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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曾经有人跟我提起
过，龙殿宝其实并不姓龙，而是姓
郑。听完之后，颇为诧异。

“吾父讳殿宝乃龙岸长斗郑国枢
公之子。”这是墓碑上赫然镌刻着的
一行字，清晰，冷峻，铁板钉钉。为了
印证这句话，我对龙师母进行了采
访，并前往龙岸长斗拜访了郑氏宗
祠，访问了白眉皓首的乡老。一番行
走下来，最终确认：龙殿宝并不在横
岸出生，他的出生地在龙岸的长斗，
是如假包换的郑氏子孙。

“文振玉其中国秉，绍述前辉有
达人。荥阳世业家声大，经学词章永
著名。”这是郑氏书写在祠堂的字辈
诗。按照字辈排行，龙殿宝的辈分当
为“秉”字辈，要是起了学名，他应当
叫做“郑秉 X”，是龙岸郑氏的第七代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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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殿宝的母亲是罗城仫佬族自
治县东门镇横岸村龙家的女儿，名叫
龙爱兰，新中国成立前嫁与郑国枢为
妻。新中国成立初期，丈夫去世后，
龙氏便失去了依靠。在走投无路的
情况下，龙氏便带着年仅 6 岁的龙殿
宝回到横岸的娘家生活。

仫佬族地区有一个古老并延续
至今的习俗，但凡是外姓人口想要在
一其他村落立足，须得将原来的姓氏
改为当地的姓氏。于是，原本姓郑的
龙殿宝便改姓龙，成了龙氏子孙。

作为农村妇女，龙母深知“勤不
富也饱，懒不死也饿”的道理。一天
到晚在田地里死扒苦做，以赚取每日
的口粮。龙母明事理，识大体，但凡
村里有搭桥铺路和修建门楼之类的
公益事业，她都尽己所能捐钱捐物。
龙母深知识文断字的重要性。因此，
待龙殿宝一到上学年纪，就把他送入
当地小学读书，祈望他肚里装点墨
水。龙殿宝也特别争气，凡事不甘人
后。他聪明伶俐，嗜书如命，经常是
手一拿书本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为
了支持和鼓励龙殿宝读书识字，她甚
至把本来作为口粮的谷子卖了，凑钱
供龙殿宝上学，给他买书。

望子成龙心切的龙母，以农村妇
女特有的勤劳和坚韧，揽下家里家外
所有的农活，为龙殿宝挤出宝贵的读
书学习时间。然而，在当时那个处
境，活下去才是王道，任何不切实际
的想法都是不合时宜。被繁重农活
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龙母，便没了以往
的好脾气，经常训斥“懒惰”和“不懂
事”的龙殿宝。有一次，龙殿宝看书
着了迷，把帮助母亲做农活的事完全
抛诸脑后。为此，母亲很生气，大声
骂他：“以后你就听那本书要吃的
了！（方言意思是指望那本书过活）”

1969年，龙殿宝与回乡插队知青
龙艳英结婚。龙艳英的父亲龙光春
是柳北游击队队员，新中国成立后回
到地方，曾在宜山专署公安部门工

作，后来去劳改场监管犯人，再后来
又调到金城江税务局东江税所工作，
在运动中不幸去世。龙艳英与龙殿
宝结合，算是柴门对蓬户——“门当
户对”。

一次偶然的机会，龙殿宝得知妻
子的叔叔手中有一本《新华字典》，心
中十分羡慕。身无长物的龙殿宝一
咬牙，用一条牛皮皮带换来了那本字
典。

正是这种善于抓住上天赐予的
任何一次学习机会的韧性与自觉，再
加上多年的勤勉奋发和日积月累，让
本来高小文化的龙殿宝拥有了大专
文凭，并最终成为一个学养深厚受人
景仰的学问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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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城有一个赫赫有名的文化大
院，罗城的文化人基本上都集中在这
里。大院里的氛围极好，人与人相处
极为融洽。他们每天不是写文章、写
戏，就是喝酒聊天，苦中作乐。他们
活得很特别，被视为“另类”。他们聚
会：“食与宿兮均自理，无钱搭车靠脚
长。”他们鼓励人：“我做初一，你做十
五。”他们的日常：这家的炊烟飘过那
家的天井，那家的酒菜上了这家的餐
桌。他们相互知根知底，日子过得像
玻璃一样透明。

