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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文学活动是必不可
少的。一个国家，不论疆土大小，在其发展的过
程和形成的历史中，总会有它的文学。对一个
民族而言也是如此。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是仫佬
族聚居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域，仫佬族人口约有
13.7万，其在罗城明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
前期。近千年来，仫佬族文学从萌芽状态开始，
随着仫佬族人民在罗城繁衍生息、发展而走到
成熟，每一个阶段都有其时代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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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的文学是神话和民间传说，在龙殿宝

等人编著的《仫佬族文学史》中总结这样的文学
方式“具有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变异性和立
体性等基本特征。”像中原地区的各种神灵一
样，仫佬族也有自己的神和超人，如婆王（花婆、
花王圣母）、白马娘娘、稼、吴平大王等等。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仫佬族人民作为处于
边远偏僻之地的少数人群，受到教育的程度极
低，因此以文字方式记录的文学作品不多，更多
是以口头流传为主，这主要体现在彩调、民间故
事、仫佬族民歌上。龙殿宝曾经编辑出版《仫佬
族古歌》一书，收录了现今保存下来的仫佬族古
歌。同时，广西有着“歌海”之称，有山水处皆有
歌声，罗城也不例外，仫佬族人民也是唱山歌的
好手，在抒发情感和社交往来中也充分发挥了
山歌这种文学载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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仫佬族文学真正繁荣发展的时期，是从新

中国成立后才到来的。而其高潮阶段，又是从
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开始，具有“笔头尖”美
誉的罗城文化人有了更广阔的文学道路。作为
罗城本土的文化阵地，创办于 1978年的《罗城
文艺》在 1981年更名为《丹凤》。自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丹凤》为出发点，走出了一大批的
仫佬族作家，同时也推动和促进罗城文化事业
蓬勃发展。何宝鼎在同一时期聚拢了诸如陈庆
华、梁瑞光、何明礼等罗城文人，创办了《衔书诗
辑》，为仫佬族古体诗词的创作和发展作出了巨
大贡献。一时间罗城的文学遍地开花，多个乡
镇也创办了文学内刊。

新中国成立后，聚居偏远地区的仫佬族开
始逐渐得到教育，文学作品才开始丰富起来。
这一时期最有名的仫佬族作家当属包玉堂，他
曾被誉为“仫佬族第一位书面文学作家”。他在
20世纪50年代就以诗歌著名，其创作经历一直
延续到 2020年，曾经出版过《歌唱我的民族》

《在天河两岸》《回音壁》《红水河畔三月三》等诗
集。他的诗歌朴素而真切，热情讴歌了仫佬山
乡乃至广西在新时代的变迁。有着“强烈的时
代精神，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民族特色”，也
正因为他用纯真的感情、朴素的语言创作的诗
歌平易近人，非常符合人民大众的阅读，这使得
他获得第一届、第二届、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骏马奖。

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以通讯报道见长的
潘琦也写了不少的散文作品，大多以仫佬山乡
巨变为题材，塑造仫佬族普通人民的形象。这
时期的散文，他没有过多追求文字的华丽和故
事的繁复，而是用平常的细节来讲述人们日益
丰富的美好生活，衬托出仫佬山乡在新时代日
新月异、天翻地覆的美好改变，具有浓烈的民族
气息。潘琦在 1994 年出版了散文集《山泉淙
淙》，汇集了他文学创作生涯前期的主要散文作
品，而他之后的散文集《琴心集》更是荣获第五
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到了 2000
年以后，潘琦的散文以回忆为多。作为历史的
经历者，潘琦对人物和往事的讲述，既是一种记
录，也是一种情感的交流，更加凸显出人文关怀
的特点。他对故乡罗城的描写，站在其特有的
高度，往往能从山乡发展的角度出发，宣传罗城

