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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一台亭榭、一弯瘦水、一抹夕阳、一觞流曲，在文人的抚摸

和咏叹下，散发出的文化气息共同构筑了一札典籍、一册山河。人类的文化

史便是经由这些个性鲜明的私人印记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无不透射出迷人的

光泽，照耀你们，也照耀着我们，照耀着后来人。在解决自身矛盾的时候，

或许能在烟雨般的文字里发现个人的悲欢和历史的壮阔。

说说固原吧。

三千多年前，《诗经》记载了周王朝攻打猃狁民族的一场战争，“薄伐猃

狁，至于大原”，由此，文化固原的符号就出现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这

个耀眼的瞬间，也是描摹记述固原最早的诗篇。

是的，固原是一垄诗歌的麦田，更是一坡散文的森林。

从岑参、王维，到斯文·赫定、谭嗣同、林则徐，到王洛宾、塞克、萧军，

到李敬泽、雷达、舒婷等等，这些历史名人和文化名人，或中原北上，或黄

河西渡，或草原南下，或西出边塞，一路来到固原，或途经，或小息，那些

长城、烽燧，那些青铜、残简，那些山岳、人民，便与他们同呼吸，同生长，

结出了文化的果实。

王正儒

序



远的不说，我们把目光定格在当代。

看看李敬泽笔下的原州。

再看看人邻、石舒清、郭文斌等的低吟浅唱。

这是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最好实践。

再说说固原。

建设一个强大自信的文化固原，不仅需要名家大家的抒写关照，更需要

本土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勤勉努力，立足固原，放眼全国，用个人的生命体验

来表达人类共通的价值和经验，为当代文学和艺术贡献出我们的智慧，在同

等的平台上，开启我们与世界之间的文明对话。

历史在选择着我们，我们也在选择着历史。

这个变革的时代，应当是诞生伟大文艺作品的时代。胸怀历史，拥抱当

下，放眼未来，人民，唯有人民是我们无尽表达的源泉。俯下身去，深入泥

土，用丰富的情感和丰满的形象，写出属于自己的固原故事、宁夏故事、中

国故事。

关于固原的文学叙述，有些被记载，有些或消失，有些散落在各类书刊

中，编辑不免有挂一漏万之嫌，但我们已经努力了。应当说，这是一本散文

的固原之书，人文的固原之书，文明的固原之书，以此献给曾经或现在生活

在固原的人们，献给现在或将来阅读固原的人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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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是西海固作家群的读者之

一，我已经深深地感受到，在这块土地上

走出了一大批有才华、有实力的作家。在

今天，仍然有一大批对文学怀有虔敬之心

的作家们、作者们，在这块土地上潜心创

作。你们的经历和实践，同样让我感受到

文学不仅照亮了你们的生活，也铸造了你们的内心。

我还知道我们当地的一位业余作者，以及他发表作品的方式 ：把自己写

的诗贴在门板上，然后背着门板赶集，让过往的人欣赏他的诗作、他的文学

创作。他这种豪情万丈的发表自己诗作的方式，可能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独有

的。他这种倔强的对文学不屈不挠的情意尤其让我感动。

特别当我来到宁夏，从昨天到今天还不到 24 小时，我一直在想，实现

经济大国的目标，并不意味着现代公民就一定会出现，而一座城市的神圣，

从广义上可以理解为高尚信仰的自觉、道德操守的约束、市民属性的认同，

以及广博的人性关怀。

文学照亮生活
铁铁凝

铁  凝，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中

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主

要著作有《玫瑰门》《无雨之城》《大

浴女》《麦秸垛》《哦，香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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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想到一座城市如香槟泡沫般璀璨的灯火，那里一定有一盏灯应该

属于文学。有了一盏文学的灯，这座城市就永远具备打不倒的价值。或许它

的光亮并不耀眼，但它却照样能够照亮人心，照亮思想。人心的很多幽暗之处，

恰恰是需要文学来点亮的。我从今天在座的所有西海固朋友们的脸上，看到

了黄土高原的颜色。黄土高原是黄土色的，风沙也是黄土色的，但是你们的

脸上是有光彩的，是有亮色的。我不得不说，这正是因为文学的滋养和恩泽。

我们昨天走在山路上，看到的灯光并没有香槟泡沫般璀璨，然而很美。因为

里面有文学的灯，它照耀着一种不屈不挠的沉静。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在阅读中外文学名著不能公开的背景下，我却很

