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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悬崖上“无人村”的诗人

站在近乎垂直的芭蕉崖下，没有人
能看出来这里藏着一条炸出来的小路，
诗人阿索拉毅每次给人指点要从这里
攀上海拔3000多米的茶园村，人们都觉
得神奇得不可思议，就像他诗里写的“只
能沿着手指的方向想象路径的脉络”。这
条入村路，多位村民曾掉下悬崖。

第一次爬上这条路是2015年，当
时36岁的阿索拉毅刚结束峨边彝族自
治县五渡镇田村两年多的驻村帮扶，又
来到新的驻村点——杨河乡茶园村。

带着万丈豪情和一腔热血的诗人，
没想到面对的却是空无一人的山村，陪
伴他的只有18平方公里的葱郁柳杉。

因为交通极端不便，生存环境恶
劣，这里的30户132人，9年前全部自
发搬离，只留下残破坍塌的老屋和院
坝。颠沛流离在周围村镇的村民生活
异常艰难，很多孩子失学。

这一年，长着娃娃脸的阿索拉毅已
经在诗歌界崭露头角，《文艺报》2015年
4月的一篇彝族诗歌综述专门提到他的
彝族现代史诗《星图》，同期刊发了他的
创作谈《攀登诗歌的悬崖峭壁》。他的
编辑事业也风生水起：2011年编辑的
《此岸》被评为十大民刊后，信心倍增的
他相继编辑了《中国彝族现代诗全
集》（上下卷）《中国彝族当代诗歌评论大
系》（上下卷）等，《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
系》（1-4卷）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计划里，有诗想写，更有很多书要
编，因为他发现彝族古籍浩如烟海，很
多当代优秀作品却隐没在时间的尘烟
里，便认定了自己的使命：“要把当代彝
族文学成果完整、系统地呈现给世人。”

然而当下，最重要的责任是驻村扶
贫。来到茶园村，他才明白为什么有人
说“你到茶园村就是去玩的”。没有村
民的茶园村，连“空心村”都算不上。他
成为了“无人村”最后的驻守者。

然而，村民身后的家园，属于他们
的2150亩柳杉却安静蓬勃地生长着，
价值3500万。因为这些树，村的建制
并未取消。

为了找齐自己的村民，这位驻村第
一书记跑遍了周围的村镇。流离的村
民四处搬家，村主任都搬过四次，搬了
七八次的家庭很多，越穷越搬得偏僻、
越搬远就越穷。

那天，阿索拉毅带着峨边县委常委
去村民阿新取哈家拜访，刚一进去，房
子背后的土墙“轰”一声就倒下来了。
阿索拉毅很生气：“这是故意把房子整
烂给领导看吧，想不到老百姓还会玩这
种小心机。真是无语。”这是一所木架
房，在当时众多无房村民中已经算条件
好的了。但是接下来，阿索拉毅看到了
碗柜里的豆渣汤，连豆渣都没有，全是
野菜。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在屋里乱跑，
一根随时会让孩子触电的电线断在半
空晃荡。因为穷，这家老婆都跑了。

从小生活在贫困彝乡，小时候晚上
看书点亮了煤油灯都会被父亲责骂，阿
索拉毅其实对乡村的破败并不陌生，也
因此对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打心底支持
认同，这些年经历了多轮彝家新村建
设，他亲见了很多乡村的改变，因此茶
园村民的现状很让他震惊。

一个比一个心酸的场景，深深触动
了诗人，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当有一天暮色沉蔼，秋风荡叶
拄着拐杖，从灯光暗淡的房间
向窗外成群飞过的大雁静静凝视
……
那些没有硝烟弥漫的
为了让人人都能尊严生活的战场
也许那时我和战友们都会感恩
曾经有那么一个人生困苦的阶段
不为自己，而为别人而活
没有掷地有声的誓言
没有无上崇高的旗帜
却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而奋斗与拼搏
今天，也许我们有一千个痛苦的煎熬
我们有一万个不解的困惑和抵触
谁叫我们是命运扎根大地的野草呢
迎难而上吧 保持向日葵的微笑
挺拔而生吧 保持万物生长的方式”
——《命运扎根大地的野草》
忙碌奔波了几个月，阿索拉毅终于

找齐了村民，132个，一个不少。每家情
况摸排得清清楚楚，甚至还会提醒人家

“猪圈该修了”。两年后专程前来采访
“无人村”扶贫事迹的作家英布草心感
觉，“当时他对每家情况都倒背如流，和
老百姓亲如一家，相互体谅，一起成
长”。英布草心是《民族》杂志的编辑，采
访前，四川作协巴金文学院老院长赵智
对他说，“作家总是写别人脱贫攻坚，也
应该写写作家自己是如何扶贫的”。

