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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西吉 文学花开

中共固原市委常委、西吉县委书记

西 吉 县 人 民 政 府 县 长

马志宏

武维东

一脉文心传万代，千古不绝是真魂。文脉不仅是一个地方精神的折射

和文明的体现，而且在本质上更是一种认知的基石与发展的动力。

西吉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 在月亮山下、葫芦河畔的这片吉祥之

地上，回汉各族群众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红色文化等

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丹霞胜景、

红色圣地等四大文化名片，呈现出思想艺术俱佳、风格独特多样、雄浑典

雅并存的艺术景象，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和谐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西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全县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群众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文学艺术蒸蒸日上、枝繁叶茂，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郭文斌、火仲舫、了一

容、火会亮、古原、单永珍、牛学智、赵炳鑫等一大批有朝气、有才华、有创

意的西吉作家相继亮相全国文坛，以讴歌时代、讴歌人民、讴歌家乡、凝聚

力量、鼓舞人心为己任，辛勤实践，努力耕耘，创作出一大批优秀文艺作

品，深情讴歌西吉改革、开放、发展的历程，生动描写西吉各族人民的生

活，充分展示生活中源远流长的美好情愫，尽心阐扬“团结包容，奋进创

新”的西吉精神，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热爱西吉、建设西吉的热情，

令人欣慰，让人振奋。 尤其是 2011 年 10 月 10 日，中国首个“文学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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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西吉，又一次向世人证明西吉文学的实绩和西吉作家的实力，文学成

为西吉的“铁杆庄稼”。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吉县委、政府认真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

“五大发展理念”， 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

见》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

大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西吉文学艺术事业如雨后春笋，空前繁荣，强势崛

起，涌现出了马金莲、刘汉斌、王西平、西野、刘岳、李兴民等一批新作家，

他们以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再次步入宁夏、全国文坛，成为西吉文学的新

亮点。更为可贵的是周彦虎、王雪怡、李义、李耀斌、李继林、樊文举、火霞、

马强、袁志学、康鹏飞、单小花等一大批坚守故土的作家，在繁忙的工作和

生活中，坚持笔耕不辍，作品屡屡跻身全国文学大刊，成为新时期西吉文

学创作的骨干和生力军。 尤其是近年来，县委、政府全面贯彻习总书记建

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新宁夏指示精神，认真落实

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大力实施“文化振兴”工程，西吉作家捧回了

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

奖、春天文学奖、民族文学奖、飞天文学奖等全国大奖，捧回了一大批全国

书画、戏剧、摄影、民间文艺等艺术作品大奖，这不仅为西吉文学艺术事业

赢得了荣誉，也为西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时，还进

一步激发了全县人民立志打赢脱贫攻坚战， 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坚定信心和决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016 年 5 月，中国作协在西吉启动了“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讲

堂，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做了题为《文学照亮生活，生活照亮

文学》全民公益大讲堂第一讲。 这不仅是对西吉各项事业发展的肯定，更

是对西吉文学艺术的鼓励和鞭策。县委、政府审时度势，为秉承文化传统，

服务基层作家，汇集优秀作品，树立学习典范，弘扬“爱国、为民、崇德、尚

艺”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为建设开放西吉、富裕西吉、和谐西吉、美丽西

吉增光添彩，深入推进“文化振兴”工程实施，决定启动《中国首个“文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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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典藏（2017 年卷）》项目，为全县有一定影响的作家、诗人编辑出版代

表性、经典性的作品选集，旨在展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吉文学创作成

就，为西吉文学进一步繁荣发展注入强大活力。《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典

藏（2017 年卷）》项目由西吉县文联负责实施，他们始终坚持“二为”方向、

“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充分发挥“培扶人才，编研作品”的职能，以

流芳百世为目标，选取了思想艺术性上乘的佳作，高质量完成了这套“典

藏”的资料搜集、编辑校对、设计印刷等各项工作。 今后，我们要将此项工

作形成长效机制，一以贯之，使该项目成为西吉，乃至宁夏文艺界的一个

响亮品牌，成为外界了解西吉的一个重要窗口，成为西吉文艺事业大发展

大繁荣的一个具体看点。

《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典藏（2017 年卷）》从现有的西吉作家中选取

了在小说、散文、诗歌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郭文斌、了一容、周彦虎、李义、

李继林、马强、马越七位作家，他们的创作各具审美趣味，各有艺术追求，

既有西吉文学传统的一面，又有超越地域影响而呈现出的大格局，一定程

度上代表了西吉文学发展的普遍实力。

挖掘历史，留住记忆；复兴文化，普及新知。 相信《中国首个“文学之

乡”典藏（2017 年卷）》的出版，定会对促进西吉文化体系建设，提升西吉

文学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期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发行，能够引起社