幸运地读到了一些中外文学名著。我必须说，它们用文学的光亮烛照着我的

心，也照亮了我生活中那么丰富而微妙的色彩。有光才有色彩。我国唐代诗

人李白、杜甫、李贺的那些诗篇，其独特的意境和情怀更是长久地浸润着我

的心。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被人们需要，原因之一是它们传达

出了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呼吸，表现出了一个时代最具本质的情绪，它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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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代表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想象力。

2014 年 10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文艺工作

座谈会，他特别讲到文学经典给他带来的力量和精神支撑，以及在他内心产

生的深刻影响。当时总书记说，他从北京到陕北去插队，那里是一望无际的

黄土高原，他们就住在窑洞里。我昨天一到大西北，就想到习近平总书记由

一个北京的知识青年一下子住进了陕北的窑洞里。他说当时自己的心情是很

消沉的，把铺盖在窑洞的土炕上一打开，噗噗的黄土都溅起来了，而且每天

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得扒开那层黄土，这日子可怎么过呢。总书记开玩笑说 ：

这不是又过起山顶洞人的生活了吗？那个时候，总书记带了一箱子书，就是

这一箱子书，使他的精神安定了下来，给了他精神力量。比如，有一本书是

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怎么办》，里面有一个革命者拉赫美托夫，

用最苦的生活磨炼自己的意志，每天睡在钉子床上。总书记说当他读到这部

小说里有这样的革命者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自己不也是革命者吗？满目的黄

土又算得了什么呢？书里的革命者钉子床都能睡。总书记读完这部小说后，

当晚就把褥子从窑洞的土炕上掀掉了，他说咱睡不了钉子，就睡光板的土炕

吧，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总书记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离村子三十里地

以外，有一个乡村教师家里有很多藏书，其中一部是歌德的《浮士德》。他

就走了三十里路把《浮士德》借来，读完后，再走三十里路把书还回去。总

书记说借书还书这个过程，并不觉得苦和累，反倒是他当时生活中一种非常

美妙的享受。他说正是阅读这样的文学经典给了他在陕北支撑下去的勇气，

还很快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后来还当了大队书记，为了改善乡亲们的生活

条件，做了很多事情。总书记由衷地说，永远不能否认文学经典给予他这样

一个青年思想和精神方面的力量和勇气。

文学不仅照亮我的生活，也诱使我从初中的时候就拿起笔学习写作，由

一个忠实的读者，成为一个业余作者，之后当职业作家。但是我又经常想，

当我成为一个写作者之后，当写作成为我的职业之时，我奉献给读者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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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由什么照亮？我想照亮文学的不是空想，不是狂想，不是炫耀技巧，它最

终、最结实的还是生活。

对于作家来说，你要奉献给读者能够照亮他人内心、照亮他人生活的有

光彩的文学，自己首先要有勇气坚守文学，要让生活照亮你所从事的文学。

现在有一个大背景是，信息来得太过容易，生活反而是不容易的。一个时代

的文学，如果不能够折射这个时代最重大最根本的社会问题，就难以成为经

典。一个真正有出息的作家，必须将自己的文学活动同不断发生变革的社会

生活、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起来，必须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现实的特质与历

史发展的趋向。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由此而衍生各种复杂矛盾的条件下，

一个作家应该认真思考怎样用文学的方式，真实而深刻地书写我们所处的时

代，正确地认知和把握时代的潮流，细致入微地直面人生诸多难题。文学不

应该是轻率的，不应该是粗糙的社会情报，不应该是某些迅速变换的社会话

题的集合，不应该仅仅表达一般的时尚 ；作家更不应该成为流水线上的素材

加工者，而是应该敏锐地感知一个不断变化、充满活力、奋发图强的中国，

细腻地体会当今的中国人生动而深刻的多样情感。

摘自 2016 年 5 月 13 铁凝在西吉“文学照亮生活”

中国作家协会全民公益大讲堂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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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读过石舒清的一篇小说，

