑沐浴，青烟缭

绕，经幡猎猎。在人们诚挚的祝福声中，三位年

轻僧人踏上了去千里之外的求学路……‘雪狮长

大了，怎能眷念在母亲身边，要走就要到最高的

雪峰去。’洛洛阿爷用这首歌词表达了东嘎的心

意，核拉村的人们无不为之高兴……三个人各自

取了一把青稞籽，面向故乡，对着每一座皑皑雪

峰，向所有神灵祈祷，望吉日寺的护法神保驾护

佑，盼来去平安，早日学成归来。待三人滔滔不

绝地祷告颂词完毕，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眼圈

湿润，纷纷面向家乡磕头……记不清翻过了多少

雪山，数不清涉过多少河流，三人的个子都长高

了一个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晴天，他们朝思暮

想的圣地拉萨终于到了。”这是一条艰辛而漫长

的道路，东嘎在这条路上受到了高尚理想的启

示，为信仰和热情所驱使，他从未满足于与生俱

来的灵性而求暂时的得宠，抑或沉溺。每位藏人

第一眼觐见布达拉宫，感怀之情就万般难抑。何

况东嘎三人千里迢迢。阅读到此处，如见东嘎本

人，万般敬意在内心油然而生。

“天还没亮，来了几位穿汉装会讲汉语的，讲

了一通话，东嘎听清楚了是要送他们到一个地方

去学习，要求路上不准乱跑，如果乱跑会怎样等

等，接着他们就出发了……走出很远了，东嘎回

头一看，雾蒙中的布达拉宫，时隐时现。别了，圣

地，还能回来吗？……东嘎被隔离押入重犯牢

房，从窗口可以看见高高的围墙。一天来送三顿

饭，只能看到哨兵游动。终于他想通了，或许这

是叫自己静坐修佛。他开始不分白日晚上，坐在

那里观佛默念。让心进入一种无欲无求、无喜无

悲的世界。直到有一天，管教人员通知他收拾行

李……”雪狮被关进了牢笼，东嘎遭受了一场前

所未有的浩劫。阅读到此，心情变得越来越沉

重，东嘎的命运牵动着我和奶奶的心，直到东嘎

从书本里起身，走进了我和奶奶两个人的梦境。

对于东嘎的非凡，我们深信不疑，信任他必将有

重见天日之时。

然而，东嘎又陷入了另一场无端绵长的苦难

中。“又熬过了一个寒夜的冬天，监狱避风处的围

墙边沿，长出了嫩草，远山的积雪开始融化了。

监狱管生产的干部找东嘎谈话，对他三年的思想

改造、劳改表现，做出了充分肯定。同时安排他

到雅江地区一个叫卧龙沟的地方，有数百名犯人

去那里伐木、卸料。需要一个懂藏汉双语，又有

一定表现的犯人担当采买工作。这么多年的监

狱生活，也使他学会了很多虚伪的东西，如安排

他了这样的好差事，不能喜形于色，更不能哭丧

着脸作出难为表情。是喜是悲只能藏在心底，让

那张平静的脸去应酬不同的人，对付不同的事。”

