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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总 序

文化的实质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有了人，就

开始有了历史，也开始有了文化。因此，文化是民族的血

脉，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一个地方的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灵

魂，是人民群众文化自信的根基和底气之所在。

巴马瑶族自治县是一个有12个民族同胞聚居的地方，

是集老、少、边、山、穷、库区于一体的县份，是广西农

民运动发源地和右江革命根据地腹地、百色起义策源地，

是世界长寿之乡、中国长寿之乡、中国香猪之乡、中国书

法之乡、中国长寿养生旅游目的地、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

游区核心区。这里自然地理环境独特，自古人瑞密集，特

色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古人类在这

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播下文明的种子。在历史长河中，各

族人民通过自己的智慧，传承和发展了丰富的民俗文化、

长寿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包容开放地吸收了外来

文化的精华，形成自己独特的乡愁记忆和精神家园。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文化强县的重要战略决策，挖掘巴

马丰厚的文化底蕴，描绘钟灵毓秀的山水风光，展示持续

发展的经济建设，呈现日新月异的城乡面貌，展现和谐进

步的社会事业，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在决胜脱贫攻

坚、决战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建设、推进巴马全面建

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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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是个好地方

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自治县党委、人民政府决定组织编撰“仁寿巴马丛书”，并

在巴马瑶族自治县成立60周年的庆典期间推出第一辑，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荫泽后世的文化工程，无论对历史还是对现实、对现在还是对未来都弥足珍

贵，意义重大而深远。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岁月的洪流滔滔奔涌。经济越迅

猛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越丰富，社会越需要强大的文化作为精神动力。在经济进

入新常态，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仁寿巴马丛书”的推出，开启了巴马编撰大型

文化系列图书的先河，作为巴马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让世界了解巴马的一个窗

口，必将对增长干部群众文化知识，丰富巴马文化典藏，激发县内外专家学者、艺

术工作者关注巴马、研究巴马、叙述巴马、讴歌巴马的创作热情，发展繁荣巴马地

域文化，推动巴马科学发展，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并随着发展的进程愈加显现出

特殊而强劲的软实力。

丛书取名“仁寿巴马”，主要基于巴马长寿文化、孝德文化的底蕴，基于巴马

珍藏民间的“惟仁者寿”牌匾，基于长寿之乡之盛名。其中有一个真实的历史故

事。清光绪年间，巴马那桃乡平林村敢烟屯邓诚才因军功在朝廷为官，他为官清

廉，屡屡建功，60岁那年还参加了抵抗英法联军入侵的战斗。荣归故里之后，他

用自己的俸禄购买了甘蔗种子、香猪崽送给村民并教村民种养，提高村民收入，造

福一方百姓，赢得乡亲敬仰。光绪帝得知此事后，赠予“惟仁者寿”牌匾，树其为

乡里楷模，旨在匡正民风，以文化人。光绪帝借用了孔圣人的“仁者寿”，在“仁

者寿”前加了一个“惟”字，意思是仁者爱人，强调只有心中充满仁爱的人才会长

寿。推而广之，只有用充满仁爱的心来发展文化，社会才会进步繁荣，人民才会安

居乐业。“惟仁者寿”是巴马人民的一个精神图谱。

巴马人民自强不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创造物质文明财富的同时，不忘厚

植民族精神根基，创造各民族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20世纪20年代，邓小平、张

云逸、韦拔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巴马组织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和人民解放

斗争，用血与火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20世纪60年代，巴马人

民创造了“人敢拼命，山河听令”的艰苦创业精神；改革开放以后，铸就了“勤

奋、团结、拼搏、创新、奉献”的时代精神。这为巴马唱响时代主旋律、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人民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树立文明健康社会新风尚、

推动巴马科学发展凝聚了正能量和提供了厚重的精神财富。推出“仁寿巴马丛

书”，就是尽可能地展示巴马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明血脉，诠释人民最根本的文

化基因，展现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彰显人民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体现人民

