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
岭
大
地
的
脱
贫
之
路

云
岭
大
地
的
脱
贫
之
路

——
——

读
叶
多
多
的

读
叶
多
多
的
《《
一
个
都
不
能
掉
队

一
个
都
不
能
掉
队
》》

□□
叶叶

梅梅

■新视野

多年来，当人们欣赏并陶醉于七彩云南的美丽

风光之时，可曾想到就在这同一片土地上，其实

94%的山区因为历史上遗留的交通阻隔、社会发展

缓慢等原因，人们的生存状态仍然格外的艰辛，全

省129个县中有88个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云岭大地

4700万各族儿女摆脱贫困的愿望十分强烈，近年来

举全省之力投入脱贫攻坚战。回族女作家叶多多自

2016年初，就开始倾情关注这一场云南各族人民以

百折不挠的信念与努力改写贫困的历史进程。

出生并一直生活在云南的叶多多，多年来自觉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感受和书写这片土

地的力量、疼痛与期盼。早在十多年前，她就采访了

饱经坎坷的滇池守护者张正祥，满怀激情地写出了

长篇报告文学《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详细报告了

张正祥坚韧不拔，同很多只顾团体或个人利益不惜

毁坏滇池周边生态环境，严重污染生态的人和行为

作殊死斗争的事迹。这部作品被列入中国报告文学

学会“2012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

前年春天，叶多多神情庄重地跟我谈到将要撰

写和拍摄关于云南脱贫攻坚战的纪录片，希望得到

各方面的支持。我为她的想法所吸引，不止一次地

与她交流过，发现她常常夜以继日，工作到很晚，为

一步步进展而费尽心血。据我所知，她的选题很快

得到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这更加激发了她的深入开掘。近两年时间里，身

体瘦弱的叶多多行程两万多公里，奔波在脱贫攻坚

第一线，追随着一个个奋发实干者的脚步，采访了

100 多个自然村的 300 多个典型人物，他们之中既

有矢志不移的优秀党员干部，也有勤恳劳动的普通

村民，他们为摆脱贫困创造美好生活所经历的故

事，促成了叶多多进一步的奋力书写。

在叶多多绘声绘色的书写中，我们看到，在

2017年，云南的脱贫攻坚硬仗同全国一样，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强度和高度。古老山寨，蛮荒边地，边境