阿索拉毅深知“安居”对每个家庭

的重要性，也知道怎么说服他们——利
用政府补助，再下决心贷些款，在近城
处建房安家，孩子读书不用跑，自己也能
挣钱了，“钱总能挣到的”。话说到村民心
里，行动自然就快。仅仅第二年，通过易
地扶贫搬迁、新寨建设与危房改造，茶园
村村民的居住问题就全都解决了。

也许只有和他一样的基层干部知
道，政策落地的后面要跑多少次腿。“主
要是费袜子”，村民分散在各处村镇，不
要说和各村镇协调宅基地、跑各种审批
报告，仅跑各家装修现场，阿索拉毅跑
烂了无数双袜子。

在阿索拉毅的帮助下，房子当场倒
在领导面前的阿新取哈，在毛坪镇修了
一座漂亮的砖房，老婆不要一分钱彩礼
嫁进门了。

“我只想做事，事能做成就行”

然而，解决脱贫的核心，还是得修
通进村路，盘活这一山的树木和土地。

阿索拉毅不断找寻村民的同时，也
一次次爬上这令人胆寒的悬崖。作家
英布草心当年爬上芭蕉崖时正值下雪，
在陡峭的山路上一步三滑，却见阿索拉
毅行走自如。

而阿索拉毅一人在茶园，最难受就
是没人可以说话，他只有一个人大声唱
歌，偶尔写诗。诗歌里的故事，都与芭
蕉崖有关。

“背萝卜下山的女人/与萝卜一起
滚下山崖/人们呼天抢地/人们的泪水
啊/浸透芭蕉崖的每一片山石/也没有
唤回女人”《背萝卜的女人》。

村主任克惹也布的叔叔也差点滚
下山崖，“如果滚下山，后果不堪设想/叔
叔只冷冷地说了一句/‘人的生命不应该
掉在这个烂地方’/于是谁也拦不住地
搬家到金口河了”（《修路的故事》）。

为测算修路费用，阿索拉毅三天两
头蹲守县交通运输局堵测算员。第一
次测算，女测算员是哭着回去的，因为
前后被三只蚂蟥叮了。天黑还没测完，
测算员们只得上车回城，上车后村支书
打开手机照明，脚上是一条已经吸饱了
人血的拇指粗的蚂蟥，拉出来给众人
看，一车人吓得不轻。

测算后显示，修路需要192万，数
目太大，需申请贷款协调资金多方设
法。等待的日子里，阿索拉毅替村民们
守护着这片绿色家园。

山风拂面的日子，他祈祷着路通后
拥有了“绿色银行”的村民不要失去本
心，想象着村民有一天种上竹林、养殖
牛羊，开发旅游资源，走上可持续的小
康路。今天，这些愿望正逐一实现。

他更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学使命，那
些驻村工作结束后的寂静深夜，他埋头
看书编书，每天十一二点睡觉，早上四
五点钟醒来，继续看书、看稿、改稿，直
到8点半左右去上班。

伴随着一张张扶贫表彰奖状的，是
新增的厚厚十几部上千万字的正式出
版文集。个人诗集《诡异的虎词》荣获
第八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
汉文作品奖。这些编选的图书，除了几
本地方志，不出自任何人的约稿，而是
符合他心中“展现当代彝族文学文化的
成果”的使命。

书编完了，有些书出版了，也有一
些就永远留在了电脑里，好几百万字。
但他不在乎：“我编书从来不想能不能出
版。编完了彝族诗歌系列之后，觉得还应
该再编小说系列、散文系列，后来觉得

应该收集整理将要逝去的民族非遗文
化。我觉得应该这样做，就去做了。”

想到就去做，是“行动派”阿索拉毅
的风格，可能也是一个从小生活在无拘
无束的彝乡的孩子乐观的天性使然。

“待人真诚、做事热情，对事物充满期
待，骨子里有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是
英布草心对阿索拉毅的评价，“他全身
充满着根植于乐观的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有点像《百年孤独》中的何塞·阿尔
卡蒂奥·布恩迪亚”。

乐观与坚定，更是阿索拉毅对扶贫
工作的态度。其实早在2019年，驻村6
年的他已经第三次轮到了回县城的机
会。长年驻村，家中三个儿子只能由妻
子全职照顾，家庭收入困难，生病的母
亲也无法看护。最主要是孩子学习顾
不上，遇到实在不懂的作业，妻子只能
拍照让他视频指导。

