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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山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这片广袤厚重的黄土地上，养育着一个痴情写作的群体。他们

面对相对封闭而艰苦的自然环境，以一种充满自信和进取的精神

状态，用自己智慧的心灵、勤耕不辍的笔，书写着美好的人生。从散

文、诗歌、小说到报告文学、评论等，笔锋所至，壮阔博大，在时代变

迁中寻找爱与记忆，在平凡普通中抒发诗情文意。

崔继鹏，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他深爱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以

细密质朴的文字，抒发了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和浓浓乡情的倾诉。

我知道崔继鹏这个名字，是在报刊上常见到他写的散文和新

闻稿件。2011年，在悦海宾馆召开的全区宣传工作会议上，他代表
隆德县委宣传部上台领奖，这是我与小崔见的第一面，对这个身体

较瘦、戴副眼镜的年轻人有了初步的认识。暇余翻看了他厚厚的书

稿后，发现这个貌似平平的青年人，内心有一种健康向上、坚韧顽

强的意志。小崔大学政法专业毕业后，在大山深处，他曾组织山村

群众修过路、整过梯田、安过自来水，还带队远赴新疆摘过棉花。爱

好文学，加上他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催生了其内心深处的创作冲

动。十年一剑，坚持写作，乐此不疲。天空繁星闪烁，山乡夜深人静。

序 一因

宁夏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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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晚，小崔带着一天的疲劳，安身小屋，挑灯伏案，寂寞创作。他在

创作中，找到了无限的乐趣。现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明办副主

任。基层经历和广博的知识，给了他一种如泉涌动的思绪，以勤奋

为笔墨，蘸满青春的热血，书写着西部激情燃烧的岁月，耕耘着乡

村文学的绿色田园。

生活总是垂青于文学青年。

长期的学习和写作，让他的双眼更近视了，镜片加厚，背显微

驼，但也让他收获了耕耘的喜悦。几年来，小崔在区市报刊上发表

新闻稿件 400余篇，他创作的 40余篇散文、小小说等，也陆续刊登
在文学期刊上，成为隆德远近闻名的一名文学青年。

生活是创作的本源。

一片大海，需有数条汇集的源泉；一只小鸟，需有一片展翅翱

翔的蓝天；一匹奔腾的战马，需有一方驰骋的草原。毫无疑问，置身

千年隆德这片热土，又得益于从事宣传思想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就是崔继鹏文学创作的源泉、蓝天、草原。

崔继鹏从他故乡的一眼井泉、一个水磨、一株古柳、一条小河、

一层梯田写起，平凡质朴中不乏情感的挥洒，追忆往事中迸发出思

想的火花。如《远去的麦垛》《鹊儿泉》《走进六盘人家》等，就是最好

的佐证，当代山村的变化和村民的新生活，跃然纸上。

纵然，小崔的散文题材还略显得单一，文学创作的功底还不甚

深厚。恰恰如此，压力催发动力，在他的面前，展现着一个广阔的发

展空间。

崔继鹏的文学之路刚刚起步。期望他在宣传思想战线这方沃

土上，汲取丰富的养分，百尺竿头，喷薄而发，创造出更多的精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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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希望宁夏精神文明建设领域，涌现出更多的像崔继鹏这样的

文学才俊，创造出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是为序。

2011年 2月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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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隆德工作之前，对隆德的文化就有耳闻，来隆德工作后，

觉得隆德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群众爱好文化的氛围浓厚，爱

好文学艺术的人也特别多，深深体会到文化先进县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县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深入挖掘整理具有隆

德特色的红色革命文化、绿色生态文化、优秀民间文化、闽宁协作

文化、秦陇农耕文化、健康养生文化“六种文化渊源”。大力发展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精心培育“红色之旅、书画之乡、高原绿岛、丝路古