他们逼仄的客厅，经常坐着从乡
下来的三三两两的业余写作者。他
们高声谈笑，肆无忌惮。家里的女主
人早已司空见惯，处之泰然。为了从
干瘪瘪的日子中充实点内容，找点乐
子，他们经常在酒酣耳热之际当面相
互“揭短”，给对方起外号，比如“革命
头”“唐老鸭”等等。龙殿宝那个尽人
皆知“龙老退”的雅号，就是从那时得
来的。闲谈之间提起，大家都心照不
宣，粲然一笑，空气中便弥漫着一股
轻松愉悦的气息。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物质匮
乏，大家生活都不富裕，经常入不敷
出。每天都得节衣缩食，量入为出。
偶尔出一趟差，心里总是想着家人，
省吃俭用，给老婆孩子买件把大衣和
鞋帽之类。由于人不在身边，只能

“隔山买羊”。结果买回来的大衣鞋
帽不是大了长了，就是小了短了，没
办法穿。退又不能退，转手又没人
买，苦恼万分。龙殿宝得知后，便急
匆匆跑过来，左右翻看，上下打量，然
后照单全收，既解除了同事的烦恼，
又省去了自己跑商店的麻烦。这样
的事时有发生，久而久之，同事们便
给他起了“龙老退”的雅号。

4

龙殿宝外表儒雅，是个典型的白
面书生。然而，他做起事来，却有一
股狠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990年，广西师范学院的过伟教
授找到龙殿宝，计划要出版一本《仫
佬族文学史》。

按照分工，龙殿宝负责撰写1949

年以前的仫佬族远古文学，以及仫佬
族近代文人文学等几个章节。接到
任务后，龙殿宝心中暗暗叫苦。他所
负责的章节没有任何现成文字资料，
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其难度外人无法
想象。课题组之所以找到龙殿宝，就
是看中他是仫佬族人，熟悉仫佬族的
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和文化发展状
况，认定只有他才能完成这个艰巨的
任务。

在撰写近代仫佬族文人文学时，
龙殿宝首先就想到了本村前辈龙谢
兰。龙谢兰是仫佬族文学先驱，写有
一本诗集《十年吟咏集》，民国三十七
年七月（即 1948 年 7 月）由桂林文化
供应社公开出版发行。他是罗城第
一个出版个人作品集的仫佬族文人，

《十年吟咏集》也是仫佬族第一本文

人诗集。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龙殿宝听说

一个姓吴的中学老师手上有一本龙
谢兰的《十年吟咏集》。于是，他便急
匆匆登门求借。在用心研究一番之
后，龙殿宝激动难耐，欲罢不能，情不
自禁地为龙谢兰的诗作写了一篇评
论，极力向世人推介这位仫佬族文
人。随后，出于文人的良知和文化的
自觉，龙殿宝将诗集复印一份，邮寄
给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存档。
后来，不知为何，吴老师手中的那本
诗集无缘由地丢失了。好在龙殿宝
心思缜密，未卜先知，为仫佬族文人
文学保留了第一粒火种。

多年后，龙殿宝当年所整理的龙
谢兰诗集，随着他的离世也没了踪
影。为了收集整理龙谢兰的诗作，为
罗城保留一丝悠远的文脉，我四处打
听、搜索，都没有着落，诗集像是从人
间蒸发了一般。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我找到龙殿宝的二公子远宏。幸运
的是，远宏凭着记忆，在凌乱的故纸
堆中翻出了诗集，让我惊喜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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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身世的缘故，龙殿宝的低
调和谨慎是出了名的。他一辈子始
终恪守自己的为人准则：多做事，少
做声，甚至只做事，不做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他携着
《仫佬族文学史》《仫佬族民间故事
选》《罗城歌谣集》等专著，登上中国
民间文学的广阔舞台并频频获奖时，
他始终保持心绪平和，表情淡定，好
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对他而言，已
经做完的事，就像撕掉的日历一般，
就此揭过，一切从头开始。

