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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同志给我寄来了龙
会吟、周玮合作的长篇报告文
学《跟着老后走花瑶》清样，我
读了以后，深有感触。

我不认识老后，但从此书
得知，老后是一位民俗摄影
家，他连续跟踪采访湖南邵阳
古老的瑶族部落，先后 300 多
次深入偏远闭塞的花瑶古寨，
拍摄到 40 多万张珍贵的民间
文化资料图片，记下了数十万
字的文字资料。他对花瑶挑
花、呜哇山歌和滩头年画等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
理和搜集，把古老奇特的花瑶
文化推向世界，为挖掘、整理、
记录、抢救、保护与传播民间
文 化 遗 产 作 出 了 自 己 的 贡
献。老后也因之获得了“湖南
省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全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大新
闻人物”以及获选世界华人

“2014中华文化人物”称号，更

被瑶家尊为“荣誉瑶民”。冯骥
才先生说他是“民间文学的守望
者和殉道者”，并且感叹，“如果
每一种文化遗产都有一个‘老
后’这样的人守着它多好！”

是的，中华文化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它是由各民族
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
同创造、汇集形成的。在市场
经济大潮中，有些民间文学、
民族特色文化被边缘化，离我
们渐行渐远了。正因为如此，
老后这样的守望者就更显弥
足珍贵。

以老后研究的花瑶为例，
它是瑶族的一个分支，居住在
湘西南的大山深处，约有六千
余人，因服饰独特、色彩艳丽，
特别是女性挑花技艺异常精
湛，故称“花瑶”。阅读本书，
你可以了解到花瑶同胞坚韧
而善良的品格，极具特色的花
瑶挑花，有几分神秘的、原生

态的呜哇山歌，圣洁的婚嫁习
俗、诞生礼仪以及对古树山石
的图腾信仰；还可以尽情领略
瑶山美丽的风光，大气的山
川、摩天的石瀑、奇异的巨石、
成片的古树、浩瀚的竹海、神
秘的峡谷、灿烂的溪河，野性
的瀑布、美丽的仙潭……

1981 年 10 月 3 日至 6 日
间，作为湖南日报驻邵阳记者
的我，曾在小沙江的大瑶山中
徒步采访农村耕种和收获情
况。35年，弹指一挥间。现在
回想起来，当年并没有感受到
大瑶山的美丽风景，却对瑶寨
的贫穷和闭塞留下了极深的
印象。由于地处荒凉偏僻、极
度封闭的深山老林，我的到访
在瑶寨也算是件大事，因之受
到了瑶民的热情接待。在我
所居住的瑶民家中，主人第一
筷就把羽毛尚未褪尽的半熟
鸡头夹给了我。当时年轻的
我虽然内心有点发怵，但深知
这在当地是最高礼遇，便毫不
犹豫地吃了下去。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
时代，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
同样也是一个容易粗疏的时
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间
文艺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曾有学者担忧：民间文艺，尤
其是口头文学是一个与物质
最无缘、与金钱最疏离的非遗

门类，没有世俗的利益和政绩
可言，自然处于不被重视的弱
势地位。但现在，我们可以大
声说，是去掉这种担忧的时候
了。因为我们的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了第四种自信——文
化自信。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文化
自信的民族，我们的文化自信
来自于哪里？我觉得，来自于
中华民族文化兼容并包的胸
怀和内涵，中华文化在历史上
多次接受域外文化影响，引进
消化吸收融和，从而得到与时
俱进的发展；也来自我们对以
民间文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
的坚守。中华文化是没有中
断过的文化，我们靠的是什
么？是无数文化人的坚守和
热爱，即使在巨大的民族危机
面前，也有无数文化人不惜牺
牲、持之以恒地传承中华文
化。我坚信，只要我们每一个
文化人坚守自己的初心，坚守
自己的热爱，中华文化必将生
生不息，代代相传！

