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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莲迷踪》

前言

近年来，有关文化视点的著作很多，但有的太艰深、晦涩，有的又太具体、太滥、太俗，有的完全是
象牙之塔里的闭门造车，伪课题、假问题，有的则又一味迎合文化市场的需要去炒热点，有的“非学
术激情膨胀”，有的则又缺乏诗意。    《金莲迷踪》是一本非常另类的、独特的文化文本。    第一，
文化视点、关注对象独特。云南高原上有一个古堡式的村庄——六一村。村中曾生活着近三百位旧时
代被缠足的妇女，她们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该书作者将目光聚焦这一独特的地域与群体
，从追寻一种即将殒没的关于女人脚尖上的生态文化和一种边缘生存人手，透视了汉民族文化的一个
重要怪胎——缠足文化，包括小脚女人作为另类的存在，她们的生活方式、生理及心理特征的独特性
和怪异性，等等。这不仅为“中国缠足史”提供了一种非常另类的文本，也使读者大开眼界，经历了
一次奇特的文化巡礼和梦幻般的游历。    第二，阐释、描述的内容独特。小脚，曾经作为审美的对象
、历史研究的对象和文化批判的对象。此书在阐释、描述这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时，采取了整体的文化
观，即集历史追溯与现实透视、自然生态与社会心理、审美观照与文化批判于一体，从现代乡村城堡
——六一村的演变史、小脚妇女的旧时代故事和回忆、男人眼中的小脚女人的故事、小脚妇女们的今
天等不同侧面，立体地再现了小脚与大地的“生命之舞”、小脚与肉体的“苦难之舞”、小脚与历史
的“时间之舞”。作者在真实而诗意地描述了“中国的汉民族成为世界上最早把脚纳入审美范畴，并
最终把它推向极致的民族”的同时，从对男权社会的剖析人手，对丑恶、畸形的小脚文化提出了强烈
的控诉、批判：“女人的脚从此在一个很长很大的时空里失去了本质的符号和美好的象征，终极意义
让位于变质的审美文化，成为一个恶毒的寓言。”    第三，文化阐释、叙述方式独特。中国最后的小
脚部落——六一村是作者的生身之地，一位小脚母亲将他生养，又让他在这个小脚部落中长大成人，
作者“进出频频，来去自由”。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作者避免了通常文化研究者“田野调查”式的隔膜
与枯燥，而是对关注对象能够从容地凝视、虔诚地倾听、潜心地采掘和幽默地诉说。正由于作者的亲
历性，所以他的阐释和叙述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第二人称的叙述方
式使读者仿佛伴作者置身其中，对六一村和小脚女人们做一次文化的巡礼和透视。    第四，文本独特
。阅读此书的读者也许会对其文体感到困惑，是纪实文学？是历史演义？是人类学学术著作？是文化
散文随笔？是，又都不是。作者熔叙事、描写、历史考证、文化剖析、哲学思考、诗意抒情于一炉，
创造了一种契合其要阐释的独特对象、内容的独特文本。而作者自己拍摄的有关六一村和小脚女人的
多幅图片，不仅印证、烘托、丰富、补充了文字阐释和叙述的内容，也大大调动了读者阅读时的“视
觉效应”，增强了“文化现场感”(余秋雨语)。而就其装帧设计而言，该书则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和
谐统一，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充满诗意的文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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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莲迷踪》

内容概要

《金莲迷踪(探访中国最后的缠足部落)》内容介绍：云南高原上有一个古堡式的村庄——六一村。村
中曾生活着近三百位旧时代被缠足的妇女，她们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
    《金莲迷踪(探访中国最后的缠足部落)》的作者杨杨，将目光聚焦这一独特的地域与群体。从追寻
一种即将殒没的关于女人脚尖上的生态文化和一种边缘生存入手，透视了汉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怪胎
——缠足文化，包括小脚女人作为另类的存在，她们的生活方式、生理及心理特征的独特性和怪异性
，等等。

Page 3



《金莲迷踪》

作者简介

杨杨，云南省通海县人，玉溪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短篇小说集《混沌的夏天》，中篇小说集《
巫蛊之家》、长篇小说《雕天下》，长篇纪实文学《通海大地震真相》、长篇文化散文《小脚舞蹈》
《摇晃的灵魂》《昆明往事》《通海秀山》等。作品散见于《花城》《作家》《大家》《北京文学》
《美文》等省内外文学杂志。2008年6月做客凤凰卫视中文台。201 1年在《南方周末》开设专栏。其中
，长篇小说《雕天下》获第五届“云南文化精品工程”入选作品奖，同时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二
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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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莲迷踪》