002



总 序

的巨大创造力和丰富想象力，代表着巴马人民的共同价值取向，架设巴马社会发展

的桥梁纽带，营造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多年来，巴马县内外不少的专家学者、艺术工作者，一直关注巴马独特的地理

人文和发展变化，将独到目光投向巴马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研究巴马、把脉巴

马、叙述巴马、描绘巴马、抒写巴马，其真知灼见、其理论观点、其科学阐述、其

艺术概括、其创作成果，为巴马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进

步繁荣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文化艺术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巴马文化艺术研

究和建设发展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

县内的作者大多缺乏系统的专业训练，不规范、视域狭窄的问题普遍存在，致使站

在文化的原点、立足于巴马的背景地、抱着极大的热情、掌握了大量的材料，但仍

然难以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精品专著，进入不了文化艺术广阔视野。也因为县外的作

者深入研究不深、俯察巴马不透、挖掘本质内涵的成果少，整体学术性和艺术性进

展比较缓慢。另外，由于种种原因，巴马文化书籍出版零星散乱，不成体系、不成

机制、不成声势，迄今还没有推出相对稳定、连贯、持续出版的文化丛书，文化的

软实力还没有展现其应有的推动和引领力量。推出“仁寿巴马丛书”，就是要鼓励

和引导县内外专家学者、艺术工作者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倾情巴马，以更加饱满

的情怀、更加广阔的视野，全面系统地诠释好巴马古代文明、现代文化、县域风

采、人文精神、民风民俗、文学艺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要素，弘扬巴马地

域文化，描绘巴马大好河山，传承巴马历史文明，记录巴马发展历程，展现巴马发

展成就，写好巴马故事，传好巴马声音，不断推动巴马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

发展。

有鉴于此，自治县党委、人民政府决定推出“仁寿巴马丛书”，组织成立了编

撰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编委会和编辑组。“仁寿巴马丛书”编撰立足巴马，体现

宣传、教育、史志、收藏等文化功能，突出浓郁的巴马地域文化特色、深厚的历史

文化内涵、时尚的精品文化效应，着力打造具有巴马地方特色的文化精品，展现巴

马的精神图谱，外界认识和研究巴马、投资巴马、参与发展巴马的良师益友。“仁

寿巴马丛书”编撰工作自2015年正式启动，2016年推出第一辑共三卷，分别为论

文卷、诗词卷、散文卷。丛书作者深入研究，潜心思考，刻苦创作，齐心协力，精

益求精，将严谨治学的思想、丰富多彩的想象贯穿于编撰全过程，出色地完成了第

一辑的编纂任务。从第一辑的成果来看，论文卷充分体现了学术严谨性，具有较强

的前瞻性、指导性和实践性；散文、诗词卷基本做到了突出大众化，力求语言生

动，内容紧扣巴马实际，展现巴马历史人文之美、生态山水之美、社会和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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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是个好地方

“仁寿巴马丛书”第一辑出版了，这是巴马文化建设的一个新开始、一个阶段

成果，其主要价值在于为人们提供认识、了解巴马的一个蓝本，也是为人民群众提

供一份资料。丛书汇集了专家学者、艺术家们呕心沥血的成果，在此，感谢他们为

编纂“仁寿巴马丛书”所做出的贡献。同时，我们清楚地知道，由于时间和空间的

因素，关于巴马的文化研究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前述所及的问题还没有完

全解决，我们希望广大专家学者继续关注巴马、支持巴马，也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

批评指正。愿此套丛书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为建设美丽幸福新巴马、建设巴马长寿

养生国际旅游核心区增光添彩。

仁寿巴马丛书编撰工作委员会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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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巴马是一片神奇美丽而蕴藏文学艺术资源的土地，这

