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写的最终目的在于表达
希望。席秦岭在书中用不少笔
墨写道，在瓦吉吉村，教育以及
教育带给未来的希望，像一道
光一样闪耀着。访问瓦吉吉
村，她一度遇到最大的障碍是
语言，“他们讲彝语，我完全听
不懂，只好依靠阿尔翻译。有
时，他的话我也似懂非懂，需反
复确认。这样的访谈，耗时很
长，效率极低。后来，我发现，村
里的孩子和年轻人普通话都很
好。进一步了解得知，这是瓦吉
吉村建村小后带来的变化。”

一些年轻人对席秦岭说，
正是因为念了书，学会了说普
通话，他们才能与外面的人沟
通交流，外出打工才能找到工
作，提高了家庭经济收入。因
此，他们对上山的每一个教师
都充满感激。村寨里重视教育
的家庭越来越多，一些家庭宁
愿多花钱，也要把孩子送到越
西县大营盘学校读小学。当地
对女性教育的重视，更是让席
秦岭感动。在书中，她写了瓦
吉吉村女孩克洛的故事。这个
女孩是村里第一个本科（预科）
生，也是村里第一个女大学
生。还有20岁的女子尔南，读
初中时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
生。她们的家庭都是精准扶贫
户，但父母都非常开明地支持
孩子上学。“我见证过扶贫干部
金鑫上的两堂课，一堂数学，一
堂水写毛笔课。课堂上，孩子们
的思维紧紧跟上老师的节奏，至
少有十来个孩子大胆举手，走上
讲台在黑板上解题。孩子们专
注的神情，透出对知识的渴望，
让我坚定地相信，瓦吉吉村的未
来在于教育，在于正茁壮成长的
下一代。”席秦岭说。

凉山州美姑县瓦吉吉村在
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社会各
界力量的帮扶下，正在叩响乡
村振兴的富裕之门。有幸见证
这些的席秦岭相信，“今天，我
看见的是瓦吉吉村脱贫摘帽的
故事；未来，我一定能看见更多
有关瓦吉吉村乡村振兴和走向
富裕的新故事。”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历时三年完成非虚构作品《绝壁逢生》

女记者见证“最后的麻风村”焕发新生

四川凉山是我国脱
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位
于大凉山腹地的美姑县
瓦吉吉村，曾是个“与世
隔绝”的麻风村，也是中
国最隐秘最贫困的角落
之一。现在麻风病和“麻
风村”都已成为历史。崭
新的瓦吉吉村成为大凉
山轰轰烈烈脱贫攻坚战
中一张闪亮的名片。

如果将中国式扶贫
比喻成一条大河，那么瓦
吉吉村这个曾经的麻风
村，就是汇成这条大河的
一股涓涓细流。有人将
其见证的这细流，写成了
一本书，记录了变化，更
记录了促使变化背后的
爱的力量。

2022年5月，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资深记者
席秦岭的非虚构作品《绝
壁逢生——最后的麻风
村》，由四川民族出版社
推出。在书中，她通过采
写一个个村民真实的故
事，讲述了半个多世纪以
来，瓦吉吉村在被悬崖绝
壁隔离的困境中挣扎求
生，奋斗自强，在党和政
府以及社会各界力量的
帮扶下，从愚昧走向文
明，从隔绝走向开放，最
终战胜贫困的故事。这
部作品也是四川省在脱
贫攻坚战役中所取得的
文化扶贫重要成果，被列
入四川省麻风防治协会
重点创作题材和四川省
作协“万千百十”重点扶
贫创作题材。

为了写好这个选题，从2019年春天开始，
席秦岭在3年时间里多次前往瓦吉吉村采访，
用真诚的心去接触那些麻风病人和他们的后
代。除了采访，她还身体力行为瓦吉吉村的
脱贫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瓦吉吉村采访期间，有村民向席秦岭
反映村庄的孩子上学需跨越三个县、前往140
多公里外的越西县大营盘学校的困境，希望
能解决这个实际困难。席秦岭联合九三学社
四川省委、四川省麻风防治协会等力量，邀请
专家前往瓦吉吉村所在的乡进行科普宣传，
撰写反映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提案等。通
过一年多的努力，在2020年秋季成功解决了
瓦吉吉村孩子就近升学的问题。目前，村里
的小学毕业生可以到家门口的大桥初级中学
读书，上学路缩短了130多公里，为辍控保学
工作作出了贡献。

席秦岭还记得2019年8月，她第一次到
瓦吉吉村采访的情形。汽车沿着美姑县洛俄
依甘乡场尾那条水泥路，顺着山势蛇行了一刻
钟，攀爬到了悬崖之上的瓦吉吉村村委会。道
路如此顺畅，出乎她的意料。因为她看过太多
的资料，知道通往大山深处还有另外两条路。
一条是20世纪60年代麻风病患者进村的羊肠
小道，一条是2001年修建的1米宽石梯车马道，