书籍目录

[序言]序一  叩开一座乡村城堡序二  对独特文化的具体诠释第一章[一个如此迷人的乡村城堡]  我与六
一村的血缘关系  一张奇怪的地图  六一村：流鱼和火把的激情故事  缠足史的尾巴竟然蜷藏在这里  倾
听关于小脚的乡村话语第二章[大地上的囚徒]  当我们面对着脚的时候  与土地接触的脚：象征力量与
爱情  认识小脚就像学习一种死亡语言  缠足：几乎像一种疯狂的人体行为艺术  收购秘密动词  缠足布  
洗脚盆  恍惚如天堂的气味  小脚原形  小脚里的刺痛  小脚隐喻：对“拐”字的解读  小脚管理学  小脚
的步伐第三章[梦游——一个小女孩的缠足历程]  穿上小鞋的小女孩：限制脚之生长  长辈给小女孩上
的第一课：畏惧大脚  母亲勘破温情的时候  缠足仪式  残酷的夜魔  早晨和傍晚：疼跳的时候  逃避不掉
的酷刑：淌血流脓  乡丁来啦  被囚在荒园里  庭院流年：自恋、自残的岁月  两里之外：天方夜谭  缠足
岁月里最美好的一天  放足  怀念之树第四章[讲吧，那些保存在她们生命史里的故事]  张杨氏的故事：
拼接记忆的图案  肖秀芬的故事：孩提时代的快乐时刻  海王氏的故事：被父亲侮辱的乳名  周周氏的故
事：窘迫的称呼  李杨氏的故事：伸出小脚的时候  罗普氏的故事：裹脚婆  杨赵氏的故事：为女儿缠足
 王张氏的故事：大红灯笼下的纤纤玉足  罗王氏的故事：参加洗足大会  周秀英的故事：小脚与大脚的
对抗  周刘氏的故事：嫁给大公鸡的女人    李肖氏的故事：相亲  王肖氏的故事：楼门上的枪眼  飞龚氏
的故事：从湖里漂过的女人  杨吴氏的故事：丈夫被保长打死之后  李普氏的故事：小脚尖尖上的家庭
重担  罗杨氏的故事：织布  普李氏的故事：扯水车  王普氏的故事：苦熬与荣耀的日子  张罗氏的故事
：小脚女人与土匪和拦路贼的较量  普飞氏的故事：救命的狗屎  海明芬的故事：巫婆的游戏  张罗氏的
故事：人鬼之恋  李桂珍的故事：村外来了一群美国大兵  罗王氏的故事：被休  普花仙的故事：与丈夫
对抗第五章[男人们的另一种记忆]  罗朝金：小脚女人放鞭炮  张贵龄：小脚女人上夜校  杨万明：小脚
女人爱上贫农老大哥  张金宝：小脚女人扛红旗  普增寿：小脚女人下田薅秧  张家喜：小脚女人大炼钢
铁  普云宵：小脚女人被批斗  王贵民：小脚女人骑自行车  罗朝明：小脚女人的童话故事  飞志成：小
脚女人的绣花鞋与小脚皮鞋匠之死  周进双：小脚女人的墙角生涯  马晓林：小脚女人的自杀行为  杨志
高：小脚女人的西归之路第六章[生命的芭蕾]  在幻象中散步  观者与景象之间  老房子的守望者  乡村小
木匠的思想  老来俏的爱情  美丽和脆弱的绝唱倾听一种最另类的“足音”——关于写作《金莲迷踪》
与中央电视台记者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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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莲迷踪》