东嘎多舛的命运如风中的麦浪，层层递进。对东

嘎的神性，我们陷入了另一种理解，人与大自然

的抗衡是那样坚韧，又那样无助。东嘎的境遇设

立在一个不平静的年代里，历史给他带来的遭遇

或许就是一场残酷的精进历程。

后来，东嘎告别了六年监狱生活，回到核拉

堡子。“静静的夜空，静静的山野，静静的破庙。

东嘎的诵经声穿过残墙，在荒凉的夜空中，由远

而近，由远而近。诵经声笼罩着一种神秘，这声

音好像来自旷野里的天籁——‘去拯救他们吧，

别再迷茫于世俗间。’上师一推，东嘎掉下空中。

他拼命呼唤、挣扎，从梦里醒来……一场大雪覆

盖了山川。东嘎想，这是瑞雪，昭示着来年，预示

着未来。雪地里，留下了美好的希翼，也留下了

东嘎长长的雪夜残梦……”《雪夜残梦》在一场玄

妙的梦境中结束了，我们的阅读从庄严到感伤。

它所具有的厚重历史，是我这清浅文字所无力品

评的。借着月色，我起身走到窗前，审视着浩瀚

广阔的夜色，它如此切近又很遥远，只听得一声

轻叹划过世间。

中元节，我将这本读旧的《雪夜残梦》带回九

龙，在父亲墓前逐页焚烧，那些洁白的纸页燃动

着浅黄的火苗，像长在墓边的小黄花，在风中自

由摇摆，极具生命力。几位野人寺的喇嘛围坐在

墓边一棵松树下，齐整地为父亲念诵超度经文，

那声音悠长如泣如诉，一遍遍地碰触着我柔软的

记忆。我对着父亲的墓想要诉些零碎的话语，启

口，又无话可说。寂静朴素的石墓，默然朝着凉

山的方向，只是重重大山相隔。离开前，原本晴

朗的天空，忽然落起了零星小雨，像一场想念与

天长地久。夜晚，我栖宿野人寺，半醒半梦中，看

到父亲着僧衣，躬身向空茫人世行合掌之礼后，

步履轻盈地走入了一片无际雪地，红袈裟在其身

后飘逸着。

父亲的父亲的《《雪夜残梦雪夜残梦》》
□□南泽仁南泽仁（（藏族藏族））

广 告

《中国作家书系》
图书出版征稿
由南京远东书局组编的《中国作家

书系》《当代艺术家图集》等系列图书，以
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以精心编辑
策划的高贵品质，赢得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

一、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家谱及书画摄影等图书均
可出版。国内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号，图书出版后可在国
家新闻出版总局相关网站验证。常年法律顾问：戚若愚

二、作者将定稿作品按照清、定、齐要求电邮或寄达编辑
部，初审后即签订出版合同，出版社三审后一个月内出版。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国内有关报刊发布书
讯。作者也可委托本书局代办发行。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多年来，南京远东书
局代为出版的图书一直收费低廉，图书质量有口皆碑。图书
出版后，可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作品者请联系：
210022，南京市秦淮区白下科技园永智路6号A座308

室，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电子信箱：yd368@126.com 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 5210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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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寻找失落深山