坦诚地说，我对花瑶缺乏
深入的研究，对作者和本书的
主人公也缺乏足够的了解，但
我是“文艺界的服务员，文艺
家的朋友”，尊崇文化，尊重热
爱文化、献身文化的生命，是
我的天职，所以写了以上这些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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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民间文艺的守望者
——悦读《跟着老后走花瑶》清样

欧阳斌

《红楼梦》里写了不少段子，这
些段子都是很有意趣的。

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
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里，黛玉在
床上歇午，宝玉怕她睡出病来，便诌
了一个段子哄她起来。说是：扬州
黛山上林子洞里有群耗子精。腊月
七日，老耗子说，他们洞中果品短少，也要打劫些来，好熬腊
八粥。就派一个能干的小耗去打听哪里有。打听到的情况
是，山下庙里米豆成仓，果品有五种：一红枣，二栗子，三落
花生，四菱角，五香芋。老耗便分别派出小耗去偷米、偷豆、
偷红枣等，只剩了香芋一种，就问谁去偷香芋？一个极小极
弱的小耗说愿去，还说不是直偷，只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
堆里，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众耗要他先变个让大家瞧
瞧。小耗摇身说“变”，竟变了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众
耗忙笑道，变错了，变错了，原说变果子的，如何变出小姐
来？小耗现形笑道：“我说你们没见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
香芋，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

这个段子内容有点趣味，但似乎没有更“深刻”的意
义。而从贾宝玉编段子的目的来说，则能说明他对林黛玉
的爱昵和关心，以及两小无猜无忌，亲密无间。

第三十九回《村姥姥是信口开合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里，二进荣国府的刘姥姥给贾母等一大家子讲了这样一个
段子。一个大雪天，她清早起来还没出房门，只听外头柴草
响，以为是有人来偷柴草了，却原来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极标
致的姑娘……刘姥姥刚说到这里，外面说马棚起火了，被打
断了。后来听说无妨后，刘姥姥要接着说，贾母说是抽柴草
惹出火来的，不准说这个。刘姥姥就又编出一个来。东边
庄上有个九十多岁老奶奶，天天吃斋念佛，感动了观音菩
萨，夜里来托梦说，你本该绝后的，看你这样虔心，如今奏了
玉皇，给你个孙子。原来这老奶奶只有一个儿子，儿子也只
一个儿子，好容易养到十七八岁上死了。后果然又养了一
个，今年才十三四岁，生得雪团儿一般，聪明伶俐非常。可
见这些神佛是有的。

刘姥姥虽是个村野人，却很有些见识，她讲这个段子，
就是要讨贾母和王夫人等欢心。

但宝玉记挂着抽柴的故事，大家散了之后，背地里还拉
着刘姥姥细问那女孩儿是谁。刘姥姥只得继续编：当先有
个什么老爷，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茗玉，老爷太太爱如珍
宝。可惜这茗玉小姐到十七岁就病死了。老爷太太思念不
尽，便盖了那祠堂，塑了茗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烧香拨火。
日久年深，人也没了，庙也烂了，那个像就成了精，时常变了
人出来闲逛。刚才说那抽柴火的就是她了。村庄上的人还
商议着要打了这塑像平了庙呢。

说这个段子的过程中，宝玉插了几次话，每插一次，都给
刘姥姥以启发，才越编越合宝玉的心思——她也是知道宝玉
喜欢女孩子的。而赢得宝玉的欢心，对她来说好处大大的。
好处马上来了：宝玉不准把庙平掉，说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
最爱修庙塑神的。明儿替你化些布施，你就做香头，攒了钱把
这庙修盖，再装潢了泥像，每月给你香火钱烧香。

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里，写到元宵夜贾母带着一大家子吃喝、听戏后就击鼓传
梅。梅传到贾母手中鼓声忽住，按约定贾母就要讲笑话，贾
母就讲了这样一个笑话。一家子十个儿子娶了十个媳妇，
唯有第十个媳妇聪明伶俐。其他九个很委屈，就到阎王庙
烧香问询。左等右等没等到阎王，却见孙悟空来了。孙悟
空就给她们做了解释：她们十个托生时，恰巧他也在，撒了
一泡尿给那小婶子吃了，那小婶子就变得伶俐嘴乖。