龙殿宝的职业生涯始于“布衣”，
也终于“布衣”。1969 年 3 月至 1978
年 5 月这近十年的时光里，龙殿宝以

“民办教师”的“布衣”身份，在当地乡
村小学、中学校园里教书育人，挥洒
青春。1978 年 5 月转为公办教师后，
先后在东门镇第一、第二小学任教。
1981 年 8 月，龙殿宝调到罗城文化
局。三年后，业务能力出众的龙殿宝
被委以重任，担任县文化局副局长，
一年后又兼任了县文联副主席。

作为文化官员，龙殿宝察觉到了
自身学历的不足。1988 年 9 月，他到
河池地委党校读了大专。两年后，顺
利毕业，回到原单位工作。1991 年 6
月他又调到河池日报社，从事他更为
钟爱的文学编辑和新闻记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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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城自古文章好，莫遣先人有
憾声。”刘名涛先生当年的告诫，如夏
日惊雷，时不时在耳边炸响。龙殿宝
是罗城“文章好”中的一个，不停地给
先人争脸。然而，正是这“一个”，让
孤独生长在罗城文学土地上的幼苗
得以淋浴温暖的阳光。同时，他还是

一个文学造诣深厚的仫佬族文艺家，
一个典型的“眼睛向下”的文人，时常
在月明星稀的夜晚行走在文学的田
间地垄，对生活在乡间的文学创作者
关爱有加，不仅关注他们的文字，还
关心他们的生活。罗城的文人不少，
但像龙殿宝这样对文学后辈扶上马
又送一程的并不多。只有长年在乡
间行走，熟知乡间泥土芬芳和民间疾
苦的文人才有如此情怀。在这一点
上，龙殿宝可谓功德圆满，是一个真
真正正不可多得的独特的文化长
者。对于那些在茫茫黑夜中孑孓独
行的基层文艺创作者来说，龙殿宝无
疑是矗立在文学旷野中的一座灯塔，
照亮了他们前行的道路。在文学的
茂密丛林中，千言万语凝成的一声声

“龙老师”，响彻天际，不停地在基层
写作者的耳畔和心中久久回荡。

2006 年，退休后的龙殿宝，回归
“布衣”身份。然而，他仍以巨大的热
情关注并参与家乡的文化建设。他
牵头主编的《仫佬族古歌》，2009年荣
获第九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那
本由他和仫佬族学者银建军教授执
行主编的《仫佬族通史》，填补了仫佬
族历史的空白，具有开创性意义，
2012年，该书获得第十二次广西社科
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是他人生的又
一高光时刻，也是他人生谢幕前的最
后一抹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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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你就听那本书要吃的了！”
幼年时母亲这句责备龙殿宝的气话，
像是一个精准无比的预言。龙殿宝
果然在“那本书”里找到了吃的，并且
在养活自己的同时，还为了供养“仫
佬族文化”这本大书，奉献了自己毕
生的心血。

罗城横岸是龙殿宝《凤凰的故
乡》，他长年累月《走在秋的景深里》，
独自一人在肃杀无边的旷野中《弹铗
长歌》，抒发着对故土的一片热爱与
赤诚。

当年，我的同学何述强在为龙殿
宝撰写碑文时，毫不犹豫地写下了

“文翰留馨”的碑额和“且将书卷邀月
览，漫取云岚作诗吟”的碑联。这不
是恭维溢美之词，而是一个文学后辈
对前辈的中肯评价，是世人对龙殿宝
的深切缅怀和由衷敬意。

2014 年 12 月 18 日，龙殿宝因病
去世，享年七十岁。

转眼间，九年过去了！

【作者简介】 韦光勤，广西罗城
人。广西作家协会会员，河池市作家
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26期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1991
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民族文
学》《散文海外版》《广西文学》《红豆》

《三月三》等。曾获“东西文学奖”全
球征文优秀作品奖。有作品入选年
度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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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殿宝的部分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