城”四大特色，打造“六盘人家”隆德文化品牌；进一步做大书法、绘

画、剪纸、刺绣、泥雕、砖雕等文化产业，大力实施文化旅游兴县战

略，努力使小县办出大文化，在全国有影响，在西北有位次，在全区

争名次。也推介出一批文艺骨干和文学创作者队伍，他们扎根基层，

深入生活，书写出了一批批精品力作。我们已经支持、整理了一部

分文学爱好者的作品，出版成册，公开发行。

近日，县委宣传部崔继鹏同志捧来他的散文书稿《乡情》，请我

作序，我欣然同意。

知道崔继鹏这个名字还是在报刊上，经常能见到他写的新闻

稿件，渐渐地也听人说起他爱好写作，忙中偷闲写点新闻、文学作

序 二因

中共隆德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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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对其人了解甚少。2009年，他借调到县科学发展观办公室搞学
习实践活动，接触得多了，对小崔便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是一个看

上去有些腼腆的青年，为人随和，工作敬业，经他手写出的材料

有创新，扎实到位，深得大家的认可。

难能可贵的是小崔在工作之余，依然笔耕不辍。他从小酷爱

读书，孩提时读起《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书就觉得津

津有味，高中毕业他以全县文科第三名考入宁夏大学政法系。高

等教育和大学图书馆给他提供了学习的优越条件，使他能够遨游

在知识的海洋里，从此他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先后在《宁夏大学

校报》《银川晚报》《宁夏日报》《固原日报》《朔方》《共产党人》等报

刊发表散文 30余篇，其中《温馨的雨夜》荣获宁夏大学校庆征文三
等奖。毕业后分配到隆德一个偏远的乡镇工作，他更坚信写作是件

明亮的事情，扎根农村，捕捉农村的新人新事和闪光点，用心体会

着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每年都有三四十篇的高质量新闻稿件被

区市报刊采用。从 1999年至今一直是全县优秀通讯员，连续两年
荣获区、市优秀通讯员。

农村是块广阔的天地。多年的农村生活和工作经历，不但让他

迅速成长起来，也让他收获了写作带给他的另一份喜悦。小崔从小

在农村长大，对农村这片热土有着深深的眷恋，字里行间流露出对

乡村、乡亲、乡音的感怀。《乡情》大多选择农村的人和事作为作者

表达、抒发的对象，在《故乡的社火》《鹊儿泉》《记忆中的左公柳》

中，作者给我们展现了农村独特的一面，他的文笔流畅，叙事严谨，

情感真挚。

崔继鹏的写作是成熟的，因为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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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工作经历。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乡镇工作，先后担任过驻村干

事、乡镇秘书、村党支部书记、副乡（镇）长。经常和农民打交道，整

天穿行于农村的山坡小巷，使他亲身体验了农村近几年的发展和

变化。和老乡站在田间地头唠嗑，看着农忙时节的劳动景象，一段

曲折而又熟悉的乡村道路，都会让崔继鹏产生很大的触动，《故乡

的大山》《麦熟飘香》《梯田情结》等作品给我们展现了农村五彩的

景象，记录着他心中无法割舍的情结。当然，我们也从中看出，作者

对农村有着割舍不断的牵挂和寄托，比如《远去的麦垛》《不老的渝

河》《心中的水磨》等。

发展中的隆德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厚重的文化底

蕴为创作者提供了深厚的沃土，加快科学发展的隆德也呼唤着文

学。但愿《乡情》只是小崔文学创作的开始，希望他和隆德广大文学

创作者，能够坚守文学这块高地，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笔耕不辍，讴歌隆德的改革和发展，创作出更多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贴近实际，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学作品。也希望小崔在文学这条

长廊里越走越远。

同时，也希望隆德的广大文学爱好者和乡土作家时刻关注隆

德日新月异的建设，热爱我们秀美、文明、和谐的新隆德，继续坚持

不懈地写作，矢志耕耘再上台阶，用文学的语言记忆我们激情燃烧

的岁月，讴歌我们服务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神圣事业。

我期待看到更多的优秀作品面世，期待看到隆德文学新人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

是为序。

2011年 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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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左公柳