会各界对西吉的进一步关注，汇聚更大的社会力量来推动西吉发展。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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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就绪，月亮恰好到当院。 六月没有想到点灯会这么不容易。 按照

爹以前的做法，他先点着一个公捻，然后再点每个灯。 不想一个公捻都快

着完了，那些灯捻却无动于衷。六月突然想，这些灯捻为啥非要人点呢，为

啥不自己着起来呢？ 问五月，五月说，就你问题多，快点灯，不然错过月亮

了。但六月努力了半天，还是连一个灯都没点着，就去后院问爹。爹让他把

灯捻顶头的棉花撕出几绺来，就能点着了。 六月回到供桌前，按爹说的做

了，果然一下子就点着了。 六月心里不禁生出对爹的佩服来。 原来这个世

界上有这么多秘密爹知道，他却不知道。他仿佛看到有无数的秘密隐约在

四面八方向他做鬼脸。

但很快， 这些纷乱的想法就被一束束火苗代替。 六月手里的公捻走

过，一个个灯盏就睡醒似的，次第睁开眼睛。当供桌变成一个灯海时，六月

说磕头吧，五月说磕头吧，二人就磕。天上的嫦娥就笑了，六月听见嫦娥在

说，你看那个院子里有两个会磕头的灯盏。月神说，我早看见了，他们一个

叫吉祥，一个叫如意，说着，从她身边的篮子里抓了一把桂花撒下来，只见

那桂花在空中“呼”的一下变成五彩花雨，飘飘洒洒，落在他们头上、身上、

屁股上，直给屋子、院子、村子苫了一个花被面儿。 接着，吴刚又把他手中

的酒坛倾了一下，又有无数酒香的彩注从天而降，直把他和姐的小身子浇

透了，也把整个世界浇透了。

点灯时分

譹訛

譹訛节选自长篇小说《农历》之《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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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点冷，地有些凉，但姐弟二人没怎么觉得，静静地跪在桌前会供。

没有风，一个个灯盏像婴儿一样偎在娘一样的月光里。 恍惚间，六月发现

有一种神秘的交往在灯和月之间进行。 接着他又发现每个灯里都是怀着

一个月亮的。六月想立即把这两大发现告诉五月，但五月专注的神情拒绝

了他。六月就把刚才的问题忘了，六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眼前的姐姐

极像一盏灯， 或者就是一盏灯， 在一个他难以明确的地方也有那么一碗

油，有那么一个灯捻，有那么一个灯花儿。 那么我呢？ 六月看自己，却发现

自己是看不见的。 他被自己的发现吓了一跳，我怎么就看不见自己呢？ 六

月要问姐姐，又被姐姐的专注拒绝了。 姐姐的目光在灯花上。 六月的心里

荡漾了一下，他突然发现，这时的姐姐比任何时间都漂亮，都好看。 一天，

他从梦中醒来，看着面前熟睡的姐姐，觉得美极了，比醒着时美一百倍；他

盯着她看了好长好长时间，直到把她看醒。不想今天的姐姐比那天梦里的

还美，这是怎么回事呢？

五月说话了，六月你觉着了没有？ 六月问，觉着啥？ 五月说，你没有觉

到每个灯上都有月神的牙印？ 六月心里一震，既意外又佩服，他没有想到

姐姐会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来。 但六月没有表达他的佩服。 他淘气地说，

我觉得你的身上才有月神的牙印呢。 五月侧脸看了一眼六月，笑着说，那

你身上更多。 六月的心里就有一个满是牙印的自己。

所有的灯在月光下着出灯胎来时， 两人起身按事先爹的授记往各个

房间里端。 每个人一盏，每个牲口一盏，包括猫、狗、鸡，每个房间一盏，包

括牛圈、羊圈、鸡圈、蜂房、磨房、水房、粮食房；当院灯笼里要有天官的一

盏，厨房里要有灶神的一盏，上房供桌上要有过世的爷爷奶奶的一盏，大

门供台上要有游魂野鬼的一盏，后院梨树下要有树神的一盏，草垛旁要有

草神的一盏。

往梨树下放灯盏时， 六月看见树身里走出一个人来， 从他手里接过

灯，然后又回到树里去，影子一样。 六月抬头看了一下，那人却再没有出

来，倒是有一轮明月挂在树梢，就像一个大大的梨。 六月盯着那梨看了一

会儿，心里升起一种特别的温暖，觉得那梨不再是梨，而是他们家的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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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什么亲戚呢？ 丈人啊，那嫦娥就是我媳妇了，嗨，六月被自己的这个

