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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我美丽的家乡

——《散文卷》序

大理是我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也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我

从出生那天起，一睁开双眼，就望见雪峰峥嵘的苍山、碧波莹

莹的洱海，以及山海之间五彩斑斓的田园。家乡在我的心目中

永远是一幅美丽迷人的画卷。我认为我的家乡是世界上最让人

向往的地方。所以，我从小就热爱自己的家乡，为生长生活在

这样一个地方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

我长大参加工作以后，几十年从事新闻记者、编辑工作，

无论在国内采访还是出国旅游，当有人问及我的家乡，知道我

是大理白族的儿子时，他们都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伸出大拇指，

微笑着说：“大理，好地方！”

是的，美丽的家乡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一个难以割舍的美

妙的情结。对于大理的神奇和美丽，从古至今，不少骚人墨客

都发出由衷的感叹：

虫入凰窝飞出鸟，

七人头上长青草。

细雨下在横山上，

半个朋友不见了。

这是千百年来，一直流传在大理民间的一首谜语诗，谜底

就是大理的“风、花、雪、月”四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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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里浪花吹又白，

雨中岚影洗还青。

江鸥聚处窗前见，

林狖啼时枕上听。

这首唐代南诏国清平官，著名白族文人杨奇鲲写下的《游

东洱河》诗，如一帧回味无穷的画幅，向人们展示了大理苍山

洱海美丽神奇的景观。

水绕山光山绕城，

万家烟树一川明。

鸟从云母屏中过，

鱼在鲛人镜里行。

翡翠罘崽笼海气，

旃檀楼阁殷秋声。

虎头妙墨龙眠手，

百帧生绢画不成。

元代李京的这首《苍洱临眺》诗，更是把大理的山川风物、

人文景观描绘得淋漓尽致。

明代浙江的知名文人王世性，对大理有过这样精彩的描述：

“乐士以居，江山川以游，二者尝不能兼，惟大理得之。”

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原打算只在大理作三天的旅行，可到大

理后，大理明媚雄奇的山水风光和厚重的历史文化，让他大为

感动，把三天的行程改为七天，并写下了关于大理的不少脍炙

人口的篇章。

日本驻华大使左藤嘉恭访问大理时，有这样发自肺腑的感

叹：“如果天下有天堂的话，我想就是大理了。”

……

千百年来，从我国古代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杨升

庵，到当代的文坛巨匠郭沫若、徐悲鸿、邓拓、曹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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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意大利的马可·波罗、美国的埃德加·斯诺等著名文学家，

都在大理这块土地上写下无数赞美的篇章。让世界了解大理，

向往大理。当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家乡的风花雪月、山水园林

的奇丽；看到三塔古城，史迹遍野的辉煌；看到苍山洱海的壮

美，家乡人民努力奋斗的场景时，我就有一种深深的感悟，作

为一个白子，我要把自己所感受到的美好和幸福，热切地告诉

广大的读者和各族群众，让他们和我一样共同分享这份快乐。

所以我就勇敢地拿起笔，介绍我的家乡，书写我的民族，以及

我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尽管我手中的这支笔显得

很沉重、很愚钝、很笨拙，但我有信心和决心，努力地去写好

家乡的风光、家乡的历史文化、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爱情。

现在选编出版的这散文集，大部分都是近十年来我退休以后在

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未结集出版过的作品。这部作品中，除少

数几篇是去外地考察的游记散文外，都是写我身边白族人民的

人和事，以及这里的山水风光。有的文友对我说，我们白族出

了不少有名的作家，好些人都是靠写其他民族的作品成名，他

们很少写自己的本民族。只有你始终矢志不渝地坚守着大理这

块阵地，你的作品一辈子离不开白族。是的，我一辈子喝洱海水，

是白族人民用五谷杂粮把我抚养大，我了解家乡人的喜怒哀乐，

熟悉家乡人的生产生活，家乡人是我的衣食父母，我不写家乡

的人和事，不讴歌家乡的山水风光、历史文化，我能写些什么呢？

一尾洱海鱼，离开了洱海就不能生活下去，我作为一个白子的

后代，我手中的这支笔，离开了故土，离开了生我养我、教育

帮助我的家乡人，是什么都写不出来的。以前如是，现在如是，

将来也如是。也许在当今日新月异的创作态势下，我永远跟不

上那些趋之若鹜的新潮流。于是我只好一丝不苟地写好我的乡

土题材，在丰盛的文艺大餐中，为人们提供一点点调味的佐料，

也算尽了我的一份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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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我虽然一直担任新闻记者、编辑工作，却并非

专业作家，只是个业余作者。这卷《散文卷》，是我退休后文

学创作的一个小结，也是我奉献给读者一点点微乎其微的小礼

物。集子里的文章虽然我已经认真筛选过，其中有自己比较喜

欢的，但真正满意的却很少。这些作品，有没有散文意味，有

没有边疆民族特色，有没有一点主观上要追求的那种美的东西，

自己毫无把握，只有请读者来评定，让时间来检验。

《散文卷》出版了，就像船舶停靠了一次港岸，装载的东

西上岸后，船舱空了。又要升帆离港，开始新的航程，去经历

新的艰辛，去载负新的沉重，前面有日丽风和，也有惊涛骇浪，

我必须继续努力，去争取个人新的丰收。

赵守值　　　

2013 年春节于洱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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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周总理合影