线上建起了风格各异的民族新居，整族帮扶，整村

推进，易地搬迁，一项项强有力的举措，让旧貌换新

颜，各族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振奋。

独龙江似乎一直就是偏远封闭的代名词，在高黎贡山独龙江隧道打通以

前，全乡每年都有半年时间因为大雪封山而与外界隔绝，相对于中国发达地

区迅猛的现代化建设，这片高山峡谷的地区发展明显滞后。回望新中国成立

之初，生活在此的6900多位独龙族同胞实现了从原始状态到社会主义的直接

跨越，如今在新一轮的脱贫攻坚战中，又直接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

关怀，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昆明亲切会见了独龙族群众代表，鼓

励他们与全国人民同步迈向小康。独龙族迎来了伟大的第二次跨越，贡山县

乃至整个怒江州的发展近两年产生巨变，率先成为云南脱贫攻坚的榜样。

洱源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是美丽洱海的源头，也是滇西边境

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省级革命老区，经过几年的奋战，成为云南首批12个脱

贫摘帽县之一。

居住在澜沧县及周边广袤大山里的拉祜族属于直过民族，从刀耕火种一

步跨进社会主义，历史给这个民族留下了太多的沉重和悲怆，多年来发展缓

慢，人均受教育年限低下，拉祜族贫困人口占澜沧县贫困人口的90%以上。经

过这一轮扶贫攻坚，澜沧高山峡谷的拉祜族找到了自信，他们以缤纷的民族

文化架起了跨越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古老山寨焕发青春，在保护传统文

化中发展，在脱贫攻坚的号角声中改变。在北京近年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奖

表彰大会上，拉祜族农家歌手李娜倮引起人们的关注，她以一曲自编自创、自

弹自唱的《快乐拉祜》走上央视的大舞台，之后带领乡亲们组建演艺公司，走

上“民族文化+乡村旅游”的脱贫之路，体现了年轻一代的创业创新，因此获得

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

还有一位大学生村官叫段必清，也于2017年9月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

奖。段必清2009年考上户瓦村村官，瑞丽市户瓦村是中缅边境一个以景颇族

为主的贫困山寨，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 6年。他本可以回城市找一份工

作，但群众的贫困牵动着他的心，他在山村办起了养鸡专业合作社，带领群众

走上脱贫之路。如今“村官鸡”养殖成了一份响当当的产业，合作社土鸡销售

年收入超过800余万元，户均增收9000余元。缅甸的边民纷纷来参观取经，段

必清毫无保留把技术传授给了他们，以温暖促进了边境的安定和谐。

维西县叶枝镇同乐村是傈僳族古老的传统舞阿尺木刮的发源地，地处澜

沧江东岸，村子建在海拔2500米以上，土地贫瘠，苦荞、玉米、青稞亩产仅几十

斤，村民大部分靠惠农资金勉强维持生活。2013年，和政国任村党总支书记之

后，与村两委的成员理清了同乐的发展思路，开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傈僳

族阿尺木刮，开发乡村民族文化旅游；利用高寒山区适合种植中药材的特点，

大量种植当归、秦艽、续断、桔梗、云木香、附子等中药材，还有核桃、板栗和桃

子，走上了一条产业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致富的路子，因地制宜探索“总支+支

部+专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股份合作经济发展模式。2016年，同乐村村民

人均纯收入达到6800元，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步入多元化快速发展的康

庄大道。

云岭大地森林覆盖率达 55.7%，林地面积达 3.75 亿亩，居全国第二位。

多样性的气候与地貌特征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素有“植物王国”、“动物

王国”的美誉。云南各族人民在保住绿水青山的同时，发挥自身优势，努力

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生态文化、生态旅游脱贫之路。云南的 1619

个乡村入选国家扶持的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盈江犀鸟谷、诗密娃底、红河

哈尼梯田、维西塔城国家滇金丝猴保护区、昭通大山包黑颈鹤保护区等以独

具魅力的民族文化和雄奇壮阔的自然景观加入到“美丽乡村”、“民族特色

村”的行列。

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巴珠村森林覆盖率达99%，全村218户，1200多人，

大多是藏族同胞。因为森林茂密而一直让木材商人垂涎，多年前有人动用各

种关系企图把公路修进森林里，好把大树伐走，他们的行为遭到巴珠村支书

和勋及村民的坚决抵制，和勋顶住压力据理相争，终于保住了这一方山水。

巴珠村在保护森林的同时，开展中药材、木瓜和食用玫瑰花等的种植，还搞

野生蜂蜜养殖，给村民脱贫增收带来了保障，村民存款目前位居全镇第一，

人均经济纯收入从 2005年到现在增加了 10倍，巴珠村成为维西县最富裕的

村落之一。

景颇族聚居的小村子陇川县勐约乡广瓦村温泉小组，是一个典型的“少、

边、穷”小山村，在新一轮的脱贫攻坚中，陇川县因地制宜，做优做强特色种植

业，把蚕桑产业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产业，村民们在房前屋后种满了桑树，绿

意盎然地成为当地农户的“摇钱树”。一栋栋富有景颇特色的崭新房屋错落有

致地依偎在苍翠的青山绿水间。

事实胜过万语千言，叶多多的长篇报告文学《一个都不能掉队》以真实感

人的故事，书写了云岭大地上脱贫攻坚、追求幸福的壮丽史诗，书写了不同民

族在新时代不停创造、团结进步的美好乐章，这正是一曲传扬大爱、携手共进

的英雄赞歌，也是云南人民献给世界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摆脱贫困，不仅

是中国的事情，也是全人类的共同期盼，党和政府所做的一切努力体现了大

国担当，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初衷。

叶多多在此书的后记中写道：“中国的脱贫之路，是人类携手摆脱贫困，

走向幸福的起点和标志。表达人性中的信念之美、心灵之美、大爱之美、奉献

之美、牺牲之美，是我永远也不会抛弃的文本。”这样的审视和写作，让她的生

命意识及精神追求从云岭大地出发，延伸到无限辽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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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梅：前段时间，我在《民族文