想法给惹笑了。往牛圈、羊圈和鸡圈放灯时，六月看见，它们个个都像早等

着他似的，用水汪汪的目光迎接他。 牛圈、羊圈和鸡圈被爹刚刚用新黄土

铺了地，换了新干草，散发着黄土和干草混合的香味。 当六月到牛圈把灯

盏放在爹在半墙上挖出的灯龛上时，他好像能够听到大黄说了句什么话，

他用手在大黄的鼻梁上抚了一下， 大黄伸出舌头舔了一下他的手。 六月

说，明心灯一点，你就不迷了，这辈子好好劳动，下辈子争取做人吧。 六月

奇怪地发现，大黄的眼睛湿了。 六月又在它的脖子里抚了抚，这次大黄没

有像平时那样投桃报李地回过头来亲他，而是定定地站着，像是伤心，又

像是举念。 往出走时，六月的心一软，觉得把大黄一个人丢在这里有些孤

单，有些可怜。但又惦着他的灯，不得不离开。六月就到屋里端了油碗回到

牛圈，给大黄把油添满。这样做了时，又觉得不公平，就又到羊圈鸡圈给它

们添油。但看着它们人多势众，显得没有大黄那么孤单，心里就平复一些，

就以飞快的速度给它们说了一遍：“莫道此生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这

辈子好好劳动，下辈子争取做人吧。 ”然后跑步回屋。

六月看见，姐姐已经把第二轮油添满。 按照爹的说法，第一轮油是添

给神的，第二轮是自己的。 爹还说，今晚的灯要自己守着自己的，不能说

话，不能走动，不能对着灯哈气，不能想乱七八糟的事情。 六月问，能想发

财吗？ 爹说，不能。 六月问，能想当官吗？ 爹说，不能。 六月说，那总该想个

啥？爹说，只是守着灯花，看那灯胎是怎样一点点结起来的，最后看谁的灯

胎最大。

一家人就进入那个“守”。守着守着，六月就听到灯的声音，像是心跳，

又像是脚步。 这一发现让他大吃一惊，他同样想问爹是咋回事，但爹的脸

上是一个巨大的静。看娘，娘的脸上还是一个巨大的静。看姐，姐的目光纯

粹蝴蝶一样坐在灯花上。六月突然觉得有些恐慌，又想刚才爹说只是守着

灯花看，看那灯胎是怎样一点点结起来的，就又回到灯花上。看着看着，就

看进去了。他仿佛能够感觉得到，那灯花不是别的，正是自己的心，心里有

一个灯胎，正在一点点一点点变大，从一个芝麻那样的黑孩儿，变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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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大的黑孩儿，在灯花里伸胳膊展腿儿。 六月第一次体会到了那种“看进

