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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这边独好

银川市西夏诗社在余秀玲同志的主导下，组织诗友

历经一年多时间，通过查阅资料、征集稿件、分门别类、编

辑校对，一部反映西夏区山川景物、历史风貌、民俗民情、

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诗词集就要呈现在读者面前了，这

是一部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展示西夏区风采质量较高、

内容丰富、时间跨度较大的诗词集。展卷阅读，十分快慰。

巍峨险峻的贺兰山、饱经风雨的西夏陵、闻名天下的镇北

堡、享誉神州的太阳神岩画、百里长廊上晶莹剔透的紫葡

萄、高楼林立的宁夏大学城……一一从眼前掠过，情景变

换，风光宜人，仿佛面对的不是一本诗词集，而是全方位、

多视角、立体式的万千景象，不能不使人浮想联翩、心感

惬意。这也许就是诗的伟大和力量，她真的能使人兴奋、

入迷、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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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诗乡 西夏雅韵

西夏区是宁夏首府银川市的一个区，地处银川平原

西侧、贺兰山东麓，文物古迹众多，文化底蕴深厚。这里被

称为西夏区是有历史渊源的。1038年，党项族李元昊建

立白高大夏国，由于地处西北一隅，史称西夏。鼎盛时期，

西夏统治着今宁夏、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陕西北部

和内蒙古西部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与宋、辽鼎足而立的格

局。西夏的首府就是今天的银川市，当时叫兴庆府。1227

年，西夏被兴起于蒙古草原的成吉思汗子孙所灭，西夏以

及它所创立的文化消失在历史的浩瀚烟云之中，只留下

西夏王陵、承天寺塔等为数不多的遗迹，而西夏王陵就在

今天的西夏区境内。回望历史风云，访古留韵，这片土地

上回荡着一个王朝已经远去的背影，但这里的土石草木

曾书写了一个民族的绚烂。如今，神秘的西夏已成为许多

爱好历史及喜欢猎奇的人们心所向往之地，更是历代文

人墨客挥毫抒发情怀之处。西夏区处处有诗意，从古到

今，一脉相承。2014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万里东风浩荡，塞上人心振奋，西夏

区各个诗词社团更是引领风尚，以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为己任，诗词创作及诗教活动蔚然成风。

西夏诗社是众多文学社团中的佼佼者，成立十余年

来，组织诗词爱好者创作、交流、采风、吟诵，并建立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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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发布诗作，进行推介宣传，从无间断，集体或个人编

辑出版诗词集十余部，为当地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积

极贡献。据我所知，这次西夏诗社精心编辑、将要出版的

诗词集《塞上诗乡 西夏雅韵》立意高远、质量上乘，是下

了一番功夫的，其目的就是要为西夏区创建宁夏首个“中

华诗词之乡”打下人文基础，营造良好氛围，真可谓“一片

冰心在玉壶”。

说到这里，还要啰唆几句。扎实有效地开展“中华诗

词之乡”创建活动，传承优秀诗教传统，弘扬中华诗词文

化，充分调动广大诗词爱好者的创作积极性，发挥诗词歌

赋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服务功能，进一步激发人们

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对不断提高当地的美誉度和

文化软实力、竞争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开展创建活

动，可以促进当地精神文明建设蓬勃发展，诗化人生、美

化环境、淳化民风；用诗的境界谋事待人，用诗的语言抒

情言志，始终以先进文化为引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起到精神和智力保障。创建诗词之乡，西夏

区有着独特的历史、人文、地理优势。正是基于这一点，宁

夏诗词学会积极倡导，力促西夏区创建“中华诗词之乡”。

为此，西夏诗社前期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助推了创建

工作的快步发展，得到了西夏区党委政府的肯定。现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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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诗乡 西夏雅韵

建工作已上升为政府行为，正在稳步推进，有望在不久的

将来填补宁夏还没有诗词之乡的空白。

诗词集入选唐代至近代已故诗人的诗词作品 66首、

当代诗词曲赋作品五百余首。作品体现了选编者注重社

会发展、关注现代文明进步的独特情怀，我以为这是恰当

的。不管是回望历史还是展望未来，都要站在今天的制高

点上。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的“人类的一

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处在当下，写过

往的历史以抒发情感、寄托情思，语言多么独特，想象多

么丰富，都抹不去当代的痕迹。所以说读懂当代诗词才是

最重要的。诗家遗韵栏目的作品大多数以贺兰山为背景，

苍凉、冷峻，既有戍边的艰辛，又有战争的惨烈，更有大漠

僻野的荒寂与残酷，凸显了汉唐以来边塞诗的风格和特

点。但也有对塞上风光非常美好的描写，如大家熟悉的著

名诗句“贺兰山下果园成，塞上江南旧有名”（唐朝韦蟾

《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这也是我们经常引用的名句，是

宁夏美称的来源和依据。这样温馨的诗句毕竟不多，在古

代，荒凉也许是这块土地永恒的主题。现当代诗词则完全

不同，基本上都是赞美歌颂之词，这也无可厚非。岁月更

替，时代变迁，科技创新，社会发展，一切事物都在朝着美

好的方向发展。西夏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宁夏人、

004



西夏区人，赞美歌颂自己的家乡完全在情理之中，而且很

值得这样做，因为西夏区山水秀丽、风景宜人，因为西夏

区环境优美、人文独特。诗人们用手中的笔倾情描绘，用

心中的歌高声吟唱，都是希望这一方热土更加美好、更加

充满活力、更加富有诗意。我不想罗列一篇篇作品来作说

明，读者自有识珠的慧眼。我想说的是通过阅读诗词集，

发现了一批具有创作实力的年轻诗词作者，令人欣慰。由

此可以判断，宁夏的诗词繁荣与发展后继有人，而且道路

广阔、前景灿烂。

感谢西夏诗社为宁夏诗词事业所作的不懈努力！

张 嵩

2017年 1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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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桂林贺诗 曾玉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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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康宁贺诗 杨玉洁书



闫立岭诗 牛尔惠书



高振平贺诗、书



余秀玲诗 陈晓军书



张新喜诗 席恒书



邓永诗 高世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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