“这三条路，向世界讲述着瓦吉吉村从羊肠小路
到石梯，再到水泥路的发展历程。”

羊肠小道，是瓦吉吉村最原始的通路。当
年麻风病患者入村走的就是这条路。很多地
方，只有两个手掌宽，既窄又险，曾经摔死过几
匹马。自从修了车马道，那条路已被弃用了。

书写一个地方的历史之变，除了感受现
在的便利，对曾经的艰难也要有所感知。席
秦岭想走走羊肠小道，看看当年的麻风病患
者进村到底有多么艰难。当真的踏上那条悬
崖上的小径，“右边是巨石绝壁，左边是没遮没
拦的悬崖，感觉身子随时都可能跟随着小石块
滑落到山崖之下。向下看，阵阵眩晕。”她坚持
走了大约800米，在一拐角处，被左边万丈深渊
和脚下滑溜溜又数不清的小石块吓退了。

为了确保自己的写作在涉及麻风病相关
知识或者疾病史方面更准确，席秦岭读了不
少相关专业书籍。她请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
规划学院党总支书记沈光涛帮忙，借到了《美
姑县志》《彝族文化知识读本》《彝族古代史》
《麻风病院的世界》等书籍。通过四川省疾控
中心副主任张灵麟认识了四川省麻风病防治
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四川省麻风防治协会会
长宁湧。经过数次拜访，在宁湧那里，席秦岭
获得了很多关于麻风病的知识，还获赠了两
本书，一本是李文忠主编的《现代麻风病学》，
一本是林强所著的《生命的力量》。

席秦岭这种“投身其中”式的写作，得到
相关专业人士的高度认可。四川省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降初在为《绝壁逢生》作的序文《过
去的终章，也是未来的序章》中，赞扬这部作
品是“一部鲜活的凉山儿女奋斗志。”四川省
麻风防治协会会长宁湧说：“我见证了这本书
从采访到出版的全过程。难能可贵的是，作
者没成为作壁上观的旁观者，而是始终在场，
成为我们的‘战友’，致力于消除麻风村的社
会歧视和解决实际困难。”

席秦岭梳理了凉山麻风村的建村历史，
详细记录作为麻风村之一的瓦吉吉村的历史
变迁。在与病魔斗争的过程中，太多的人、太
多的爱倾注在这片土地上，治愈的不光是身
体，还有心灵。

在写作的3年中，瓦吉吉村日新月异的变
化，让席秦岭高兴又欣慰。“村里住着外地来
的扶贫干部、从美姑县城来的第一书记、从越
西县来的人民教师、从贵州来的照顾康复者
的志愿者。在我抵达前，已经有一个十几个
人的志愿者团队进驻康复院，为老人服务，为
孩子支教，还为当地的村民办了一个火把
节。采访期间，我还邂逅了来自遂宁的网红

‘阿兵’。当年他失恋时曾到过瓦吉吉村，村
民的乐观治愈了他。如今，他募捐了一车的
冬衣、鞋子、文具，分发给有需要的家庭。瓦
吉吉村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村庄变得更美了。
村里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很多评比

中，瓦吉吉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先进村落，美姑
县一些重要会议都在瓦吉吉村召开，村支部书
记阿尔被表彰为凉山州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2019年国庆节后，瓦吉吉村小的孩子第
一次吃到了热乎乎的营养午餐，一张张小脸
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2021年4月，席秦岭第
四次到访瓦吉吉村，村庄的变化更大了，所有
土坯房都被新房子代替；水泥路也越修越宽
广，村民骑着摩托车下地干活不再稀奇；村史
馆用老屋和实物讲述这个村庄半个多世纪以
来的历史变迁……

只有了解瓦吉吉村的历史，才能明白以
上这些变化的发生是何等可贵。在《绝壁逢
生》中，我们可以看到，那里的村民遭受过“看不
见却深不可测的歧视观念”，“在瓦吉吉村，麻风
病患者健康的后代，大多习惯了默默地承受着
这一切。更多时候，他们像蚕茧一样，把真实身
份包裹起来，不告诉别人自己来自麻风村。”

“始终在场”的写作
三年多次前往村庄采访

多方汇合的爱
医治身体和心灵

作者席秦岭（右一）和瓦吉吉村的孩子们合影。（摄影：徐湘东，2021年）

《绝壁逢生——最后的麻风村》

教育像一道光
带来未来的希望

航拍瓦吉吉村。（摄影：雷远东，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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