我是一个白族贫苦农民的儿子，解放前我们家祖祖辈辈都

是睁眼瞎。我于 1961 年从宾川中学高中毕业回乡后，成了我们

这个家族的第一个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因我从小喜欢文学艺

术，所以在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短短的几年中，我都坚持搞文艺

创作，写点小新闻、小作品，把身边的好人好事反映到报刊上。

那时，我还是一个 20 出头的白族小伙子，像一个才学会走路的

幼儿，在文学创作这条艰辛的道路上刚刚学步。我写的作品虽

然很少，且很幼稚。但党和人民群众都看到了，1965 年 12 月，

把我评为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云南的青年作家，到首

都北京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几

百年来我们家多少代人，别说省城，就连县城都没有去过，如

今我一下子就要飞到万里之外的首都北京，飞到毛主席居住的

地方，真是做梦也不曾想到过。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为我感到高兴、

感到光荣。

1965 年 12 月 28 日，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激动，也最难

忘的日子。虽然至今已度过整整 50 多个春秋，但一回忆起那天

的情景，我的热泪仍然止不住地涌流，心口止不住地狂跳，眼

前又浮现出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彭真、叶剑英元帅、贺

龙元帅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健步迈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频频向我们招手致意的情景……

28 日早上，会议通知下午到人民大会堂听报告。以往听报

告都在全国政协礼堂，今天为什么到人民大会堂呢 ? 大家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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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会不会是中央首长接见 ?”但这只是一种猜测。下午

两点我们云南省代表团十多个同志刚刚上专车，团长、省文联

党组书记陆万美同志微笑着对我们说：“今天，大家有好的民

族服装都穿上。”听了这话大家都“轰”地一下乱作一窝蜂，

纷纷下车去换衣服，把其他车上的代表都搞懵了：“要开车了，

云南代表团是怎么搞的 ?”

“咋搞的？有喜事，天大的喜事 !”我激动地说。

下午三点半左右，我们一千多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坐

定，整个宴会厅庄严、肃穆、鸦雀无声。忽然，靠门那边的代

表首先骚动起来。接着，掌声、欢呼声、记者拍照的快门声响

成一片。我仿佛置身在欢乐沸腾的海洋，睁大双眼，踮起脚尖，

努力向前眺望。见到了，终于见到了，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

彭真、叶剑英、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一频频挥手，微笑着，

亲切地向我们走来。我不止一次揩去眼眶涌出的热泪，跟大家

一齐欢呼、跳跃，直到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坐在我们身边，

和我们合影留念。现在，这张照片依然完好无损地摆放在我们

家客厅里，成为我们家的无价之宝。

从北京开会回来以后不久，我参加了工作，多年来，一直

在大理县委宣传部搞新闻报道。于 1969 年调到大理日报社担任

记者、编辑工作。近 40 年来，我深入基层，努力耕耘，先后有

数百万字的新闻作品和三百多万字的文艺作品，在全国各种报

刊上发表，其中有 100 多篇作品在州、省乃至全国获奖。有的

还被翻译成英文、日文、朝鲜文介绍到国外。这是党和人民多

年来对我教育、培养的结果，如若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

恐怕我仍然像我的祖辈一样还是个睁眼瞎，是一个字也写不出

来的。如今，我已从一个风华正茂的白族小伙，变成了白发如

银的老头，但我依然一步一个脚印地在新闻、文学创作的道路

上，不停地攀登。近几年来，先后出版了散文集《苍洱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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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月》，报告文学集《岁月如歌》，叙事长诗《赶马调》等，

不论作品质量如何，都是我的心血、我的汗水。古人曰：“习

情忘劳，习逸成情。”是的，是党和人民把我这个农民的儿子

培养成一个记者、一个编辑、一个乡土作家，我应该习惯于勤

奋而忘记劳苦；决不能因为有了舒适的环境和较好的创作条件

而懒惰。在新闻、文学这条道路上我必须像英雄那样“生命不止，

奋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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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苍洱间
——大理白族“绕三灵”纪实

大理不仅以明媚秀丽的山水闻名遐迩，白族人民欢乐的歌

舞和民族风情也十分引人入胜。今年三月街期间，州市政府有

关部门，在开展百货、大牲畜、药材等交易的同时，还组织了

“和谐家园”大型文艺表演、赛马及盛大的白族“绕三灵”活

动，在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一位来自荷

兰的游客说，以前我虽然没有来过大理，但看过大理的电影《五

朵金花》，知道大理有个三月街，各族人民唱歌跳舞做买卖，

十分热闹。这次在崇圣寺三塔公园，有幸参加了白族人民的“绕

三灵”活动，让我深感白族确实是一个聪明智慧，感情浓烈，

人性善良，能歌善舞的民族。一个人，只有亲身加入到“绕三灵”

的队伍中，才能真正体验到“尽兴”“狂欢”这几个字的深刻

含意。

是的，白族人民就在“绕三灵”上毫无矫饰地尽兴狂欢，

歌颂自己的家乡、生产生活和爱情，这是一种人性真善美激情

的喷涌。

“绕三灵”，用白族话说叫“观（guan）上（shang）南（nan）”，

若翻译成汉语，“观”为逛闲或游乐的意思，“上”为三，“南”

含有圣地园林之意。所以“观上南”就是载歌载舞逛游在苍山

脚洱海边耸立了一千多年的三个灵验的圣地。这三灵就是“佛

都”崇圣寺、“神都”圣源寺、“仙都”金圭寺。所以，“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