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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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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一切从头开始

沧桑和暮气也从头开始

水土流失，从头顶向下渐进式运动

黑细的头发变稀变黄

夹杂着一株株白桦

白屑像一只只野鸭从芦苇丛中飞起

两鬓的芦苇荡

一天收割一次

为了拉住青春的尾巴

血丝切割着一双忧郁的眼睛

眼睛纯粹成望远镜

看不清近在咫尺的风景

两眼皮耷拉着

拉长了岁月

没有感动，没有悲伤

迎面的东南西北风

总让我两眼饱含着泪水

自画像（代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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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耳垂肩

长大了做大官

爷爷哄了我五十多年

因为如今没有做上官,更何况大官

所有的福气化为枯瘦的诗行

长着佛耳

没有成佛

但的确有一点点佛行和佛相

鼻子是生长得最优秀的东西

鼻尖既不红肿也没麻点

小巧玲珑

闪烁着柔和的光芒

不过，睡觉时总爱逃岗

让呼噜声与牙齿站岗

嘴棱角分明且有些红紫

开裂的鲜血使我想起杜鹃

问题最多的是嘴

喝一斤白酒吐二斤火焰

吃一碗米饭嚼一盆心事

吐一口长气发一腔忧怨

说一句好话射一把沙粒

笑一声喜悦含一丝悲伤

嘴唇紧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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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又黑又黄，太丑陋了

不敢露出锋芒

自画了一张肖像

还缺脸面

脸面透露着长夜的油光

我还是喜欢用阳光

诠释自己与生命

勾勒世界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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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月
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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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黄土背朝天

面朝黄土

一双老茧手

插入硬实的土地

和悠悠岁月对话

绿苗的词语

在一滴滴汗水浇灌下

排成了诗歌的模样

黄土地盛产悯农诗

背朝天

让骄阳的牛舌头

舔干脊梁

背起山中的日子

从黎明一步步出发

抵达黄昏

然后将长夜熬成罐罐茶

品尽人间的甘苦

面朝黄土

背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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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四

日
子
之
集

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意象

他的名字叫农民

黄土地上的庄稼

和灵魂

狐 狸

最喜欢

从蒲松龄的笔管里

跑出来的狐狸

笑起来一树桃花

哭起来一树杏花

怒起来一树梨花

骂起来一树柳叶

柳叶的眼睛

柳叶的嘴

柳叶的话语

嗖嗖地

像小李飞刀

扎在你情感的柔软处

让你春风拂柳

狐狸有了人气

比人更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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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月
剪
影

人有了狐狸气

比狐狸还狐狸

孤坟废墟

我寻找过狐狸

没找到一只

只找到女人丢弃的纸巾

和男人扔下的烟头

我想起了海子的诗句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

只想你

冬天的柿子树

寒风已吹尽树叶

不愿飘落的几片枯叶

像岁月的竹节虫

蜷缩在生硬的树枝

发出寒冬的响声

没有摘下的柿子

通红通红的

像一个个灯笼

照亮了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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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四

日
子
之
集

奶奶曾说

柿子不要摘尽

留下几颗

给日子留个念想

挂在头顶

这叫吉星高照

已成为我家的传统

如今，我看见柿子

就想起一个人

一个像柿子一样的人

端坐于岁月深处

怀念炊烟

记忆大都是灰色的胶片

只有那一缕炊烟

飘摇出一片纯净的蓝天

望见了那一缕炊烟

就是望见了幸福

望见了漆黑的长夜

一盏煤油灯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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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月
剪
影

那一缕炊烟

从庄院上空飘起来

飘过黄土山梁

是献给岁月的哈达

也是我一生最爱读的经卷

那一缕炊烟

缭绕在我的人生

我是山时

炊烟招魂

我是河时

炊烟一路相伴

我被埋在寂寞的坟墓

炊烟总能掀起如山的棺盖

那一缕炊烟

早已消逝在蓝天

却又从心底

每每冉冉升起

人 生

在母亲的呻吟中

出世

用一滴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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