的脚印》，为我们学习、研究瑶族历史文化

打开了新视野。

这部著作是刘满衡历时13年编著完

成的，它的出版发行对促进瑶族的文史研

究有着重要的意义。13年的光阴荏苒，刘

满衡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为自己的思维理

性和智慧情感注入了新的风景。《脚印》用

坚实而稳重的审美视角，遴选了一些与瑶

族文史相关的论文与专著，和他自己对瑶

族文史的论述，组合成一部调研与论文相

互辉映的、图文并茂的瑶族文史专著。

30多年前，刘满衡在瑶山挂职乡党委

书记期间，已经燃起了对瑶族乡亲和瑶族

文史的浓烈热情，并开始了他先后几十次

走进瑶山的坚实脚步。1986年，他撰写的

《瑶山在呼唤——常宁蒲竹瑶族乡的调查

与思考》就表现出对瑶乡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

说《脚印》图文并茂是恰如其分的。全书110多万字，500余幅图

片，这充分体现出刘满衡对历史、对读者极端负责的意识，也反映出

他极强的组织能力与文字驾驭能力。

纵览《脚印》全书，作者把瑶族起源，瑶族历史迁徙考，瑶族文

化、宗教、民俗研究，海外瑶族纪事，与瑶族相关的文化成果，少数民

族文化的互动与渗透等内容都涵盖进来。所选文章及其构架，体现

了作者宏观把握事物的能力、缜密而完整的思维逻辑和对瑶族文史

的全方位了解。

《脚印》中的文章，有着极为详尽的注释及说明文字。这些文字

都是有据可查的，都曾发表在可靠媒体上。这提升了《脚印》一书的

文献价值。如果没有对瑶族历史文化的整体把握和细致研究，这些

文字出自何种著作、何种版本、何种源考，以及注释对象与其他同类

的相似与区别等内容，不会这么全面到位。在这背后，显示的是刘满

衡对瑶族历史文化的情有独钟，以及他在瑶族历史文化领域的宽阔

视野。

《脚印》为瑶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可供参考的文献，为该

领域研究留下了一道深刻的痕迹。刘满衡不是专门从事中国少数民

族研究的学者，完全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和精力，完成了作为专职学

者未必能完成的研究工作。

《脚印》从磨难与艰辛中走来，向读者中走去。中南民族大学吴

永章教授在序言中说，编著者“十年磨一剑，丹心系瑶山”，这句话说

得非常到位。这十多年来，作为一个见证者，我看到，刘满衡经历了

病痛的折磨、编刊的繁忙，但他凭借着自己的毅力，努力把《脚印》编

好。由此，我们更能体会到这本书的来之不易。希望《脚印》如一缕清

风，吹拂更多读者的心田。

三峡民间早就流传有《雀尕飞》的童谣。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三峡百万大移民时，一首《雀尕飞》的儿歌