去”的美和好，也第一次体会到了那种“守住”的美和妙。

突然，六月意识到灯碗里的油快要着完了。看爹，爹老僧入定一般。看

娘，娘也老尼入定一般。看姐，姐正看他。姐用目光把他的目光带到她面前

的灯眼里。没油了，怎么办？六月用目光让姐给爹说，姐用目光让六月给爹

说。 就在他们的目光争执之间，灯花迅速地下移，就像一个渴极了的人扑

向泉水。六月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兀自离开板凳，迅速到炕台上拿油碗。不

想还是被爹逮住了。 爹一把抓住他的手腕说，再多的油都是要着完的。 六

月斩钉截铁地说，见死不救非君子！ 爹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不灭

的灯。 六月更加斩钉截铁地说，见死不救非君子！ 爹说天下没有不死的东

西。六月说天就不死，月亮就不死。爹说我说的是天下。眼看灯要灭了，六

月急得哭起来。 六月想这月神也不管灯一下，刚才灯也给你献了，头也给

你磕了，你怎么就见死不救呢？六月急得跺起脚来了。娘说话了，让他们再

添一次吧。爹说，就这些油了吧？还有一个二十三呢。娘说，二十三再说吧。

爹看了看娘，极不情愿地松开了手。 六月嗨的一声笑出声来，没有顾上擦

去鼻涕眼泪，抢救伤员似的盛了一勺先倒在自己的灯眼里，又盛了一勺倒

在姐姐的灯眼里。只见那奄奄一息的灯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身子一

舒，一伸，开始往灯捻上爬。 六月感激地看了一眼娘，要给她的灯里添油，

被娘制止了。 六月有点不想给爹添，但看那灯正在死亡线上挣扎，就拿出

一股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样子过去添，还是被爹制止了。 娘说，我们想早点

凉冰了打牙祭呢，快守着你们的灯吧。六月就无限怜惜地看了看爹和娘的

灯，收了油碗。

两个灯活了过来，两个灯正在咽气。 六月突然发现，姐姐的身子一拱

一拱，原来她在哭。随着姐姐一个激灵，爹和娘的灯挣扎了一下，咽下了最

后一口气。嫦娥的彩带就从天上掉下来了，那是五月和六月的眼泪。娘说，

两个瓜蛋，忘了守灯时是不能不开心的？ 二人就止了哭声，泪汪汪地看了

娘一眼，继续守灯。

不多时，六月的灯胎里就出现了一个人，六月奇怪，怎么这么面熟呢？

◎

小

说

005



博

客

里

的

郭

文

斌

刚刚放下饭碗，金生和地生就来取锣鼓，不一会儿巷道里就是一阵猛

烈的打闹台，五月六月知道，这是他们通知大家出行。

六月端了早就准备好的供盘，站在大门口，一边欣赏着锣鼓，一边等

爹和五月到后院赶了大黄和咩咩过来。到了门口，五月朝院里喵地叫了一

声，花花就跑了出来。 头上绾着黄表花的大黄和咩咩喜气洋洋的，比平时

一下子精神了许多，而花花则在他们面前扭起了秧歌。

一出巷道，只见一庄的人和牲畜正往西方涌。 五月说，我说今年的喜

神在西方，没错吧？ 六月就觉得五月还真有两下子，说，看来你能接班了。

接啥班？

爹的班啊，做大先生啊。

五月说，那你呢？

六月说，我嘛，就做喜神吧。

五月惊得睁大了眼睛，看爹，爹不但没有生气，还是一脸的开心。

爹注意到了五月的神情，宽慰她似的说，其实每个人都是喜神。

那为啥要迎喜神？

因为人们的心里已经没有欢喜。

人们的心里有了欢喜就能成为喜神吗？

当一个人的心中全是欢喜时，他就成了喜神了。

全是欢喜？ 一点烦恼都没有？

对，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能影响他心里的欢喜。

迎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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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情？ 假如没饭吃没衣穿呢？

如果一个人心中全是欢喜，真的全是欢喜，他就不会没饭吃没衣穿，

他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吉地，他任何时候出行都是吉时，任何人见到他都会

心生欢喜。

为啥任何人见到他都会心生欢喜？

因为他会随处结祥云。

那你教大家啊，让大家都成为喜神，我们就不用出行了，就可以省下

时间在家里打牌了。

好啊，这个任务就交给六月吧。

六月没想到爹会让他去教，做喜神的老师，那该背多少经呢？

众人在一块名叫“大地”的地里停了下来，围成一圈，把香表统一交给

爹。 爹便撮土插香，供奉了食物，奠了酒茶，然后高声念道———

吉年吉月吉日吉时，全体乡亲，同声共祝：

新春元旦，迎喜接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一社吉庆，万户安康；五谷

丰登，四季平顺；全村和合，四邻和睦；一籽下地，万石归仓；贼来迷路，狼

来封口；大的无灾，小的无难；好人相逢，坏人远避；瘟疫消散，百病不生；

空怀出门，满怀进门；东干东成，西干西成；千祥云集，百福并臻；骡马成

群，牛羊满圈；祥光永照，大吉大利！

喜神已到，众人恭迎！

大家齐呼：

恭迎喜神！

向喜神行礼！

一叩头！

二叩头！

三叩头！

向四面行礼！

一叩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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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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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叩头!

三叩头!

向八方行礼！

一叩头！

二叩头!

三叩头!

礼成，鸣炮！

“大地”里顿时一片炮声，让五月觉得这炮声早就埋伏在地里，就像种

子一样，单等着这天出苗。牛羊不知是被炮惊了，还是因为欢畅，满山满洼

地狂奔，又像是比赛谁更威风，直踏得黄土飞腾，喜气冲天。

接着，爹拿过各家供奉的酒水和泥，在每个小孩的额头上点了一点。

轮到六月，他让爹多点一下，爹说，多了就成了贪了，喜神是不喜欢贪心

的，但还是在他头上多点了一下。

接下来，大家相互拜年，互换年点。

最后，每人铲了半篮脚下的黄土，提着回家。 六月知道，这些黄土大家

会分成几份，撒在当院、灶前、炕角、牛圈、羊圈、鸡栏、麦田菜地、桃前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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