“三尖”的真善美，描绘仫佬山乡的美好愿景。
潘琦的散文如醇酒一样，属于越老越有味的那
种，是一种“暮年诗赋动江关”的意境。

与潘琦不同，在仫佬族散文创作方面，何述
强具有另一种风格。他的散文更多的是以文化
散文为主，灵活而不轻浮。散的时候可以纵横
捭阖，上下千年，横亘万里；细腻的时候则如穿
针一般，达到纤毫毕露，可以举重若轻。他的散
文具有独一无二的烙印，其中丰富的历史人文、
自然生态、人物景观内容往往做到交融贯通，能
够通过感性的直觉牵引出理性的内涵。也因为
何述强在历史认知上的出新，对人生多方面的
透视，以及他生活经验的积累，造就了他带有一
种浪漫主义的风格。他有散文集《隔岸灯火》

《凤兮仫佬》。特别是散文集《时间之野》，可以
视为其散文创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一经出版
就引发研究热潮。

仫佬族散文作家还有包晓泉。包晓泉是包
玉堂的儿子。他的《梦眼归魂》《青色风铃》分别
获第三届、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父子都获得全国性文学大奖——而且还是荣获
五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可谓是独此一家。

33
仫佬族作家在小说创作上，起步比诗歌和

散文要晚，是一个从微至繁的历程。李果河在
《仫佬族文学初览》一文里说，20世纪70年代以
前，只有包玉堂零星创作的几篇小说算是仫佬
族作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到了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唐海涛、唐海练两兄弟陆续写了
一系列的小说。唐海涛的小说是山的世界。他
几篇重要的作品《绿在山那边》《猎人的子孙》

《远方，水的传说》都是以“山”为背景。类似今
天“返乡”题材所表现的进还是出的矛盾关系一
样，唐海涛作品表现出对山里山外这对矛盾关
系的思索，以及如何突破找到出路的困惑，这也
成为他小说一个鲜明的特点。唐海练创作小说
是受到弟弟唐海涛的影响和带动。但他的题材
更为宽泛，其作品有《远山》《山鬼》《上岸轶事》

《黑龙猛士》等。
与唐氏兄弟同一时期，鬼子（廖润柏）也迈

出了他登上中国文学史上非凡地位的步伐。鬼
子的小说《妈妈和她的衣袖》在《青春》上发表，
后来被《小说选刊》选发，这标志他将开创仫佬
族作家小说创作的一个辉煌时代。此后，鬼子
的多篇小说在《人民文学》《收获》刊发。鬼子曾
经在乡下当过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这也使得
他对“村”生活的感受更加接地气，创作了如《上
午打瞌睡的女孩》《一根水做的绳子》《学生作
文》等。鬼子还注重底层的讲述，他的故事具有
深刻的社会批判性，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情
节推进发展上，甚至在语言上，往往有着异乎寻
常的敏锐和深厚度。他的小说大多是通过一个
个小人物的底层命运，展示出“村”与“城”两种
矛盾体的纠葛。这些作品发生地多以“瓦城”为
背景，乡土气息浓厚。以“瓦城”为背景创作的

《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瓦城上
空的麦田》三部中篇小说被誉为“瓦城三部
曲”。其中的《被雨淋湿的河》荣获第二届鲁迅
文学奖，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
奖。到了 2024年，鬼子蛰伏 18年创作的小说

《买话》出版。这部小说可谓是开拓、丰富了“返
乡”题材的新天地，充分反映城与村的冲突。写
前人所未写，这样的突破也让鬼子对小说这种
体裁的掌控又进入一个新的维度。

在小说创作上有一定影响的仫佬族作家，
还有杨衍瑶。他先后出版有小说集《在明天那
边》《仫佬山乡故事》。与鬼子一样，杨衍瑶也是
以描写小人物为主，通过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去
探讨人的命运话题。如《教子图》里，主人翁阿
三最后那看似潇洒的一跃，似乎挣脱了命运的
束缚，但实际上却只是一种幻想——短暂得可