学》读到您的短篇小说《鼠饷》，觉得非

常震撼。作品的主人公尼亚孜·恰西坎

通过掏挖鼠洞夺老鼠储藏的粮食为

生，生活过得很滋润，甚至被人称为巴

依。小说重点描述了尼亚孜的一次捣

毁老鼠王国的经过，结果被鼠群报复，

弄得家破人亡。尼亚孜最后精神崩溃，

成为疯子。这是一篇饱含生活意蕴而

又充满了奇特想象的小说。这样的文

学想象力，您是如何培养起来的？

沙吾尔丁·依力比丁：儿时的我，

置身于伊犁河畔美丽的果园，徜徉在

流淌着清澈小河的小森林里，在田间

和麦地里晃悠。不知曾经有多少次，闻

着莫合烟的苦涩味，来聆听农民朋友

们围坐在一起讲各类民间笑话、神话

鬼怪故事和民歌。白天打麦，晚上守瓜

地；在小河里游泳，到水底摸鱼；聆听

各类鸟叫，听着不尽兴，还会模仿鸟鸣

声；各类花草的芬芳熏陶了我整个童

年。还有爷爷，他经常半闭着眼，半躺

在长坐垫上，扇着自己的鹰羽扇，讲述

着说不完的故事和长诗的情节，如《玉

素甫·艾合米迪》《艾里甫与赛乃姆》

等。后来，我开始大量地阅读各类维吾

尔民间故事、传说、小说等。因为有了

这些兴趣和基础，我才开始创作作品。

杨玉梅：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

始写作的？

沙吾尔丁·依力比丁：从小学时代

起，我就酷爱文学。待到我能读书识字

时，读小说就成为了我的习惯。我的第

一篇诗作于1993年发表在《新疆石油

报》上。自此，我不断有作品发表在各

个维吾尔语报刊杂志上，如《中国民

族》《新疆文化》《楼兰》《玛依布拉克》

《克拉玛依报》以及《伊犁河》等。我的

创作比较杂，诗歌、小说、评论等文体

都有尝试。我的小说关注生态问题，书

写关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最近，

我却对散文比较感兴趣。

杨玉梅：您主要从事母语创作，平

时读汉语小说吗？您的小说写作主要

受到了谁的启发？

沙吾尔丁·依力比丁：汉语小说我

一般都是通过维吾尔译文来阅读的，

比如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

《红楼梦》等，我在小学时就阅读过。此

外，还有鲁迅的《药》《祝福》《阿Q正

传》、老舍的《骆驼祥子》、莫言的《蛙》

《四十一炮》《丰乳肥臀》等。我不好说

是具体哪位作家或哪部作品影响了

我，是我对文学执著的热爱一直支撑

着自己不断地进行创作。

杨玉梅：在小说《鼠饷》中，老鼠也

跟人类一样充满亲情，老弱病残的老

鼠将独处一鼠洞，由孩子们照顾父母，

直到寿终正寝，直接埋葬在洞中。这些

内容能唤起读者对动物的尊重和同情

之心，启示人们尊重自然也是尊重人

类自身。正因为如此，小说颠覆了千百

年来老鼠在人们眼中的地位，有句谚

语叫“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可是在这

篇小说中您却展示了老鼠们如此温情

的一面，让人感动。可否谈谈您创作这

篇小说的缘起？

沙吾尔丁·依力比丁：老鼠历来被

人类看作是大害虫之一，人们总是认

为，只要看到有老鼠出没都可以立即

打死它。但是，通过我长期细致地观

察，发现它有和人类相似的地方，那就

是爱憎分明。几千年来，很多人都非常

痛恨老鼠、乌鸦等代表邪恶和晦气的

动物，而我选择写老鼠，就是要打破人

们的这种固有观念。在《鼠饷》中，我试

图将它描写成具有和人类一样感情的

动物。

杨玉梅：《鼠饷》的情节，很多都是

虚构的，但是您写得如此逼真，因为作

品中的生活细节、人物的言行举止与

思想情感让人读来感觉非常熟悉。来

源于生活而又超越了生活，我想这也

就是想象的力量。您认为，生活真实与

艺术真实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沙吾尔丁·依力比丁：生活真实和

艺术真实是辩证统一的。主人公尼亚

孜以挖鼠洞夺老鼠储藏的粮食为生，

这样的情节构思并非完全虚构。在现

实生活中，我确实接触过通过挖鼠洞

来谋生的人。在上世纪60年代，甚至

到了90年代，我都曾近距离地听他们

讲述关于自己和老鼠的故事。在好奇

心的驱使下，我想就写下这篇作品，希

望也能让读者真正读出些什么来。

杨玉梅：小说《鼠饷》阐释的不仅

是人的命运问题，更是人与自然关系

的命题。小说在暗示人们要走正道，要

善待生命，善待生活，善待自然。这体

现了劝诫的意味。劝诫，其实也就是对

真善美的追求，是作家的人文关怀与