里的自然地理、历史人文、风物和人情自然成为作家热衷

书写、赞美与思索的主要内容和对象。多年来，诸多作家

以巴马作为背景地，深入巴马、品味巴马，创作出不少脍

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巴马是个好地方》就是其中一次精彩

的集中展示。

翻开《巴马是个好地方》，一股独特的韵味拂面而来。

我们领略到了巴马这片土地的清香，巴马地理山水的朗

润，巴马历史人文的温厚，巴马民族风情的绚丽，也领略

到了巴马人民与作家们心领神会、丰富而静美的精神世界。

透过这些饱含山情水韵、风土人情的散文，细细品

味，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片土地的温度与厚度，能够

感受到作家们对巴马这片土地的热爱与真情，他们力求从

“边远”“大山”“贫穷”“落后”的表象，寻找和审视优美

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历史人文，挖掘和探索巴马人民顽强

拼搏的生存状态、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作家们以独特的

生活经验、历史记忆和诗意的言说，用散文、随笔的方式

为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发出生命的强音，塑造出一道令

人瞩目的文学景观。本卷遴选了县内外著名作家、学者的

34 篇作品，大多是近年来描写巴马、抒写巴马的散文随

笔。充分反映了巴马这片土地的自然风光、历史人文、人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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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是个好地方

情事理以及对生命的珍视与自省，体现了作者对巴马这片土地朴实真诚的情感流

露，散发着对真善美的智性思索和追求，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巴马的精神

入口。

在组织稿件和编辑工作中，我们立足体现巴马特色、突出巴马品格、展现巴马

形象，力求内容全覆盖、风格多样化，遴选的作品既有巴马的自然山水、传说故

事、民情风俗、生产劳动，也有写巴马的人文精神、厚重的历史积累和浓郁的文化

风貌，塑造出既有地域风情又有时代特色的文学形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对于县外作家来说，巴马既是地理的他乡又是心灵的故

乡；对县内作家而言，既是地理的故乡也是精神的故乡。无论是他乡还是故乡，他

们和这片土地都有了交集、有了感触、有了刻骨铭心的痛与爱。在付梓之际，向作

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愿《巴马是个好地方》成为广大读者朋友的精神家园。

《巴马是个好地方》编辑部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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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麻的精神

火麻的精神
毕淑敏

中国巴马是著名的长寿之乡，其原因众说纷纭。人们的眼球多集中在水、空气和

阳光上，这诚然不错。不过，此外还有一味极重要的“功臣”——巴马火麻。

火麻是草本植物，一生短暂，风吹日晒春华秋实。枝蔓柔韧，叶子幼时像加拿大

的五叶枫，长大可为七叶或者九叶，苍翠欲滴。据说在肥沃土壤中，火麻能长到两米

高，铺天盖地，状如森林。巴马的火麻显然没有这等身强力壮，它们生长在山谷的缝

隙中，看起来矮小而单薄。春夏之交，火麻会开出细碎的黄白小花，不声不响地借着

微风的力量授粉，沉默地结出微小的果实。成熟的火麻籽直径只有几厘米，土棕色，

仿佛一粒粒黯淡的芝麻。

却不敢以貌取人，小看了这来自巴马神奇土地的精灵。当地种植火麻已有几百年

历史，美称“长寿麻”。国内外长寿专家研究证明，火麻油是含不饱和脂肪酸最高的食

用油，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E。我走访过的每一位长寿老人，都告知

我他们的食谱中必须有火麻。每天都先将火麻仁洗干净，加水用石磨研磨成浆，以白

纱布过滤，去除渣滓。然后用滤出的火麻水加上一点青菜，大火煮开，放入一点点精

盐，一碗上面漂着油花的暗绿色火麻汤就大功告成了。我第一次见这种汤水混浊、色

泽晦暗的食品，一时竟不敢下咽。入得口中，味道尚好。巴马人虽每天必食火麻，然

极有节制，不过数十粒。持之以恒，日复一日，造就了长寿神话。

其貌不扬的火麻，却身世不凡。在中国最长寿的药典《神农本草经》中，它被列

为药中上品。《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年间，共分 3卷，载药 365种，分为上、中、

下品。它托名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创造性地分成了君、臣、佐、使四类，开中国药理