怜的幻想，最终还是不得不臣服于命运的牢笼，
甚至还因为那冲动的抗争而付出一辈子的代
价。在《乡下舅舅》《阿菊》里面，舅舅和阿菊都
是有自己私人“事业”的人，但是他们的事业始
终得不到认可，只能沉醉于个人的满足当中，直
到最后肉体和私人“事业”一起毁灭。

44
杨衍瑶不仅在小说上有所建树，他在戏剧

上的成就甚至超过了小说的影响。在1998年，
他创作的仫佬剧《红背带》荣获广西“八桂群星
奖”文艺会演创作奖、演出一等奖，第六届广西
剧展小戏总展演编剧奖、优秀剧目奖，全国十一
届“群星奖”银奖等。杨衍瑶的戏剧主要是以山
村风貌为背景，讲述生活于其中的人民的高洁
品德和美好生活的愿景。除了《红背带》之外，
他还写有《悠悠寸草心》《仫佬女》等剧本。

说到戏剧，就必须谈到在广西乃至全国戏剧
界都具有重要地位的常剑钧。常剑钧跟鬼子一
样都是天河人，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戏剧创
作，其作品有《哪嗬咿嗬嗨》《老街》《水街》《新刘
三姐》《柳柳州》等，时代涉及现代剧与历史剧，剧
种则有仫佬剧、壮剧、桂剧、彩调等。其第一个创
作高潮当属《哪嗬咿嗬嗨》。该剧在1995年荣获

“第四届中国戏剧节演出奖、优秀编剧奖”“全国
戏曲现代戏交流演出优秀剧目奖、编剧奖、导演
奖”“文化部第六届文华新剧目奖、导演奖”，到了
1997年又获得“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中国戏
曲音乐孔三传奖”。他推陈出新，在近年创作了
现代彩调剧《新刘三姐》和民族歌剧《柳柳州》。

《新刘三姐》是旧壶装新酒，把刘三姐的故事带到
新时代传唱；《柳柳州》则是将为国为民之大者的
思想从古人身上发掘出来，古为今用，与新时代
完美融合起来。这两部剧的创作，可以说是广西
戏剧向着更深远发展的一个新高潮。同时，常剑
钧在其文学创作生涯初期对小说也有涉猎，《老
街》这部话剧就是由他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
同名小说改编而来。

在仫佬族戏剧的历史上，赖锐民是一个有
着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根据仫佬族民间传说的
潘曼为原型，通过艺术加工，将其打造成为阿凡
提式的民族机智人物。由他和江波合作创作的
剧作《潘曼小传》的诞生，也标志着一个少数民
族戏曲剧种——仫佬剧的诞生。《潘曼小传》作
为第一部仫佬剧，在1989年获第二届全国少数
民族题材剧本银奖。后来改编拍成电视剧《潘
曼》，在 1992年荣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
电视艺术骏马奖二等奖。

以戏剧成名，后来也创作小说的仫佬族作家
任君，曾荣获曹禺戏剧奖、文化部孔雀奖、中国戏
剧文化奖。他善于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包括

《粤西初仕》《玉笛情缘》两部讲述于成龙事迹的
剧本，以及 40集电视连续剧《啸奔辛亥 1911》。
任君除了进行剧本创作以外，还写出了以辛亥革
命为历史背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李德山
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铁血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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仫佬族是一个能歌会唱的民族，除了戏剧

以外，以山歌为引子，自然也会带起诗歌的高
潮。仫佬族作家中在创作现代诗方面具有一定
影响的诗人，除了包玉堂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
作家，一个是吴真谋，另一个是桐雨（吴利英）。

吴真谋的诗歌以乡情为主，其作品见于《诗
刊》《星星》《民族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作
为农民诗人，他对乡情的书写更多地体现了他
对城乡之间关系的困惑，特别是对农民面对城
市时进与退抉择的矛盾有着独特的个人理解。
他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了离乡人的苦乐，作为
一个亲历者也体会到守乡人的劳苦。因此，他
的诗歌显得深沉，但同时又透露着一股如种子