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您的其他小说是

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表现？

沙吾尔丁·依力比丁：我有一篇作

品叫《乌鸦》，发表在《伊犁河》维吾尔

文杂志2014年第二期。另外，还有《蚂

蚁》《蛇》等作品也即将完稿。在这些作

品中，我同样提到类似的问题，那就

是，一旦自然界的生态遭到破坏，人类

也将以毁灭而告终。我通过这些作品，

就是想呼吁保护我们生活着的惟一的

地球。我们人类和其他生灵都同样存

在于同一个地球上，我们都是自然界

的孩子，应该来共同歌颂大自然赋予

我们的一切。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是

那么的美、那么的可贵。人类应该远离

自私、不要自以为是。这些正是我想要

在作品中表达的。

杨玉梅：我注意到很多维吾尔族

作家在写作中喜欢给人物起绰号，比

如阿拉提·阿斯木长篇小说《时间悄悄

的嘴脸》中的多个人物都是有绰号的。

在您的作品《鼠饷》中，主人公尼亚孜

的绰号就是“老鼠”。绰号在维吾尔族

人民的生活中是不是普遍性的存在？

您在创作中对运用绰号有何理解？

沙吾尔丁·依力比丁：绰号是维

吾尔族民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尤其在北疆，几乎所有的维吾尔族人

都有绰号。有些绰号来自那个人所从

事的行业，有些是根据那个人的性格

特点或相貌特征来取。绰号尤其在辨

别同名同姓的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杨玉梅：这篇作品虽然是翻译作

品，但是阅读的过程没有丝毫的语言

障碍，这得益于出色的翻译家巴赫提

亚·巴吾东的精妙翻译。比如“鼠饷”这

个标题，就充满文学意味。巴赫提亚·

巴吾东是怎样的一位译者，他的翻译

将您小说的魅力传达出来了吗？

沙吾尔丁·依力比丁：巴赫提亚·

巴吾东是一位具有很高艺术修养的成

熟的翻译家。我非常欣赏他的翻译风

格。他非常细致、准确地传达了我作品

中的字句，以及文章所要表达的真正

寓意，为此我非常感激他。他不仅读懂

了我的文章，也读懂了我。文章能被选

译，发在《民族文学》上，我备受鼓舞。

（沙吾尔丁·依力比丁用母语完成

采访，感谢翻译家古丽莎的翻译）

综观2017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看似波澜不惊，

却又有着不少的惊喜。5月31日，第四届中国出版政

府奖获奖名单公示，我国首套以民族立卷的文学丛书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名列其中；众多

文学刊物刊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首

届“土家族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文学奖项的

评选也都从不同角度展示着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的实绩。此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学会议的召开，如

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与广西民族大学在南宁相思湖

畔举办了“少数民族80后、90后作家对话会”，共有来

自18个民族的40余位青年作家、批评家参会，也可

以看作是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青年作家的一次集中

检阅。这些形式多样的活动从不同的方面为少数民族

文学的创作注入了动力，特别是近几年来逐渐浮现的

文坛新秀，正在以崭新的面目登上文坛，书写出不同

的文学风景。这是我们在考察每一年度的少数民族文

学出版时需要注意的新态势。

一

2017年，少数民族儿童文学领域出版了多套丛

书。我印象深刻的有两套：一套为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策划出版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