但当时正值全国脱贫攻坚的关键
期，他第三次继续驻村：“毕竟没有多少
人能幸运地全过程经历这么一件必定
会记录在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此后，
他又参加驻村乡村振兴，2023年10月
才正式回到县里。十年驻村三个地方，
工作单位也调到中共峨边彝族自治县
党校，至今负责金岩乡俄罗村巩固脱贫
攻坚帮扶工作。

前后10年，田村山羊养殖基地成
熟了；茶园村有些村民年收入已达20
余万元；仲子村的八月笋、万坪村的蜂
蜜都有了产出；乡村有了太阳能路灯、
行便桥、水泥桥；村民入股了合作
社……

养蜂的残疾人沙玛克者是万坪村
致富带头人，村里开蜂蜜节的蜜都是他
免费提供。他说，村里养蜂农户有30
多户，每户少到两三桶、多到几十桶，

“百桶以上的有三户，我养蜂数量在200
桶以上，每年产量1000斤以上，这三年
每年经济收入都能达到 20 万元以
上”。茶园村致富带头人雷俄拉颂主要
从事养殖，养了5头牛、一头猪、鸡若干，
儿子在外打工。耳聋的他让村民赞叹：

“正过几正过，我以诺若达牟（你很拼
搏，我们也要向你家学习）。”

阿索拉毅先后获得四川省脱贫攻
坚“五个一”驻村帮扶先进个人、乐山市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20多项荣誉，扶
贫事迹也上了《人民日报》等多家媒
体。英布草心的扶贫报告文学《太阳照
进“无人村”》入选了多本主题图书。这
些奖状、证书、奖杯和报道，他悄悄锁在
了柜子里，周围人并不知道。

“我只想做事，事能做成就行。”只
是这十年，因为使命和责任，他写的诗
不算多。

他把诗写在了脚下这片土地上。

“33 个孩子的小脸，忧
伤的，落寞的，再不能从心里
抹去”

飘着小雪的峨边县城浸透着南方
山区特有的湿冷，和阿索拉毅并肩走在
街头，十几分钟的路不断爬坡上坎，前
后却碰到了三四个行人给他打招呼。

意外的是，每个人都曾是他的助学
对象。

穿着黑色羽绒服的年轻女孩叫阿
里美，声音轻柔，父母双亡的她在阿索
拉毅的助学帮助下考上了大学，如今已
当上了老师。毕业后女孩曾找到阿索
拉毅，也要资助一名孩子上学，阿索拉
毅拒绝了，“她其实经济上还非常困难，

现在当了老师做我们的志愿者最合适，
负责帮我们找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孩
子”。还有一位长得像歌手吉杰的小伙
子，外甥面临失学，找到阿索拉毅的第
二天他就安排了资助人。寒暄中小伙
子感叹“倒是挺争气的读出来了啊，就
是可惜高中在乐山住校，有点没管住自
己，本来还可以考更好的大学”。

助学志愿行为，在阿索拉毅驻村之
前的2008年就开始了。当时还在乡上
工作的阿索拉毅痴迷诗歌，但常常想：

“除了享受诗歌这精神盛宴，还能为这
个社会做点什么？”他觉得，一生只为个
人的事业奔波，这样的活法没有意义。

执着于帮助失学孩子，也许源自阿
索拉毅自身的经历。自小吃着“犁耕火
种”的洋芋和苦荞，行走在没有通公路
通电的崎岖山路，一起长大的农村小伙
伴很多都弃学了。从小只会彝语的他，
在学校学会了汉语，后来博览中外群
书，诗歌更是打开了全新的世界。

他最大的心愿是“让乡村所有孩子
都能读到诗歌，走进文学的美好世界，
感受书香的美好”。

这几年他参与和主办过不少县里
“文学赋能乡村振兴”的活动，在《峨边
文艺》上编辑刊发相关主题稿件，在“全
民阅读 书香乐山”活动中获得过“书香
人家”称号。因此，他对“清溪模式”非
常赞赏：“清溪村现在开门迎花香、关门
闻书香，自己的家乡成了诗和远方，这
么美好的理想没想到真的实现了……”
尤其经历脱贫攻坚这些年，他越发深深
感到，提升文化素养，激发内生动力的
精神脱贫，是最重要的“最后一公里”的
路，“否则，脱贫的村庄依然容易返贫”。