发芽般奋力向上的力量。他多年如一日，坚守
自己对文学的理想和写作初心，始终以他生活
劳作的那块土地为根基，用诗来诉说“他”对人
的前行方向的迷惘与思考。

作为中国作协第一位仫佬族女性会员，桐
雨的诗歌内容丰富，轻灵跳跃，情感细腻，非常
符合她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女性走出去的视野。
桐雨的诗歌大多是短诗，语言朴素精炼，有隽永
的意境，作品见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民族文
学》《广西文学》等刊物。她的诗集《风的形状》，
是第一部仫佬族女性作家正式出版的诗集，也
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仫佬族女作家的作品集，
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在诗歌的创作上，仫佬族作家还有龙殿宝、
温远涛、刘名涛等人。担任过《河池日报》副刊
部主任的龙殿宝最初的文学创作也是以诗歌为
主，除了出版个人散文集《弹铗长歌》和诗集《走
在秋的景深里》之外，他还参与编写了多部涉及
仫佬族文学的作品，比如参与编写《仫佬族民间
故事选》《仫佬族古歌》，与吴盛枝、过伟合著《仫
佬族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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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常剑钧、鬼子同为天河人的刘名涛曾担

任广西教育出版社总编辑。他的文学生涯前期
以散文、诗歌为主，到了 20世纪 80年代则侧重
于文艺评论。他的文艺评论强调文学要强调实
事求是，要切实反映真实的生活，不能脱离客观
性。

在文艺评论上有建树的还有曾担任河池
学院和钦州学院主要负责人的银建军，主要从
事文学理论及美学理论的研究和创作。除了
出版有《生态美学研究》专著，他还主编出版

《第四次仫佬族文学研讨会论文集》，参与编撰
《仫佬族通史》《仫佬族 20世纪文学作品选》，
对推动仫佬族文学繁荣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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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代有才人出，在新时代里，具有一定作

品数量和影响力的仫佬族作家还有阳崇波、何
不言（原名何兴中）、何珈阅、吴锡刚、四把伶
（刘美广）、莫晓霞、潘沁等人。阳崇波兼写散文
和诗歌。他的文化散文主要以罗城地区的人文
历史为主，考据详实，叙述严谨；记录生活的小
品文语言朴实而不乏清新灵动，具有浓厚的人
间烟火气息。吴锡刚在传记文学上颇有造诣，
其对档案的把握细致认真，文风严谨，对人物描
写全面到位，作品深受好评。何不言的诗歌短
而精致，富有哲理性。他参加过《诗刊》社举办
的第 38 届青春诗会，出版有诗集《夏天的喜
剧》。何珈阅作为一位年轻女作家，近年来在文
学创作上开始崭露头角，以后浪之势直追其父
亲何述强。她以文学专业出道，其创作题材涉
及散文、文艺评论。她有《我的“地下室”手记》

《流淌千年的时光》《以诗行取暖——论阿毛的
诗歌书写的独特理路》等多篇文章见于《散文海
外版》《广西日报》《长江文艺评论》等刊物。
2024年她还出版了关于刘三姐文化的作品集

《歌飘山水间：刘三姐故乡览胜》。
正所谓“罗城自古文章好”，罗城是“全国文

化先进县”“广西文学创作强县”。拥有创作题
材全覆盖的作家群体，是仫佬族文化千年积累
而拥有深厚底蕴的一种显现。这是仫佬族人民
坚毅向上的精神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的一个重要组成。

“清脆溪声奇峭峰，江山到此不平庸”，这是
罗城诗人何启谞的名句。具有“三尖”美誉的罗
城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地方，仫佬族的文学事业也
肯定能够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为不断丰
富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广西作协会员、中国诗词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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