章节摘录

这个地处云南边塞的小村庄，就是我的故乡——通海县六一村。这里曾经生存着三百多位缠足的小脚
老太太，而今她们已不足百人。但它已被人们毫无疑问地刻写在古老、落后与神秘的“史书”上。也
毫无疑问地成为缠足女人们的现代乡村城堡，被外界人誉为“中国最后的缠足部落”。所以人们常常
用下列词语来形容它：遥远、古朴、神秘、梦幻、深邃、充盈、可怕、残酷⋯⋯    因为我的“牵引”
，许多作家、民俗学家、探险家和记者，纷纷来到云南，进入这个乡村。他们用古怪的眼睛，偷窥、
叩问这座乡村城堡的秘密。他们无一例外地竭力要把这群小脚女人带人他们的梦幻，伴随他们的梦游
历程，留下真实的关于这个乡村的历史与现实的记忆和影像。他们进一步的行动是：触摸这个乡村城
堡的衣服和皮肤，发现它的细部，即小脚女人的衣袖、裤腿、补丁、汗液、血迹、小鞋和小脚，然后
，他们把这个可以相信和值得珍爱的乡村城堡，收藏在心灵里。    无可否认，他们对这座生存着小脚
女人的乡村城堡，都有一种诗意的想象。他们的情感和智力活动，几乎从一进村口的那一刻起，就混
沌在幻觉、直感与残酷的现实之间。他们不是寻找人间乐园，而是追寻一种即将殒没的关于女人脚尖
上的边缘文化，或者说，他们关注的是一群疼跳在时间边缘上的缠足妇女，她们摇晃的、灵魂和细碎
的足音。但是，因为他们是外来者，他们终于体会到了“入侵”一座乡村城堡的艰辛，他们已付出了
时间、体力、情感和智慧等许多代价。他们甚至感到根本进不去，只能永远在外部企盼，遭受煎熬。 
  当别人正在叩开这座乡村城堡的时候，我也试图寻找再次进人它的时间和方式。这是我的出生之地
，一位小脚母亲将我生养，又让我在这个小脚群落中长大成人。我进出频频，来去自由。当然，我是
在离开它多年之后，再回到这里。我是为了寻找和证明自身的现代身份，才与这座古老的乡村城堡决
裂。许多年过去了，这一天，我回到故乡。走进这座乡村城堡，我这才猛然发现，自己竟然两手空空
，一无所有。这种返本归原的意味，使我感到故乡与我的和解，并带给我一种至真至诚的感动。    所
以，最近十年来，我一次次回到六一村，并一刻不停地注视着与我有关的“家史”、“族谱”一类的
历史图籍。它们界定了我的血亲集团，把我限制在由特定的“姓氏”、“世系”、“亲属”等要素“
钦定”的生活、生命与写作的思考之中。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意识到我处在另一个空间，我在不
同的时空里呼吸和写作。我不是在研究“家史”，而是在“家史”中生活和写作。我以“家史”为一
个重要的支撑点，在它的作用下，我从写作“家史文学”出发，进一步阐释和延伸我们的“个体生命
”，以此深入到一个理当发现“血缘”、“生命”、“命运”及“家”的地方，尽可能抵达它们的最
深度。或者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以“写作”的名义，找一个“个人历史”存在的理由，以表达最
普通百姓浸入生活的最纯粹的知觉感受，以表现他们最刻骨铭心的事件、场面、叹息、欢笑的记忆。
我知道，我是在“从事”这样一种工作：写几篇“活的家史”、“非主流形态的家史”。让“文学”
占领“家史”，让“家史”从“文学”中生长出来，让我的亲人们永远活在这种“文本”里，活在这
些非我想象出来的文字中。    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家谱”、“族谱”、“家史”、“纪传”
之类的文本，但缺乏“个人历史”，缺乏文学对“个人历史”的“观照”。因为“家谱”、“族  。
谱”乃至“家史”之类，历来就是某一族人的“花名册”，或光宗耀祖的“事迹”。它里面没有“活
的生命”、“活的过程”和“活的场面”。而“纪传”的体式。虽然也是一种“文学”、一种“写作
”。但它的“对象”全是帝王将相、骚人墨客，乃至贞妇烈女，一般人的面孔和姿态，既无权进入“
历史”，也无法进入“史家”的眼帘。但这并不意味普通的“个体生命”和“个人历史”的“廉价”
和“暗淡”，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永远忽视这种“生命”和“历史”的存在。事实上，这种“生命”
和“历史”。有着它们的“质量”和“重量”，有着它们的声音和色彩，有着它们的历史尺度和艺术
含量，有着它们稳固的书写价值。    为了实现我的这一有关写作的“生命观”和“文学观”，我开始
关注六一村里拥有同一祖籍、同一家族史、同一亲缘的人群。我与他们始终生活在同一个乡村，从上
代人到本代人，从本代人到下代人。我和他们的“私事”与“底细”，都是共同知晓、共同收藏、共
同出卖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于我的“写作”来说，就像富有的童年时代，手中的任何一件“
玩具”，都有着不确定的“意义”和“情感”，都可以让我不带任何偏见地去触摸、发掘、探索和放
弃。而且，这些“东西”使我们“区别”于另一群人，使另一群人成为程度不同的“来历不明者”：
我不知道他们的“血缘”、“身世”和“姓名”，更不知道他们的“行踪”、“故事”和“秘密”。
他们对于我们“内部的人”来说，全是一群群“无背景”的、“飘然”而至的客人和朋友，我不可能
进入他们真正的生活内部和真实的生命状态。面对他们，我只能望尘莫及，或者想人非非，然后，转
过身来，返回自己的“家族”内部，写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历史”。    因此，我、小脚女人及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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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莲迷踪》

村城堡的关系，已浓重地浸润在“血液”的神秘哲学中。乡村、城堡、水井、老屋、女人、小脚的灵
魂与我的血液一起流动，并在血液中固定成形。当乡土上的人物出现时，我血液的感知就超m任何一
种感知方式。人和物的形、色、光、影及最本质的美感，类似于一连串事件、一连串思想、一连串眼
睛，全都血肉相连。只耍我稍稍看一眼，她们的劳苦、喜悦、命运、疼痛、奋争，就真实地颤动在我
的神经和大脑里。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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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莲迷踪》

编辑推荐

杨杨编著的《金莲迷踪(探访中国最后的缠足部落)》是一部关于缠足史、乡村史、灵魂史的最边缘、
最诡异、最准确、最原生态的记录。作者熔叙事、描写、历史考证、文化剖析、哲学思考、诗意抒情
于一炉，不仅为“中国缠足史”提供了一种契合阐释的独特对象、内容独特的精彩文本，也使读者经
历一次奇特的文化历险和灵魂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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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莲迷踪》

精彩短评

1、噱头比内容要好看的多
2、只属于女人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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