这些年，只要看到有求学困难的情
况，阿索拉毅就忍不住地想去帮助。帮
助他们，就像帮助曾经的自己。

2008年他就加入了几个 QQ志愿
群，为当地贫困学子募集新旧衣服、学
习用具。2009年，诗友曹鸿涛(老刀)了
解到阿索拉毅的做法十分支持，联系上
了中山市超人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罗
子健，这也是一位诗人，笔名“倮倮”，很
像彝族名字。罗子健把正筹划启动的

“壹点爱”基金的第一次助学行为落在
了峨边。“壹点爱”志愿平台里有很多诗
人。阿索拉毅提供了30位孩子的详细
情况后，诗人阿鲁与作家黄土路作为代
表专程前往峨边考察并发放助学金。

回想当年，阿索拉毅印象最深的是
黄土路和阿鲁带着相机，对什么都很感
兴趣，对着山里的电线都是一通猛拍。
而黄土路印象中，阿索拉毅话不多，一
直默默行动，感觉“非常爱自己的民
族”。黄土路感受最深的是去小女孩冉
拉阿子家家访，她7个月大时父亲意外
去世，母亲悲痛跳崖，她跟着叔叔长大，
但叔叔也有两个小孩上学，当时当地农
户年收入才一千多，困难程度可想而
知。那天下着细雨，拘谨的阿子小声地
回答问题。

这里的小学生每学期要交资料费
57元、保险30元，一日三餐10元。他
们把10个孩子这学期的支助费共4000
元钱交到校长水落达石手中之后，又马
不停蹄地去见了初中和高中学生。结
束行程赶回成都坐飞机那天晚上,和阿
鲁走在大街上，黄土路觉得面前的繁华
很不真实，“眼前掠过33个孩子的小脸，
忧伤的，落寞的，从容的……他们再也不
能从我心里抹去。”欣慰的是，这些年，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助学志愿活动。

驻村扶贫的阿索拉毅，每次会专门

记录村民的教育情况：曲别达体，孩子
读书要走4个小时以上；阿新取哈，二儿
子在2个小时之外的村小读书，语文及
格，数学不及格；阿余阿生，长子辍学打
工，供妹妹读书；沙玛张加，大儿子小飞
辍学，三女沙玛阿芝未上户……

为了方便孩子上学，他给茶园村村
民协调安排的新家，全部紧邻公路。其
中的阿余阿生，在县城一公里外有了房
子，女儿在“壹点爱”资助下上了大学当
了老师，丈夫沙玛中华是位诗歌爱好
者，出过诗集，安居后出版了十几期民
刊《山风》。

在阿索拉毅的手机里看到了很多
个群：助学认捐群、壹点爱家园群（被资
助学生群）。学生群里转发着各种信
息：基层选调生通知、招考人民警察通
知、人才引进意愿表、四川高校资助政
策等等。“不能考上大学了就不管了，我
们要一直负责售后。”

助学认捐群里，是各种公开的收款
和转账证明，他要定期向各位资助人汇
报被资助学生的成绩、动态、生活照
片。每年助学款发放时节，要一一提醒
资助人向平台打款，“没打款不能追着
问，也许人家有困难”。当天的群里，一
位志愿者在为一位残疾村民种的天麻
寻找买家。

遗憾也不少，最大的问题是时间不
够，而且，“家庭越贫穷的孩子越难帮
助，因为整个家庭完全没有资源，最后
基本上还是会辍学，这时候就感觉挺没
脸向资助人交代的”。

15年来，每年通过他加入“壹点爱
助学服务中心”的资助人累积300多
人，平均每年资助学生100人左右，每
年平均发放助学金20万元左右。他还
为学校建图书馆、就餐棚、发放衣物文
具等。他也获得了一份份表彰：四川省
雷锋式优秀志愿者、四川省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工作者、四川省优
秀志愿者、乐山好人……

记者请他把这些荣誉都搬出来
看看，屋里都是书，找不到地方摆放，
于是勉强堆在电视柜上，层层叠叠好
几堆。

“这些东西再不拍摄整
理出来，再也没有人记得它
们了”

编选了上千万字的书，阿索拉毅的
存书量自然惊人，甚至被孔夫子网的卖
家认作过书贩子。他家的书房却非常
局促，不到两平方米，顶头放着电脑桌，
两面是简陋书架。书籍堆放在每个房
间的角落和柜子里。他收藏的上万册
图书大部分放在了朋友家，取名为“彝
诗馆藏书中心”，其中最贵的一套书价
值6万多元，106卷。

