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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崭新的女人从山寨走来

──读朗确小说《半边户》《山寨轶事》《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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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朗确是哈尼族第一代作家。自1972年发表第一首短诗,他就决心“为填补哈尼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空白而努力当个哈尼族作家”。

从此,他发表了一系列反映本民族生活的作品。有些篇目获得了全国性和地方性文学奖,成为新中国哈尼族文学发展史上一个亮点。 

     

     从近30年的文学创作看,朗确起步于诗歌而成熟于小说创作。继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长篇小说《最后的鹿园》出版后,新近又

发表了中篇小说《半边户》(《民族文学》1999年1期)、《山寨轶事》(《民族文学》1999年8期)、《首户》(《民族文学》2000年8

期)。这三篇小说虽单独成篇,但故事情节是连续的,作者把人物放置于生活的“环链”中,让人物性格连贯发展,跟随着社会前进的步

伐。 

     

     这三篇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朗确对哈尼族妇女人生际遇的艰辛,她们在改革转型期心灵的萌动、呼唤和憧憬,精神的觉醒与

新生,乃至对社会不平的抗争和对事业的奋力追求,倾注了深深的赞美之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崭新而独立的女性形象———搓蓓。 

     

     生活的苦难,道路的坎坷,始终没能让她低头屈服。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妇女的地位不仰仗男性的给予,女性是否有自己的“安身

立命”之地,关键在于能否自尊自爱、自强自立。她为女性的自强自立树立了榜样,为女性实现有价值的人生奏响了一曲颂歌。 

     

     搓蓓形象的魅力主要在于她有鲜明的个性。她是一个村妇,但不像一般村妇那样胆小怕事,卑微温顺,从众趋势;她是一个寡妇,但不

像一般寡妇那样自卑自怜,萎靡不振,而是具有一种勇敢坚强的斗争精神。她失去了第一个丈夫,又遭到第二个男人的悔婚,但她没有沉迷

于痛苦中,她有一种野性,一种不甘认命的反抗。她像旷野的暴风,不会沉寂。搓蓓敢于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尊严。 

     

     丈夫死后二年,搓蓓决定带着田地和牛嫁给同寨的鳏夫标三,遭到了人们非议,公公也变了脸。人们议论她什么,她不管,公公不理

她,她不顾,仍然是该下地就下地,该去田里就去田里,夜里仍然和标三来往,约会,商量他们的婚事。当标三劝她不要和公公争田地和牛,

他家的田地和牛足够了,搓蓓说了一段肺腑之言:“人家都以为我是舍不得田地,舍不得牛,才跟我阿利他阿波争的,其实,我是在争我们女

人,特别是像我们这些半边户女人应有的权利。你也知道,祖祖辈辈以来,我们哈尼女人从公婆家分出来另过也好,从娘家嫁出去也好,都

没有分享和继承点滴财产的权利。现在,天不是过去的天,地也不是过去的地了。可我们哈尼人的心仍然像过去一样,把我们女人当作泼

出去的水,过路的风,没把女人特别是我们这样的寡妇真正当人看。如果,我们自己不争,谁还会给我们脸面呢?”面对这样一个有独立意

识、觉醒的女性,标三无法说服她,也无法宽容她这种与传统规矩相悖的行为,只好退缩。搓蓓对解除婚约不后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以搓蓓为代表的哈尼妇女正在觉醒,她们发现了社会不平等,发现了自己的今天与昨天不一样,自己的权利要靠自己去争取。 

     

     当搓蓓带领寡妇互助组帮人打谷子,眼看就要完工,主户想压低工钱,搓蓓是怎样摆平这件事的,请看下面对话:“戈二阿哥,我们先

不说高不高和减不减的事,我问你,我们去其他家做,都是这个价,谁家也没有说定高了,不该给我们这么多。还有,我知道你去年请外地来

的人挖茶叶地,包吃包住每天还付给人家20元,而我们帮你们打谷子、背谷子,每天就是那么十四五元,而且吃的我们自己带,住也回家住,

就是白天在田里喝你家的一点茶水。你想想,是高还是低了,你再算一算,是请我们划算,还是请外边的人划算。”戈二低头想了一会说:

“可我去年请的那些是男人呀。”搓蓓一下子明白了戈二的意思,立即反驳他道:“戈二阿哥,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女人,你认为我们女人

就不能跟你们男人同工同酬?你想想,我们女人除了不能上山砍大木料、打猎外,什么事不会做?再说,我们女人劳动时一般不会像你们男

人一样中间还歇下来吸烟、喝茶、吹牛的,一到田地就会一直干到傍晚收工回家的,你说说,我们女人是多干了还是少干了?再说,我们这

次帮你家打谷子是包工式的,工钱都是定好的,你认为我们女人可以让你们随便耍弄?人家说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亮,都是男人一半女人

一半组成哩。”可见搓蓓的嘴巴非常厉害,但这种厉害不是那种泼妇式的喊天骂地、死缠烂打的厉害,而是以合情合理的摆事实讲道理的

方式来使人自知理亏、心虚。这种厉害是一种不甘被人欺压、勇于抗争、有礼有节、柔中带刚的锋芒。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搓蓓那种



不卑不亢、沉着冷静、思维敏捷、口齿伶俐的风采。 

     

     搓蓓是一个非常聪明有悟性的女人。她之所以那么硬气地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敢于把同伴的二婚办得比旁人的头婚还隆重体面,

勇于打破传统禁律经商,主要得益于她善于读书看报学习,善于思考,善于审势度时,积极寻求法律政策和妇联组织的支持。对一般村妇而

言,能够遇事独立思考就非常难得,而搓蓓不仅善于思考,还懂得依靠组织,以法律政策为武器来坚定自我解放、自强自立的信念,真是当

代农村妇女的杰出代表。当她决定带着田地和牛嫁人时,遭到人们非议,她没有灰心丧气,也没有哭闹,而是到乡政府去找分管林地工作的

副县长,谈了自己准备带田地和牛嫁人的想法,得到了肯定。副县长告诉她,她的行为是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是受法律政策支持保护

的。搓蓓心里有了底,当公公想方设法刁难逼迫她时,她没有让步。为了摆脱困境,搓蓓百般思索想出了妙计。她把寨里寡妇组织起来成

立个互助组,自己当组长,把各家的牛集中起来轮流放牧,互助生产,结果今年的秋收比往年也比其他农户提前完成。当互助组的伙伴散娜

又要嫁人时,搓蓓又在想:难道我们寡妇再嫁,世世代代都只能像老鼠过路一样,悄悄地走吗?就不能堂堂正正、热热闹闹地出嫁吗?人们说

寡妇婆,烂草头,那是人们把我们看低了,如果我们自己也觉得是这样,我们不是一辈子都得在别人眼皮底下生活,就不会有一天的轻松日

子过,这样还有什么活头?不错,过去像我们这样的半边户确实是被人瞧不起的,可那是过去,现在山上许多禁锢63当代作家作品评论人们

心灵,捆绑人们手脚的规矩都改了,这不是也可以改应该改吗?而怎么改呢?这还得从我们自己身上改起,要别人抬头看我们,首先我们要抬

起头来做人。大伙赞同搓蓓的想法,在大家热心的操持下,一场让寨里人开眼界的婚礼开始了,男家接亲的来了,女家送亲的来了,搓蓓的

同学、县妇联副主席代表组织也专程来贺喜,并用寨里人见过但没有坐过的轿车给散娜送亲。当互助组的牛跑到别人田地吃甘蔗被罚赔

钱时,搓蓓又思考起来,养牛主要是为了每年犁几天田,耙几天田,一年365天,每年用它最多十来天,其余时间都闲着,需要人去放养,吃了

人家的庄稼,还要加倍赔偿,不划算,不如卖掉,腾出劳力和时间来做其他能找钱的事,诸如酿酒、种菜、养猪、养鸡卖给附近修路施工队

等,待来年犁田耙田时出钱请人做。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伙伴们,起初有人有顾虑,经搓蓓分析,大家觉得这样干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生

