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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文/本报记者 周锦江 秦国玲 片/施晓亮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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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行九州，一次启智之旅
14年前山东青州的施晓亮骑摩托

车遍访“九州”，以一种苦行的方式将
九州串联，这样的举动在他心里带有
强烈的仪式感和使命感。

“每个人从小都会有一个梦想，但
不是每个人都会付诸实践。”已是不惑
之年的施晓亮对于14年前的“壮举”这
样评价。

1989年，施晓亮就被招考成为青州
日报的记者，正值风华之年。青州是古

九州之一，常言九州方圆、九州大同，却
只知青州，其余“八州”又是什么样的景
象？施晓亮萌生了走遍九州的想法。

用了不到半年时间，此次苦行划
上了句号。“古九州北至长城、南到衡
山、东至大海、西抵嘉峪关，涵盖现在
的18个省、市、自治区，基本上一个大
中原的范围，汉文化为主。这次远行，
让我这只井底之蛙跳到了井沿上，看
到了外面的世界如此博大、辽阔、精

彩。切身感受到了祖国疆域之大，中华
文化之深。”施晓亮说。

九州走罢，施晓亮整理思考，将自
己的游记收拾整理，并最终出版。中华
民族有56个民族，但各个民族蜻蜓点
水一样的探访，终究令人有些缺憾。

施晓亮对他“闯九州”之举，定义
为一次启蒙之旅。他在计划下一次的
远行，不应该再拼体力，而更要有文化
上的思考和关照。

阅历是人一生最重要的财富
1999年，为了下一次远行有充足

的行前准备，施晓亮离开青州赴北京
研读民族学。“纵观全世界，没有一
个国家能有中国这么多的民族种类、
如此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是中国
为世界仰视的核心价值。在中国，绝
大多数人别说没见过，很多民族就是
听也没听说过：像门巴族、裕固族、
珞巴族、独龙族、毛南族等等……”

施晓亮心里想，如果能亲身走一
遍，这一辈子就没白活。他坚信，阅
历是人一生最重要的财富。

说干就干，施晓亮开始做方案、
拉赞助。本想拉赞助比较难、过程会
很长，没想到凭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
化的魅力，近百万元的赞助很快落实
了。

随后，他开始了对56个民族的采
访，历时三年多，施晓亮终于完成全
程，他在每一个民族都选取了一个家
庭。施晓亮说，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
细胞，家庭中有人，人与社会会有各
种各样的交往，一个家庭所反映的是
一个民族的生活。

施晓亮透露了一个他自己不常与
外人道的思考命题。“我不是官二代、
富二代，我可以留给女儿什么样的东
西？惟有阅历是人生的真正财富”。

在女儿5岁的时候，他萌生一个
大胆的想法：带着女儿走全程。这一
疯狂的计划让孩子的爷爷奶奶知道
了，赶紧早早就让不满6岁的孙女上
了学。施晓亮只能趁孩子的假期带她
游历，去过云南、海南、贵州、新疆
等很多地方，但带女儿遍访56个民族
的想法一直没有消失。

十年回头，醉享慢节奏生活
第一轮采访是在2001年8月至2004年

4月，用时三年。十年后回眸，用了180天。
“有没有哪个民族给你留下了最

深刻的印象？”施晓亮说，这本身就是
一个伪命题。任何事、物对受众的吸引
力需要具备三个元素：遥远、陌生、神
秘。而采访的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具备
这三大元素，因而都魅力无穷、印象深
刻。 施晓亮说，对于没有走过的
人而言，一路上任何方面都很惊奇、很
惊艳。能称之为民族，那肯定有他们自
己独一无二的东西，舞蹈，服饰，建筑

等各个方面，即便是小小的刺绣，每个
民族也各具特色。再者，马背上的民族
有很多，大家可能对蒙古族比较熟知，
但还有很多，民族性格也因地域不同
或粗犷直爽或纤素娇柔。

比如说到了蒙古族，好客的蒙古
人会给你献哈达，请你喝酒，喝奶茶，
重要的客人，他们还会给你杀羊。在内
蒙古一只成年的羊，基本都在上千元，
不过他们对待客人是不算成本的。

在商业化的城市中生活久了，对
于那种慢节奏的生活感触特别深。大

口吃肉，大口喝酒，并不是电视上演
的，而是活生生摆在眼前。酒都是百姓
家自己酿的。施晓亮说，他喝过一种名
为“并”的酒，“并”的做法很简单，用上
好的糯米蒸完以后，加上曲，略显粘
稠，用竹筒捣一个坑洞，在坑里缓缓渗
出汁来，这就叫“并”。

三十斤米出十五斤，一连喝了三
四斤，像水一样，晕了。施晓亮陶醉地
说，“这酒不上头，也不伤胃，像是甜蜜
的毒药。以前也喝醉过，但酒醒之后就
没有了记忆，但这个记忆还在。”

人都很简单，却又没那么简单
“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比我们想像

的要纯朴得多，我们去了以后，他们会
以最大的热情接待，都不提钱的事儿。
有时我们想付款，他们甚至都不允许
提钱的事儿，这个钱也很难给，人家都
不要。”

施晓亮说，老百姓很善良，但是人
与人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对别人多会
客客气气，但我很快就能和他们打成
一片，这其中有个诀窍，以尊敬的心

态，入乡随俗。举个例子，比如敬酒
仪式，二三十人转一圈下来到你这里
时碗沿上已经全是脏唇印，你稍有犹
豫寻找下嘴的地方，对方就会感觉到
‘他嫌我们脏’，从此就会在心理上
拒绝你。我当时就想，人家天天这样
吃喝不是也没什么事，于是该吃吃，
该喝喝，顶多准备着回去吃片止泄
药，但真正入乡随俗了，反而从来没
有拉过肚子。”

从这个事情，施晓亮得出一个结
论：无论到了任何地方，文化差异有
多少大，只要真诚地对待别人，对方
一定会真诚地对待自己。“人就是这
么简单，不要想得那么复杂。”施晓
亮说，去少数民族村寨，他们都把家
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钱包相机
都扔那，老百姓都不会动。倒是城市
里的人都不“单纯”，有这样那样的
想法。

父女俩与塔吉克小伙子买买提(左)、他的母亲及妹妹
的合影。

父女俩与司马义夫妇合影

25日，在山东博物馆，施晓亮与女
儿施哲莹举办了“走进56个民族家庭”
十年回访大型采风活动图片汇报展，受
到了市民的关注。

10年前，青州的施晓亮踏遍中国与
56个民族结缘，他许下一个再会的心
愿。10年后，他带着15岁的女儿施哲莹
再次踏上旅程，用时180天，行程48000

公里遍访56个民族。女儿还用自己的视
角全程记录下这180天的点点滴滴。

当有人将施哲莹休学弃考行万里路
解读为“叫板应试教育”时，施晓亮坚
守着自己的信条，他说，“只要阅历才
是留给女儿最宝贵的财富。”

父女俩在草原上驰骋

两人在鄂伦春人的篝火晚会上。

施晓亮在肃南裕固族传统的敬酒仪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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