当然获得哄堂大笑，大家都心知肚明，吃了猴尿的是王
熙凤。贾母说这个段子，应该没有没有什么“深刻意义”，只
是拿王熙凤取一取乐，让大家高兴高兴而已。

那一次，王熙凤也说了一个段子，说是一家子也是过正
月半，热闹得很。谁知这段子虎头蛇尾，“底下就团团的坐
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散了”。大家以为她还要讲下去
的。熟料她接着讲的是另外一则：也是过正月半，几个人抬
着房子大的炮仗到城外去放，很多人都跟着去看。一个性
急的人半路上就把炮仗点上放了，大家好不惊吓。而那放
炮仗的人没事一样，因为他是聋子。这个段子是有点值得
一笑的因子的。大家笑了之后，还想笑，有人就说，应该把
第一个说完啊。王熙凤说：到了十六日，“年夜完了，节也完
了，我看着众人忙着收东西还闹不清，哪里还知道底下的事
了。”众人又笑起来。把故事中的情节移到现实中来，王熙
凤这种随机而编的手法，又有值得一笑的因子，大家自然又
笑起来。王熙凤又说，时间已到四更，老祖宗也乏了，咱们
也聋子放炮仗——散了罢。自然又引出一片笑声。

王熙凤这种把故事中的情节转接到现实中来的手法，
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后世有多人仿效。花鼓戏《补锅》演
到最后，刘大娘说：“你们这是演的哪出戏啊？”女儿说：“现
代花鼓戏《补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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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金秋时节，快递员突然送来一个
包裹，我疑惑地打开一看，原来是《心尖上
的花蕊：林目清爱情诗100首》（现代出版
社2016年版）。嗨，没想到林目清这小子
越活越浪漫，已到知天命之年的人了，竟
然还写出这么厚的一本爱情诗。相识三
十年，我还是第一次读他的爱情诗，不料
被诗中所表达的真情深深打动了。

林目清从事文学创作30余年，已出版
6部诗集，1部散文集，现为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

这部专集是从作者近 10 年创作的
300余首爱情诗中精选出来的力作，是其
爱情的集结号。从中，足以看出作者爱情
诗创作成熟的深度与高度，彰显独有的风
格。概括起来，具有三大特色：

一是物人合一、情通万物的情感表达
特色。他的爱情诗中，很少有直抒胸臆
的，一般都是借物抒情，借万物于心中，把
物活化成人；在他笔下，无论是动物、植
物、静物都是有情感的生命个体，都是充
满着人性之爱的主体，万物都有情感的沟
通与意会，万物都有爱情。譬如，他书中
开篇第一首：“一朵桃花，从微寒的春天孵
出/在阵痛里舒展/总让人爱怜与心动//我
是一片云彩/肩负着看护的责任/时不时
落下爱意/打在桃花的心底/这种不经意
中的爱/似一种甘露/沿着桃花的脉络浸
润……”（《爱，从一朵桃花开始》2012年发
在《诗刊》）这首诗把云彩和桃花活化成
一对厮守相爱的恋人，表达一种为爱守
护、付出的牺牲精神，挚情挚爱让人无不
为之感动。再如：“你是一朵云/我用一
片叶子去爱你/一生只为长成你飞的姿
势/你在天空寻寻觅觅/我在心底追踪你
的身影/不为别的/只为心中总是有个你
……”（《我用一片叶子去爱你》）该诗把