每当我行走在 312国道原供电局门口时，我都要在那儿站一
会儿，合抱粗的老柳树，像饱经沧桑的老人矗立在公路两旁。尽管

它们经历了战争、自然、人为破坏的洗礼，树身弯曲、凸凹不平、伤

痕累累，但是还能坚韧不拔、铮铮铁骨、饱经风霜、树冠如盖、枝青

叶茂，传承着历史，弘扬着文明，处处散发着生机和活力，成为隆德

县不可多得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柳树在西北地区是一种极其耐旱的树种，无论在山冈、路旁、

河畔、沙漠，人们都能看到顽强不屈的柳树。左公柳正因为具有柳

树的这种品格，才永远散发着芬芳、生机。其实左公柳与当地柳树

没有太多的差别，都是春来发芽，暮秋落叶的道地品种，但是因为

这些柳树生长古老，由于英雄的人物和时代赋予它特殊意义才显

得珍贵，备受关注。

看着现存不多的左公柳，勾起我儿时的记忆。我是土生土长的

隆德人，百年左公柳见证了我的成长，古老的柳树留下了我童年的

乐趣。据《隆德县志》记载，“由隆德城东行经十里铺……入静宁界，

合计东西全长九十里，此系官道，坦途两边齐栽白杨绿柳，春夏青

青，左公遗爱也。车辚马啸，络绎不绝”。记忆中隆德境内的左公柳

记忆中的左公柳 1



是沿着老西南公路（今 312国道）从东门桥进入，绕着县林业局、原
供电局、隆德二中、南门、城关镇政府、西门，形成一个半包围的绿

色长城把县城紧紧围抱。尤其是西南公路经过的沙塘、神林、联财

等地，一路古老柳树整齐排列，像一支庞大的队伍浩浩荡荡，又像

一个个站岗的士兵，守望着两侧的村庄、田地、群众。听老人说这就

叫左公柳，据考证，这些一人无法合抱的柳树都是 1874年栽的。当
时，晚清爱国将领左宗棠率兵收复新疆路经此地，率领官兵广植树

木，据左公自己记载，光是从陕甘交界的长武县境起到甘肃会宁

止，种活的树就达 26.4万株。自古河西种树为最难事，可是在左公
的倡导督促下，泾州以西竟然形成柳树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幔、柳

树成荫的塞外奇观。有诗为证：“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

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文人杨昌濬曾在一棵柳

树上刻下的一首诗）左宗棠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从西安———兰州———新疆，开辟了一条 3000多里长的大道、在道
路两旁种了 3000多里树木、有效地阻挡风沙线推进的官员。

宁夏境内几个市县都曾有左公柳，尤其隆德县境内的左公柳

最多。为了纪念这位爱国将领，故乡的人们一直精心看护它，使它

茁壮成长，后来人们亲切地把这些古老柳树称为左公柳。

记忆中的左公柳是我们孩子玩耍的乐园，也是鸟儿的天堂，一

年四季鸟儿不断，春天一些候鸟纷纷迁徙、落户古柳树上，开始繁

衍生息。夏天鸟儿活跃枝头、唱着美妙的歌曲，劳累了的农民听着

欢快的歌儿，坐在树下乘凉，悠闲地抽着烟，一身的疲惫顿时烟消

云散。我们放学后爬上高大的柳树，掏鸟蛋、捉小鸟，待到山下炊烟

袅袅，母亲的呼唤伴随着鸟儿归巢，由远而近，我们才带着一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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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倦回家。秋天，一些候鸟陆续南飞，天高气凉、柳树落叶，农人们