其中包括来自10个不同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10部风

情各异的小说；另一套为青海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的

“青海世居少数民族少儿长篇小说丛书”，囊括了讲述6

个世居于青海的少数民族的生活故事的6部小说。

这两套儿童文学丛书，所选作家来自不同地域的

10余个不同民族，是对少数民族儿童生活画卷的多

方描绘，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地域性与多

样性。这些作品或是“自传式”的成长故事，或是对当

下生活的生动记录，又或是童话式的讲述，从不同的

角度为我们勾勒出了不同民族生活中的万千世相，其

中内蕴着的是童真、童趣，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对真善

美的追求。

回族作家马金莲的很多作品都是以儿童为书写

对象或者是直接以儿童的视角来展开叙事的。由她所

著的《数星星的孩子》中，“数星星”是这些乡村孩子们

闲暇时的娱乐，在对于“星空”的想象中，孩子们感受

到的不仅有星月夜的神秘美感，还有对于博大世界的

憧憬。这也在主人公尕蛋巴巴心中埋下了“走出去”的

种子，这样含蕴着积极向上、努力求索精神的故事对

于阅读者尤其是少年儿童而言，无疑有着很强的启发

性。满族作家王立春则在《蒲河小镇》里用5个不同的

关键词或人物结构起了自己的故事，看似松散，实际

上却由“我”的视角把整个蒲河小镇上的人、事、物都

串联了起来，故事简单，但暗含温情。通篇是年少时的

回忆，很少用成年之后的眼光来判断，读起来颇有些

《城南旧事》的味道。

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让的长篇儿童小说《小牧马人》

以一个阴错阳差误入歧途的草原少年在辍学后返回草

原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为主线，展现了草原少年牧马人

阿秀的成长之路。少年阿秀尽管学习上有着很多磕磕

绊绊，在学校里也常被坏学生欺负，但他内心一直保持

着纯真。而且，作为牧马人后代的阿秀心中一直有着一

种召唤，那就是对于草原放牧生活的向往。在一次与母

马“花鹿”和它的孩子小马驹“玉鹿”的离家之行中，他

和两匹马一起经历了一次艰难却又奇妙的旅程。当他

们一起走出迷途，踏上回家之路的时候，也预示着阿秀

解开了与姐姐之间的心结，完成了自我的成长。

由曹谁所创作的《雪豹王子》则以童话的形式讲

述了可可西里动物世界中的雪豹王子强巴的成长之

路。原本宁静、美丽的可可西里，随着人类（偷猎者）的

进入，这里的静美被猎枪的血腥打破了。在失去父亲

之后，雪豹王子强巴带着使命开始了拯救家园、守卫

圣境的漫长之路。这毫无疑问正是对强巴成长历练的

刻绘，作家也巧妙地设置了一个悬念：雪豹王子最终

能否赶走江吉和豺狼，拯救卓玛，恢复可可西里的美

丽家园？这样没有给出结局的设置在给阅读者留下悬

念的同时，也有对阅读者继续思考、寻求故事背后寓

意的鼓励。

两套丛书中其他的作品也都以不同的故事来讲

述着对“成长”的不同理解。例如，哈萨克族作家阿瑟

穆·小七在《淘气的小别克》中用自然、亲切的语言以

及一系列的小故事塑造了一个调皮捣蛋让人头疼不

已却又十分可爱的小男孩形象，其中也折射出了哈萨

克人的一些民族性格。景颇族作家玛波的《背孩子的

女孩》写的是边地农家女孩在生活重压之下的各种憧

憬和挣扎，书写出生活痛感的同时也有着对新生活的

憧憬。蒙古族作家陈晓雷在小说《黑眼睛蓝眼睛》里写

到的是蒙古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的3个少年之间

的往事，前半部分写草原、雪原之上几个少数民族之

间的童趣，后半部分在童年时光里折射出扭曲时代的

种种荒诞，沉重也有希望。另外，拉祜族作家李梦薇的

《阳光无界》、土家族作家苦金的《白鹤少年》、维吾尔

族作家玉苏甫·艾沙的《绿叶》、土族作家东永学的《天

边的彩虹》、回族作家冶生福的《蓝月亮》、蒙古族作家

察森敖拉的《天敌》等也都从各个角度书写着儿童世

界的美好与光明。

这两套儿童文学丛书不但有着对“成长”主题的

深切描绘，也有着对童年美好往昔的怀恋与镌刻。儿

童的世界本就是充满了各种奇妙与可能性，这些小说

中的少数民族元素又让故事充满了异域的精彩。这样

的阅读对于本民族儿童是一种熟悉的亲切，对于其他

民族的儿童又是视野的拓展。一方面，从“书内”的角

度来说，这些作品中共同含蕴着的对于“真善美”的诉

求，让阅读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成长教育，这大概可以

说是两套书的最大亮点；另一方面，在“书外”，这样的

儿童文学丛书的出版，无疑又是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

的有益补充，正如学者张锦贻所言，“10个作家写10

本书，书写各自熟悉的生活，采用各自擅长的艺术方

式和民族语言，可谓百花齐放。可以说，这套‘书系’试

图以回归和创新的双重姿态建构中国少数民族儿童

文学的新面貌。”

二

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出现了向现实主义回归的热

潮。翻阅本年度出版的少数民族小说（集），可以看到

作家们保持了对现实的多维关注，以文学的温度来审

视时代与人心。人间烟火，世态冷暖，小说以“故事”的

方式讲述现实世界，作家的情怀与思考也就潜藏于文

字之中了。

羌族作家羌人六在小说集《伊拉克的石头》中，以

“文学地理学”式的叙述，对自己故乡“断裂带”上的人

与事进行了多向度的扫描。现实的地震早已过去，人

心里的地震却一直都在隐隐作痛。集子里的小说基本

都以经历了“地震”的人们为主角，写出的是不同个体

在心灵阵痛之下的各种挣扎与奋斗。小说的语言很有

质感，这大概得益于作者写诗的经验，而言语中又包

裹着这些个体生命的痛感，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了。

（下转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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