“我”转换成叶子，让叶子与云活化成一
对用心追逐相爱的恋人，痴爱之情动人
心弦，惊叹不已。

二是通俗平凡而又嚼味甚浓的语言
表达特色。诗集中大多数作品都以淳朴
而通俗的语言进行抒写，看似平凡，但内
涵丰富，发人深思。你看《脚印》：“一个人

留下脚印就走了/他从来不对脚印负责/
他只管走自己的路//一个人走远了/一个
人走丢了/一个人走没了……//而脚印仍
然在/脚印永远在等待着/等待那个留下
脚印的人……”诗的语言通俗直白，耐人
寻味，充分体现了作者在当今物欲横流的
时代，对爱情新的认知与诠释。再看《我
是一只卷缩的虫子》：“我总是想敲开你的
门/但总是担心进去了/却无法退出//于是
我想站在门口等你/但又担心熬不住半夜
的寒冷/害怕那咳嗽声惊扰了你//于是我
设计等你在某一个拐弯处/等你来时正好
遇上你/可一旦遇上你时我什么话也说不
出//于是我计划站在一个风景最美的山
顶/等你开心或孤独时也来这个山顶看风
景/但我不知在这个山顶能坚持多久//于
是我只能坐在家里呆呆的想你/想我们在
一起时能发生的事情/想着想着自己立即
在羞涩里惊恐//于是我只能闭上我的眼
睛驱除你的影子/影子越驱除越稠密把我
紧紧缠绕/我发现自己就像一个虫子卷缩
在茧壳里。”此诗完全是口语化的，反映了
在爱情中的纠结、挣扎、徘徊、惶恐、忧伤
的复杂心理，让人掩卷遐思；同时也表现
了对真正爱情的向往与渴望，但又很无奈
的迂腐做派。

三是意象飞动，以新的艺术视角凸现
审美特色。书中许多作品不仅情感真挚，
而且视角独特，充满审美情绪。《在死亡前
看到最后的你》可见一斑：“一朵花在悲凉
处开出/才会让人惊喜/一棵树在死亡里
长出/才让人震撼//你注定是那样一朵花/
离阳光很远/在月亮的边上/只能吮着海
潮迸溅的咸露//你注定是那样一棵树/等
待尘埃把一切掩埋/太阳背叛了天界/星
星撒下生命的骨灰//你就这样开放/像雪
花开出每一颗冰凉的心/像纸花祭奠每一
个出逃的灵魂/像幸存的泪水安慰最后一
具尸体//你就这样站出/江河已干枯/湖海
只是一些黑洞/土地已成沙漠。”诗从现实
的残酷出发，以独特的视觉切入爱情悲
剧，让我们看到面对爱情的涕泣、迷茫、怅
惘，并由此打开了一个痛切心扉的爱情世
界。诗人说过：每个人在他们生命之中，

都会有和爱情相遇的时刻与瞬间，都会为
了爱情而痴而狂，而疯而傻……因为爱很
固执，所以诗人笔下就有了《许多东西很
顽固》：“……我把你锁起来/锁在我的骨
髓里/但你还是融进血液/从我的毛细血
管爬出来/润泽我的肌肤发光/在我的脸
上透出红晕/我把你藏起来/藏在我的谎
言里/但还是在我酒醉后/从我的梦话里
说漏了嘴/惊呆了许多空气/惹怒了许多
不是/锁，是一种珍爱/藏，是一种不舍
……”“锁”与“藏”的意象联动，别开生面，
折射出爱的顽固与任性。诗人还说过：宇
宙的演化，自然而然决定了人类爱情的复
杂性；但复杂的爱情有时也会造成恋人思
维短路，产生纯美的梦幻世界。

诗集《自序》云：“诗人的心灵是滋生
爱情的沃土。诗人的灵魂空间布满了最
敏感的爱情神经，爱情随时都可能在他们
体内受孕。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仿佛就是
为了爱情而生的。”我想，林目清大半亦
然，因为写了几百首爱情诗，只是扯了他

“爱情的一个衣角”。他对“爱情的崇敬与
不舍”，必将催生更多“感天地、泣鬼神”的
爱情诗，我们期待着分享新的最美的“爆
炸了的爱”。

●新书赏析

最美的爱流着最美的情
——读林目清爱情诗集《心尖上的花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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