题目好像是《锄草的女人》，那女人蹲在

田里锄草，直到锄完了一篇小说。由此

我记住了石舒清，那种人与土地的相亲

感动了我。土地，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乡土，

此后一直是石舒清的主题。从地理学的

角度看，石舒清对土地的深情不可思议，

因为那里是西海固，是中国最贫瘠的地方，干旱年复一年地煎熬着人畜和

草木。

但在石舒清眼里，土地就是土地，是世代生息之处。他的小说常常有

很强的仪式性，《清水里的刀子》是“死”的仪式，《清洁的日子》是“清洁”

的仪式，锄草其实也是一种仪式，那个女人在清洁土地。在这种种仪式中，

土地有了一份安然，人有了一份尊严。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由此得到

改写。自《人生》中的高加林在乡村和城市间痛苦的歧路徘徊开始，这个

主题就获得了一种自然的惯性，“土地”被置于“城里人”审视和批判的

张贤亮

坚定的自尊书写

张贤亮，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

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

会主席等职。代表作有《灵与肉》《绿

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2014

年 9 月 27 日病逝。



名

家

笔

下

的

固

原

006

目光中，而我们的绝大部分作家都乐于证明自己是“城里人”。在一种二

元论世界观中，一边是乡村，一边是城市，一边是落后愚昧和绝望，一边

是进步文明和希望 ；每当城市和乡村相对而立的时候，它们就同时被取消

了本身的质地血肉，沦为一对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观念，通过这种斗争

和矛盾，作家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那就是我们

与乡土中国的全面决裂。 

当然也有人讴歌土地，似乎土地是他的“精神家园”，但“精神家园”

的意思就像酒吧里挂着的一件蓑衣，“土地”是一个虚悬的能指，它不指

向任何一片真实的土地，它仅仅喻示着都市生活的空虚无聊。

而石舒清却怀着坚定的自尊书写着“吾土吾民”，那不仅是一片皲裂的

大地，那还是一个精神充盈的价值世界，在天人之际自有不可轻薄的庄重。

谈起西海固，据说那里的农民有的被迁移到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但

过不了多久，有些人又回到废弃的村庄。谈者说到此往往是一脸悲天悯人、

怒其不争的神情，我亦附和道 ：是啊是啊，真没办法。

但是，现在我对那些回乡者怀有敬意。通过迁移，他们得到了很多，

得到了水和肥沃的土壤，但他们却失去了石舒清笔下的那个价值世界，在

得失之间他们做了自尊的选择。

土地的自尊、乡土的自尊，我们必须谈论这个话题，因为它集中体现

了我们的现代性规划中某些根本的精神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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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6 月，草飞树长。由笔者主持

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宁夏南部山区生

态重建实证研究课题组又一次来到固原。

我们对固原市五县一区的 23 个退耕还林

还草点进行实地考察。千里之行，令人振

奋。原来焦黄的莽原上，绿色已不再是零星的点缀，茂密的森林、辽阔的草场、

葱绿的田野已不再是幻想，恢复生态的曙光在前，脱贫致富只是时间问题。

新的西海固形象正在树立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中国一提起贫困、干旱、落后时，许多人总会想

到西海固。这里是宁夏的“半壁河山”，包括固原市的五县一区和吴忠市的

同心、盐池县在内的西海固，也是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这一地区地处我

国半干旱黄土高原向干旱风沙区的过渡地带，由于自然、历史、经济、社会、

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是全国有名的老、少、边、穷地区。1982

绿色之路——固原行
陈育宁

 陈育宁，1945 年 1 月生于宁夏银川。曾

任银川市委书记、宁夏大学校长兼党委

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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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该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44 元，70% 的农户不能维持基本温饱，人均

耕地 6.05 亩，粮食亩产量只有 30.6 公斤，年人均有粮 158 公斤。“西海固”

已成了中国贫困的代名词，一个贫困形象久久地留在人们印象之中。

我们这次考察所见所闻表明，西海固地区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这个全国生态环境最恶劣的地区已经踏上了一条初步显现的绿色之路，

