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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了一容———宁夏青年作家了一容小说集

【作者】李东东

  我和了一容的相识，按他的话说，他先直观地认识了我———在自治区文艺座谈会会场，在电视

屏幕上；而我，则是先从书面认识了他———从他寄到银川、寄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我收的信里。他

的信，用蓝墨水写在宁夏西吉县广电局的信笺上。传统的通信方式，年轻的东乡族作家，有了一定知

名度，生活在西海固的大山里，工作和人事关系挂在与文学创作没有直接关系的西吉县广电局。这就

是我最初印象中的了一容。  

  对获得了春天文学奖和其他多种文学奖项的了一容的文学造诣，把重要文学奖项和权威文学评论

家们对他的小说的评价介绍给读者，或可为大家阅读这本小说集提供直接帮助，而我，还是从了一容

写给我的那些信说起。因为这些执著、朴实、用蓝墨水工工整整写的信，我决定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的同志们一起到西吉看望这个东乡族年轻人，看看他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把书和电脑送到他家里，使

他由此换下手中的笔；并且，不要仅仅把电脑当做打字工具，还要通过电话线不怕麻烦地上网（当时

西吉还没有上网的条件），了解西海固以外的世界。后来，换了笔的、了解了外面世界的、又有了新

作品的了一容，在信中告诉我他希望到更大的世界去开阔自己，也就是说，到银川，到更有利于专业

创作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  

  我把调动了一容的工作，视为对优秀人才进一步培养、向优秀人才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来看待；

我不可能解决每个人的困难，但对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民族的特殊人才的关注，应当是有导向意义

的。事实上，在此前后，宁夏新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群体已经并正在崛起，多数人相继汇聚到了银川。  

  老一代作家不完全同意我的做法，贤亮同志就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小心别把宁夏的文学事业砸

在你手上！我说此话怎讲？他说，高尔基有句名言：苦难是一所最好的大学，我就上的是这所大学；

你太过呵护年轻作家了，为他们创造的条件太好了，温室里的花朵不经风雨，没有了艰难困苦的锤

炼，怎么写得出生活呢？是的，他说得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贤亮本人就是惨烈的政治环境

和生活境遇催迫出的思想大家和文学奇才。可我还是不愿想象，在新的历史时期，再用如此艰难与惨

烈的生活体验来造就文学人才。于是，我坚持把曾在天山草原放过马、在巴颜喀拉山淘过金、揣着本

新华字典浪迹大西北的了一容调进银川，在《朔方》编辑部当编辑。毕竟，在银川，生活条件要好得

多，将来子女教育环境要好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世界”大得多了！  

  现在要出版的这本书是了一容以前几本书中没有收入进去，但作者本人认为很有意思和纪念意义

的一批小说，虽然小说的主题依旧是他一直痴心的那些人和事，那些西部异域的生活图景，但所表达

的心情，艺术上的探索和追求，是他另外的书中所不曾收入和具有的。如果说，他的《挂在月光中的

铜汤瓶》是他对自己民族的一个交代，《去尕楞的路上》是他对自己流浪生活的一个回顾和总结的

话，那么这本书则是作者向全国关心和支持他的读者的一个撕心的交代，是一本愿意接受市场考验和

检阅的书，也可说是一本被人遗忘的作品的自选集。宏观的书名原定为《黑乐园》。为什么要用“黑

乐园”这个名字？作者喜欢庄严肃穆的凝重的黑色，所谓乐园，就是作者自己精神狂欢的一片乐土。

后经过深思熟虑，定名为《手掬你直到天亮》，这个名字很好，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让读者体悟了一

容作品的深刻与澄净，满含虔诚与神圣。  

  这大抵是了一容的小说的价值，是他留给读者的印象，差不多也是了一容的信留给我的印象。我

改变了以往几乎不留存信件的习惯，留下了他的信，同时也留住了对他和他的乡亲———也是我的宁

夏父老乡亲的温暖记忆。我忘不了几年来在宁夏得到的理解与支持，忘不了离开宁夏时同志们自发赶

到银川机场为我送行，忘不了乡亲们冻得红红的脸膛上闪着泪光的双眼，忘不了紧紧握在一起的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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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大手。如果说了一容的小说是对自己民族的一个交代，那么我为他写这篇序言，则可以说是对宁夏

文学界、对宁夏回汉父老乡亲的一个交代。 

【原载】 中国作家网200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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