这些年，他累计收录1000多位彝
族作家的作品，出版物包括《中国彝族
当代诗歌大系》《中国当代100名彝族
女诗人诗选》（上下卷）、《阿波罗的光
芒》《当代彝族女性诗歌选》《当代彝族
女性散文选》《当代彝族女性小说选》
《峨边彝族农俗影像志》《峨边往事》《峨
边掌故》，以及《中国彝族当代母语诗歌
大系》（上下卷）（阿索拉毅、马黑吃吉）、
《彝族诗歌发展概观》《中国彝族当代小
说大系》（1-3卷）《人人心中都有一个
甘嫫阿妞——峨边彝族女性摄影诗歌
集》（水落木沙、阿索拉毅）等等。

如果借用“素人写作”的概念，阿索
拉毅算是“素人编辑”，他既不是高校、

研究机构的，更不是出版机构的，有的
只是一腔热情。

作为“素人编辑”，他的很多图书在
相关出版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一位
藏族作家为他的行为深深感染，专程前
来请教，也希望为本民族出版这样的
书。在西南民族大学的罗庆春教授看
来，“这些编选和出版行为不应该只是
由一个人来做，而是应该由社会或政府
来完成的‘文化工程’，应该由十几个人
的专业团队来实施。这些编辑行为，真
的称得上是劳苦功高、意义深远……”
大理文学院的纳张元教授认为，相比阿
索拉毅在现实意义上的扶贫，这些书
籍，是对一个民族的精神扶贫行为，是
更为重要的。

为什么要不断选编作品？“机构或
部门编书，大部分只关注一县一市一州
一省，很少从更大的时空轴展现文学全
貌。有些带着‘中国’两字的选集，有主
编的好恶或亲疏。我想尽力避免这样
的情况。每一个为文字努力的作者都
值得我们去记住。”

作为峨边彝族自治县作协副主席，
阿索拉毅也时常给基层作家讲课，发掘
新人。他感觉基层作家的优势是离生
活很近，劣势是眼界有限，“很可能刚开
始学习写作时路就走偏了”。他对中国
作协开展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也非常关注，因为有出版社的编辑
请他推荐人选。去年底，他当选了乐山
市作协副主席。

这些年，随着文学类书籍的编选接
近尾声，他开始更多了解彝族文化风
俗，比如服饰、饮食、非遗民俗等。一张
张翻看这些展现民族风俗风情的精美
书籍，记者惊讶地发现不但很多文字由
他撰写，大部分图片也是他本人收集拍
摄。“这些东西再不拍摄整理出来，再也
没有人记得它们了。”

“其实，公益也好，编书也罢，首先是
发现了一些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或者说
需要有缝缝补补的空隙，我才会去做。”

如果穿越回20岁

记者问阿索拉毅：“如果有机会穿
越回20岁，你想做些什么改变吗？”

“以我的时间、精力和能力，我也就
只能做这些事了。”他说。

15年的助学志愿服务，13年的写
作编辑生涯，10年的扶贫工作，交织在
这无憾无悔的人生里。

对阿索拉毅来说，其实“诗歌才是
灵魂里的渴望。等完成了我的使命，我
会再来研究诗歌，创作诗歌……”

阴冷的冬日客厅，坐在为远道的客
人专门打开的电烤炉旁，阿索拉毅很认
真地在手机上测试了近年很流行的
MBTI（十六型人格）量表，测试结果：
infj，提倡者。

分析语是这样的：提倡者人格类型
的人非常稀少，人群中不到1%，但他们
对世界的贡献不容忽视。他们通常具
有强烈的价值观和信仰，强调人性和社
会的公正与进步。但真正令他们与其
他理想主义人格类型区分开的是，他们
果断决绝。他们不是懒散的空想家，而
是能脚踏实地完成目标、留下深远的积
极影响的人。

他们把帮助他人作为生活的意义，
你经常会在营救活动和慈善工作中发
现他们的身影，但他们的真正理想是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让人们一开始就不会
陷入困境。

悬崖之上
——诗人阿索拉毅印象记

□本报记者 明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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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阿索拉毅，1979年生，四川峨边人，乐山市作协副主席，峨边

彝族自治县作协副主席。历任统计员、农技服务中心主任、国土员、中共峨

边县委党校副校长等，2013年5月至2023年9月下派三个乡任驻村第一书

记，主编出版《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中国彝族当代母语诗歌大系》《中

国彝族当代小说大系》等十几部文集，编著出版《彝族诗歌发展概观》《峨边

掌故》等多部作品。先后获得四川省脱贫攻坚“五个一”驻村帮扶先进个人、

四川省雷锋式优秀志愿者、“感动峨边第一书记”、四川省优秀志愿者、乐山

好人等20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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