荒凉、落后的西海固正在渐渐消失，一个新的西海固形象正在悄然树起。

退耕还林还草实施三年来，固原市以空前的速度，于 2000 年至 2002 年

共完成退耕还林面积 184.4 万亩（其中退耕造林 95.9 万亩，荒山造林 88.5 万

亩），全市森林覆盖率已经从 1982 年的 1.44% 上升到 12.8% ；三年来，全市

每年种草面积约 40 万亩，2002 年底全市多年生牧草留床面积达 183 万亩。

到今年 6 月份，已播种牧草 76.74 万亩，占全年总任务的 83.9%。

生态植被的变化可以用数据进行比较说明，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是

无形的，是难以用数据统计的，这就是人们认识和观念上的变化。长期以来，

人与自然到底是什么关系？揭开西海固久远的历史，诱人的绿色曾存在于现

实之中。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人口少，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基本适应，人

与自然之间关系相对比较和谐。唐宋以后，随着频繁的民族间的战争，大量

驻军及屯田滥垦，使这一地区人口数量激增，单一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成

为不可替代的主导产业，加上气候干旱逐渐增强，西海固像整个中国的西部

一样，从繁荣走向衰落，从富裕走向贫困，生态从繁茂走向荒凉。这种状况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仍没有得到有效的制止。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

产”，到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开荒种地，一直没有间断对自然的掠夺式索

取。传统的农耕方式，粗放经营，广种薄收，盲目垦殖，加之人口增长过快，

使人们陷入一种人口增加——开垦——生态破坏——贫困——人口增加的恶

性循环之中。

多少年的教训，人们痛定思痛，看着被干旱和沙漠吞噬的土地，逐渐认

识到一个核心问题，在人口、粮食、土地、环境这个链条上，关键是怎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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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说到底是人与自然如何协调相处的问题。西部的衰

弱，是从自然环境的破坏开始，结果使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走了下坡路，使人

们失去了生产的条件，进而失去了生活的条件，最后得出一个无法生存的结

论。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现代人终于认识到，必须尊重客观，顺应自然，协

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生态、人口发展的良性循环。

尽管这种认识还是初步的，还需要不断巩固，但毕竟这个开端是至关重

要的。我们在这次考察中也看到，过去认为改变西海固干旱荒凉的生态环境

是非常困难的，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林草植被的完全恢复是在遥远的未来。

似乎谁也没有料到，短短的几年之内就已经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充分说

明，只要认识对头，尊重客观，信心加苦干，改变并不难，问题是我们是否

抓住了要害。

无限的创造力

在通常的词典里“贫困”和“资源匮乏”似乎是连在一起的。说到西海

固，首先给人的印象是资源十分有限。但资源有限的地区，未必就一定是贫

困地区。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其有限的国家，但是现在的日本正发展成为科技、

经济发达的国家。在韩国最具规模也最先进的浦项钢铁厂大门上额有一条十

分醒目的标语，上面用汉字大大写着“资源有限、创意无限”八个字，这可

能是他们的办厂理念。看来，任何地区资源的丰贫多寡都是相对的，地球上

不存在“要什么有什么”的宝地，资源同样丰厚或同样贫乏的地区也可能有

着完全不同的发展状况。这其中最发人深思的就是如何调动人的创造力，去

改变现状，推动发展。 

应该说，西部也有西部的资源，但要发挥出自己的优势，需要调动我们

的内在潜力和创造力，包括思想的解放、发展的思路及工作方式和重点，就

是说认识要对头，政策要对路，措施要得力。在这次千里之行的考察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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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强烈地感到，生态重建战略的实施，正在把西海固地区干部群众中蕴藏着

的创造力充分调动起来。

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到达彭阳县大沟湾小流域治理区，米副县长指着山

顶的沙棘、隔坡地埂上的苜蓿柠条、山坡缠腰的桃杏，自豪地给我们介绍，

他们 1996 年学习外地做法，结合当地实际，摸索出造林种草技术，在造林

整地上创造性地提出“88542”隔坡反坡水平沟整地标准，以达到水不下山、

泥不出沟、截流蓄水、提墒保墒的目的。这种模式现已大面积推广。这个县

从 1983 年建县以来，一直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坚持生态建设，

全县森林覆盖率由建县之初的 5％提高到 15.6％。

在原州区，黑城、三营、炭山三个乡镇属水土流失严重的干旱丘陵地区，

这里正在建设一个双岭万亩柠条基地，规划总面积 3 万亩全部纳入退耕还林

项目中，目前已实施 2.6 万亩。项目实施 3 年后，仅采收柠条籽种就可给当

地群众增收 500 万元。这样的规模和效益，只有在今天退耕还林还草的大背

景下才能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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