论之先河，加之文字精邃古朴，遂成为一代经典。上品乃药中君王，可养命以应天，

具有滋补、轻身益气的功效。它们无毒或者毒性很弱，不会伤人，可以久服。打个不

一定恰当的比方，上品药就像德才兼备的领导。中品药的功能为治病补虚，不过使用

的时候要仔细斟酌，像有力但缺点也很突出的可用人才。下品药则治病攻邪，多具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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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毒攻毒，不可久服。

火麻仁气味甘平，滋阴补虚、补中益气，是当之无愧的上品药材，和它比肩的还

有人参、甘草、五味子、龟甲等，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我在北京总后勤部的汉麻研究所，看到名目繁多的麻制品，从华美的衬衫到强韧

的炮衣，从高能量的营养棒到可以熊熊燃烧的油料，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我惊诧地

得知，在火麻的生涯中，麻秆和麻籽的用途只能选择其一。要用麻纤维，必得取青

麻，它们尚未结籽就慷慨“献身”；如果要用成熟的麻籽，麻茎的纤维就已经木质化

了，失却了青葱时代的柔韧。火麻的纤维和火麻籽的功效，如同鱼和熊掌竟不可兼

得，这样的选择便成了火麻的宿命。

回想巴马火麻的一生，钦佩而夹怆然。它浑身是宝，默默奉献，从青年到老年，

鞠躬尽瘁。它生于荒僻贫瘠的山野，屡经磨难，依然茁壮生长、昂扬向上；它承日月

之甘霖，汲大地之精华，将土壤、河流中的营养物质富集于一身，去粗取精再无私奉

献给他人；它质朴无华，没有喧嚣的金字招牌，没有披红挂绿的封号桂冠，悄无声息

地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浓缩着种种元素，以平凡的果实滋养着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在巴

马大地上描绘出生命的奇迹。

[作者简介]
毕淑敏，女，汉族，1952年10月生，山东省文登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从事

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著有长篇小说《昆仑殇》《红处方》《血玲珑》等，中短篇小说集

《女人之约》等，散文集《婚姻鞋》等。多篇文章被选入现行新课标中小学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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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的生命
陈应松

去往巴马，大雨如注，去年往新疆的“天马之乡”——昭苏也是大雨如注。莫非

去这些神奇之地，既遥远也要受罪？想想每年去巴马的数十万“候鸟人”，也有如此惊

险和艰难的旅途？巴马是世界五大长寿之乡之一，这种地方绝不可能在城市，也不会

在离城市很近或者交通便利的地方，都是相当僻远之地。仿佛那些珍稀的“人瑞”，都

是躲在密林与深山中的、带有某种神秘感的人。或者在高原，比如高加索地区，再或

者在新疆、北极。

要坐长途汽车，坐支线飞机到百色，再坐汽车到巴马。到巴马了还不算，再坐汽

车去甲篆、去百魔洞、去坡月村、去有“神泉”的地方。不就是冲着那个“魔洞”和

那个“神泉”去的吗？去往巴马的路上，植物绿油油的，水清亮亮的，天空蓝澄澄

的。植物生长得真凶猛啊，空气中含着糖分，还有雨后的泥土里散发出的浓郁气息。

大地给人足够的能量，同样推动万物生长，包括人类。人类这样特别的“植物”在广

西、在巴马，好像特别蓬勃。水的流速也很快，全是从山缝、山洞里流出来的，冒着

一种说不清的石头里的元素的气味，或是多种微量元素的气味。这种水不是平原上的

河水，也不是一般的地质层里流出的水。再说了，其他地方也没有这么汹涌、这么丰

沛。因为，听说巴马的水是很特别的，当然还有阳光、食物都很特别。找了几个专业

数字：空气，在百魔洞里，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上万个；阳光为“生命之光”，是

4—14微米波长的远红外线。

巴马有一股生命的能量，像百魔洞里的石笋，水晶宫里的石笋，似乎在呼呼地往

上蹿，这种感觉在其他溶洞里没有遭遇过。石头都是蓬松的，好像要长出枝叶来。从

水到天空、到石头，都仿佛是时鲜，可以生吃（水当然可以生饮）。在百魔洞前的河

里，我也痛饮了一顿“神水”。有点甜，但也不是很特别，味道最平淡的水就是好水。

多年未饮生水了，却没有闹肚子。想到小时候，我们从不烧开水，全是直接喝河里的

水，那时候没有听说过污染。现在，在巴马，终于让水回到了几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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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魔洞口的河边，我看见取“神水”的人，全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候鸟人”，他