来到柳树下清扫落叶，那干枯的柳叶在门前堆成小山，温暖了农民

家的炕，也温暖了农村人的心。冬天，没有绿叶映衬的古柳，躯枝分

明、魆魆苍苍，强劲的北风刮过，掉下来的枯枝成为农民不可多得

的柴火。我们孩子们放学后，争抢着给学校、家里拾树枝，喜鹊、乌

鸦、麻雀等留鸟仍然站立枝头守望，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鸟巢孤孤零

零，随之摆动。每年的正月二十三日，故乡有个雷打不动的风

俗———燎干。夜幕降临的时候，家家门口点燃一堆柴火，熊熊大火

燃起，人们从火堆上跳跃，烤走旧年的晦气，照红一年的运气。人们

除了上山割草，还捡些干枯树枝，有的甚至爬上古柳树，捣毁喜鹊、

乌鸦巢，招来喜鹊、乌鸦等鸟儿叽叽喳喳的咒骂和哭泣。当时因为

古柳树太多、鸟儿太多也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和重视，我们始终没

有觉醒，仍然充当着破坏者的角色。

可惜可悲的是“文革”期间，大量左公柳被砍伐。尽管如此，到

了 20世纪 80年代初期，隆德县还有左公柳 2000多棵。但不久，这
些在公路两侧已经站立了 100多年的古老柳树，在 312国道拓宽
中遭受了灭顶之灾，被砍伐殆尽，县城—联财段的所有左公柳被砍

伐得一棵不剩，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就这样彻底淡出了人们的视

野。县城内的古柳树也在县城扩建、道路改造中遭砍伐、破坏，仅剩

余的 23棵古树，大都是高 9米耀15米、胸径 1.2米耀1.6米，犹如风
烛残年的老人，承受了重创后依然坚挺地活着，装扮着县城。社会

的文明洗涤着人们的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棵棵的古柳渐渐引

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政府将为这些古树编号、建档，修焊钢铁保护

架加以保护，大力宣传古树的社会价值，使它们重新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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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隆德县仅存的左公柳乘着创建自治区文明县城和国家

生态园林县城的春风，得到有效的保护。开工建设的集休闲、娱乐、

旅游为一体的高品位古柳生态公园工程，将景观功能区分为古柳

历史文化广场区、左公柳保护和柳园区、儿童游乐区、运动健身区、

观赏休憩区、管理服务区。公园内规划设计有亭台楼阁、绿地丘陵，

有彰显隆德文化风采的雕塑和富于时代特色的景观墙，有潺潺流

水环绕的广场，为青少年免费参观学习的少年宫以及儿童活动乐

园等。一棵棵古柳终于有了继续生长的沃土，又开始焕发生机活

力，以树为魂、高大宏伟的门楼笑迎八方来客，图文并茂的文化墙

不断诉说着千年建县历史。古柳生态公园像一张名片，大力弘扬生

态文化，倡导绿色生活，建设生态文明，把隆德建设成为西兰银都

市贸易辐射区最适宜休闲度假居住、避暑旅游、健康养生的生态花

园县城。

回想起来，左公柳曾经给我们带来过欢乐，留下了美好的记

忆，岁月也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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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六盘人家

听听这名字多么令人向往，走进这大气如山、美丽若仙的村

庄，你会被建筑古朴，民俗特色浓郁、和谐幸福的新农村所吸引，情

不自禁使自己由衷地感叹它的宏大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建设者

的睿智和超卓手笔。

隆德县自古地理位置重要，东望关陕，西眺河洮，南走秦川，北

通宁朔，处于西安、兰州、银川三省会（首府）城市辐射圈中心，312
国道和兰（州）青（岛）高速公路横穿全境，是西北通向华中及西南

地区的通衢要地，自古有“关陇锁钥”之誉，位于县城东面出口处的

六盘人家凭借六盘山天险更是咽喉的锁钥。六盘人家原是一个古

老的小村庄，它位于气势磅礴的六盘山，茂密的森林、汩汩的流水

造就了它美丽的底色，更有着浓厚的红色文化、百年的文化积淀，

给它深刻的内涵。只是静静地等待有情人来懂她、识她、挖掘她。正

因为风景如画，也正因为境内的六盘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翻

越的最后一座大山，有着胜利之山之称，才被精心规划、投资开发、

建设成融历史、文化、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为一体的六盘人家，以她

美丽的倩影成为宣传推介隆德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带着深深的向往，我走近她、亲近她、体会她，敬佩之意油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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