唱响全国，那首歌曲中的雀尕“飞到老家看家家”，然

而“为了三峡建大坝/建大坝/家家搬了家……”近期，

宜昌市女作家彭小琴推出了同名长篇小说《雀尕飞》。

《雀尕飞》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三峡红叶村有

一位名叫韩路的美丽女子，本是一名弃婴，被6岁的

土根捡到，后由村书记韩成虎收养。长大后，韩路跟

望天恕相爱，不慎怀上了孩子，但已参军入伍的望天

恕却写来绝交信（数年后才知道他是腿残截肢，因而

来信假称攀上了首长的女儿）。老实善良的土根冒

险救下企图自杀的韩路，毫不犹豫地跟她结婚。韩

路生下与天恕的女儿多多后，却发现多多患有母猪

疯，疑心她跟天恕是姐弟近亲相配的苦果，因而不敢

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后来韩路和土根带着多多来

到了东湖市铸钢厂，并切断了与家乡红叶村的一切

联系……阅读《雀尕飞》，我爱不释卷，觉得这部作品

的确是三峡移民题材的重大收获，是从三峡里飞出

的一只美丽“雀尕”。

这是一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韩路

和土根夫妇，是三峡移民的典型代表，从他俩的身

上，我们看到诸多的美德。韩路既善良又持重，既热

烈又内敛，敢爱敢恨，颇具才华。她爱望天恕，后者

是孤儿，读不起高中，她便拿出养父韩成虎给她的学

费，让天恕上了高中，自己却放弃学业，其牺牲精神

令人感喟。面对镇教育站白站长明目张胆的引诱和

性侵，她挥手打了白站长响亮的耳光，也打碎了自己

的代课老师岗位。来到东湖市铸钢厂，几位女性为

进办公室当秘书而明争暗斗，但是韩路却激流勇退，

安于在食堂当“烧火佬”。后来铸钢厂在走下坡路

时，厂长孙厚德提出为韩路专设供应科，韩路却并不

动心，谢绝赴任。就是这样一位可敬可爱的三峡女

子，却一直受身世之谜的困扰，虽然她最终找到了生

父，但是她的爱情却成遗恨。韩路的形象，令读者不

难联想到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爱斯梅拉达，二者

同样都是饱受命运蹂躏，但都热烈勇敢地追求爱情，

并在滚滚红尘中保持着一颗美好洁净的心灵，都是

美与爱的化身。

土根是一位善良、自强、坚韧、宽容的三峡汉

子。他和韩路与孙厚德一行的巧遇，是在三峡的江

边。天黑了，孙厚德的车熄火了，他乐于助人，主动

上前帮忙修理，于是就这么认识了。在铸钢厂奄奄

一息的时候，他率先借钱买电摩，开启了一条自主创

业之路。他生得黑丑，即使结婚时穿上新西装，在韩

路眼中也是“一只五花大绑的粽子”，但他却对韩路

一直爱得痴狂。他的形象，也酷似《巴黎圣母院》中

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长相丑陋，爱得卑微而痴

狂，同样催人泪下。

爱情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雀尕飞》中的男女主

人公们，却很难得到真正的爱情幸福。这里的爱情

几乎都是千疮百孔，但是他们都以飞蛾扑火般的姿

态在追求着。韩路爱天恕，却在追寻身世之谜的过

程中了解到天恕是她的亲弟弟，因而他俩的爱情进

入了绝境；韩成虎爱杜鹃，杜鹃却被母亲逼回城里结

婚；孙厚德爱妻子杜鹃，却不能忍受杜鹃怀了“野

种”；陈玉兰爱韩成虎，命运却安排她嫁给望祥和，最

后她跳下望夫岩；春花从小爱上土根，但是傻呆呆的

土根却绝不会接受……在爱情描写上，这位女作家

下起手来可真狠。

《雀尕飞》中也有对社会乱象和人性丑恶的深刻

批判。厂长孙厚德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有善的一

面，但是他对移民企业管理不善负有直接责任，对移

民安置经费有巧取豪夺的迹象。书中还有一个人物

叫石磙，他是杜鹃继父之子，多次性侵杜鹃，造成了

杜鹃及其女儿韩路乃至丈夫孙厚德等人的命运悲

剧。书中都对这些人进行了道德批判。

从艺术上来说，《雀尕飞》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爱

情悬疑小说。围绕着韩路的身世之谜，它层层设置

迷宫，悬念丛生，曲折回环，然后又抽丝剥茧，一一解

开。其中主要通过三次讲述来揭密。先是二秀姨妈

向她讲述了养父韩成虎的不好，天恕其实是韩成虎

之子；再是由关医生向韩路讲述她疑似杜鹃与韩成

虎之女。这样，引导读者一直误以为韩路与天恕是

亲姐弟，而多多的母猪疯与此遗传病有关，直到最后

找到杜鹃的“死亡日记”（第三次讲述），才还原真相，

并来了一个有力的反转，原来韩路是孙厚德之女。

整体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增强了这部作品的

艺术表现力。“雀尕飞”是一个地域色彩极鲜明的意

象，具有“即使在寒冷的冬天找不到吃食仍然不肯像

燕子一样离去”的禀性。书中的韩路、土根、多多是

三峡雀尕，还有陈春花、杨小小、何向东、大柱、桂子、

盼盼、泥鳅等几十位三峡移民也都是三峡雀尕。雀

尕虽然卑微渺小，无法对抗命运的安排，但是仍然对

故土一往情深，充满眷恋。或者说，正是在吊诡的命

运底色上，反而凸显出三峡人的善的光芒。本书既

是对三峡雀尕的讴歌，也弥漫着一种深刻的悲悯情

怀。此外，还有红叶、黄牛岩、望夫石、老虎嘴等意

象，也极富象征意义。小说中大量采用了意识流的

手法，既大胆穿插又让人觉得巧妙妥帖。作者的语

感非常好，语言既结实又有弹性，精美耐读，极富表

现力，尤其是熟练运用三峡地区的方言土语。比如，

“我把白菜滋啦一声倒进锅里，提着锅铲狠狠地抽它

们的嘴巴子，鲜脆欲滴的青叶子立马就蔫了。”

据了解，《雀尕飞》是彭小琴的长篇小说处女作，

她一出手就写得这么好，令人惊艳。期待她的下一

部作品能够带给读者更多的惊喜。

从三峡里飞出一只美丽雀尕从三峡里飞出一只美丽雀尕
————评彭小琴长篇小说评彭小琴长篇小说《《雀尕飞雀尕飞》》 □□羊角岩羊角岩（（土家族土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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