们像干渴了许久似的，都是开怀畅饮。进入百魔洞后，许多安静的老人或坐或卧在洞

中。好在洞是大洞，洞中还有一个植物葳蕤的大天坑。天坑过后还有山，山上还有一

个瑶寨，从那里下来或者上去许多神秘的、面目平静的瑶族人。他们与这个世界的联

系全是在洞中进出，这个地方不正像陶渊明写的桃花源吗？数万的“候鸟人”就居住

在这周围几公里的地方，全是养生公寓。他们是来治病养生的，他们怀着对生命的渴

望，企求在这里小住一段时间后，所有的病魔都被驱除，身体能恢复到生机勃勃的状

态。慢性病的老人更多，无外乎是高血压、糖尿病之类。有的老人竟然一次性交了20

年的房租，还有许多人与当地农民合建房子，即他们出钱建一栋楼房，给原住户一

半，他们得一半。全国的“候鸟人”以东北人居多，人们看中的是这里温和湿润的环

境，温暖如春的四季。那些在百魔洞里每天静静躺着或坐着的人，他们心中是怎么想

的？我看到这其中的许多人精神萎靡，似乎是一些被生活抛弃和打败的人。没有生活

的激情，身体便无法去浊扬清。生命的动力还是要自己发动，应该对生活有恒定的热

情，怀抱寻常的幸福，内心要有持久的微笑。

在所有关于巴马百岁老人的故事中，有一则最有趣也最有深意。有人问一位110多

岁的老人：“您每天早上吃什么？”“玉米粥。”“中午吃什么？”“玉米粥。”“晚上呢？”

“还是玉米粥。”“那您白天干些什么？”“上山种玉米。”“晚上有什么活动？”“在家掰玉

米呀。”一个人的一生，就是种玉米、吃玉米。在南美洲有一种说法，人就是玉米变

的。人也许就是一株玉米。巴马的玉米是小棒子，叫“巴马黄”，也叫“珍珠黄”，小

且甜。巴马的好东西都不大，有一种巴马香猪，怎么长也就几十斤，而且是近亲繁

殖。人们探寻这些老人吃的东西，除了小巧的玉米和香猪，也就是喝生水、吃野菜，

如雷公根、苦麻菜、野牡丹等，要不就是火麻。因为生活没有起伏，一辈子都平淡如

水，也就不惧怕死亡。连活都不怕，还怕死吗？稀里糊涂地一活就是百年，这简直不

算什么。也有“高、大、上”的誉词，皇帝给巴马“人瑞”——活了142岁的蓝祥写的

诗中有“烟霞养性”“道德传心”句。皇帝这样“跩词”，把巴马遐想成仙境，百姓生

活在烟霞深处，宛如神仙。但百姓的真实生活其实没有这么超然、浪漫，就是一个普

通农民的生活，且直接、坦然面对死亡。比如这里也有与其他地方如湖北一样的习

俗，人到了60岁，就得为自己备一副寿棺。一般的寿棺就是放在堂屋里的，我在小说

中写过神农架人就是这样，平常用棺木存放粮食。但巴马的老人则更坦然，自从有了

自己的棺材，干脆就睡在棺材里。他们就这样对抗死亡，与死亡游戏。有个老人，就

这么睡在棺材里，睡坏了4副棺材，结实的棺材坏了，而老人却越活越精神，死神被他

打败了。

每个人对生命长短意义的理解是不同的。有人追求的是“生如夏花”，不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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