活充满希望,便决心跟搓蓓一起干。卖掉牛后,搓蓓就上城里找县妇联的同学,请她帮忙联系学习土法酿酒和种植大棚蔬菜的技术。学成

回来便带着互助组走一条适合自己特点的学科技、奔小康的路子。搓蓓虽是一个村妇,但是一个有文化有头脑的村妇。她善于思考,富有

主见,遇到麻烦与困扰时,就依靠政策法律,依靠妇联组织来化解。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弱势群体的一员,只有顺应时代发展的步伐,

依法办事,才能在自强自立的道路上越走越通畅,展现出自己富有光彩的人生价值。 

     

     在搓蓓心中不存在什么“男尊女卑”、“三从四德”、“贞节妇道”的封建思想和道德观念。她对自己女性角色的辨认不再以男

权文化普泛意义上的标准为尺度,而是以男女平等的立场来对待和要求自己。身为寡妇,却不屈于人们的歧视和欺负,为了活出个人样,她

敢于积极向上,勇于开拓,打破了许多寨里的传统信条,干了很多寨里从来没有的事情,在寨里引起了一次又一次轰动。首先是她要带着田

地和牛嫁人的消息在寨里引起议论,人们认为寡妇再嫁本来是合家规族规、天理可容的事,但带着财产嫁人却从来没有过。当她为自己应

得的权利与公公争论时遭到非议,人们认为哈尼妇女特别是做儿媳妇的自古就应该忍气吞声,不应该顶撞公婆,更不应该当着别人的面和

他们争论什么。当搓蓓组织互助组,实行互助生产和轮流放牧制,在寨里又引起议论,因为这种互助组形式从来没有过。当寨里人听说半

边户齐了心要像模像样地为散娜送亲时,就像开初听到搓蓓带田地嫁人一样,又引起了一场轰动。因为这样大操大办寡妇的婚事,在寨里

从来没有过。当寨里人将田地和牛视为命根子时,互助组却把牛一条不剩地卖掉了,这又在寨子甚至寨外都引起一阵议论。当搓蓓要种大

棚菜、酿酒卖,这不仅在麻坡寨,在本地的哈尼山寨中也是第一户,她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焦点人物,而不久后发生的另一件事,更使她成了

人们议论的中心,这就是搓蓓当上了首户,寡妇当嘎汤帕的首户是从祖先松命俄以来就没有听说过的事。这些没有听说过的事如今一连串

的发生了,寨里人从这些事件中,对搓蓓积极向上、勇于开拓、敢于争先的精神,从非议到旁观,从沉默到肯定,表明了全新的时代精神和

当代意识冲刷着人们固有的传统观念,人们的思维观念、伦理道德正在发生着裂变。搓蓓不甘人后,挺身而起,奋发图强,走的是一条觉醒

并与命运抗争的道路。我们从她身上看到了新一代哈尼女性心智的解放和思想的觉醒,看到了她们对命运的选择中那种非常可贵的冲决

旧传统旧观念罗网的叛逆精神和自强自立的精神。搓蓓那种自强不息、勇于争先的高尚意识让我们感受到生命在拓展,时代脉搏在跳动,

社会历史在前进。搓蓓身上焕发出来的人格魅力,使我们不能不对她肃然起敬。朗确用自己的笔为我们塑造了当代哈尼妇女的代表形

象———搓蓓,她不仅继承了哈尼族优秀的传统美德:智慧、宽厚、讲道理、守信用,还具有现代意识,善于学习,勇于进取。她个性鲜明,

风姿卓然,毫无矫饰,是当代文坛少有的充满清新气息的优秀女性形象。她的美丽在于独立,在于奋发向上、自强不息。我们这个时代需

要这样的女性。 

文章来源：“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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