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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段庆林，宁夏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研究员，宁夏社会科学院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带头人。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生态经济学学
会常务理事，宁夏经济学会副会长，宁夏大学客座教授，北方民族大学硕士生
导师，宁夏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空
间规划评议委员会专家委员，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专家咨询委员会成
员，自治区扶贫办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库
成员等。中组部等单位选派的首届“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入选宁夏“新世纪 313
人才工程”学术技术带头人，是享受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段庆林的研究领域涉及“一带一路”、内陆开放型经济与中阿经贸关系、中
国农村经济、西北区域经济、宁夏经济社会重大发展战略问题等，完成科研成
果一百多万字。出版有《中国农村家庭经济研究》《城与乡》等专著，参与主编
《宁夏蓝皮书》《中阿蓝皮书》《西北蓝皮书》等十多部。已经在《管理世界》《经济
学家》《社会学研究》《战略与管理》《中国农村经济》等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论文
百余篇。有十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有关专题全文转载，或被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杂志摘编。研究成果获得十多次省部级奖励。对策报告多
次获得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曾为自治区党委理论务虚会讲解宁
夏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专题。段庆林在一些研究领域具有全国性学
术影响，研究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

段庆林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在《朔方》《黄河文学》《宁夏日报》《中华诗
词》《大海洋》诗杂志等全国及日本的报刊中发表新诗、古体诗词曲、散文、评论
等一百多首（篇），有多篇作品在全国性的征文中获奖，是宁夏入选《二十世纪
诗词文献汇编》的唯一作家，还入选《当代散曲百家选》《宁夏文学作品精选》
《宁夏诗歌选》等多种选集。新诗创作提倡“新现代格律诗”。段庆林 1990 年加
入宁夏诗词学会，1993年加入中华诗词学会，1995 年加入宁夏作家协会，2002
年被选举为宁夏诗词学会最年轻的副会长。现系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诗词
学会副会长。著有《宁夏当代旧体诗简史》，旧体诗词曲《念珠集》并附录新诗
《丁香集》（合著）等。秦克温先生称赞段庆林是“塞上诗坛双星座”之一，“宁夏
散曲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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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庆林《无名寺》《敦煌》三首 银川书画院著名书法家 陈国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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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与女儿段炼在阿拉善左旗合影 2006年 10月赴英国牛津大学等地学术交流

2008年 8 月 23～26日，参加第十届中国散曲暨陕北民歌学术研讨会。左起闫云霞、
折殿川、徐耿华、常箴吾、段庆林在榆林市红石峡合影。



2008年 6 月 22 日，调整充实后的第五届宁夏诗词学会领导班子成员合影。
左起：熊秀英、沈华维、黄正元、段庆林、崔正陵、秦克温、杨森翔、刘剑虹、葛林、
闫云霞、杨石英。图中缺张嵩副会长。

2015 年 2月 7日，宁夏诗词学会第六届领导班子合影，左起：邓成龙、白林中、
张嵩、魏康宁、闫云霞、段庆林、闫立岭、左宏阁。图中缺张铎、李玉民副会长。

作者手迹



序 一

尹 旭

1

我第一次很吃惊地觉得段庆林的诗词写得很不错，是因为在

本单位（宁夏社会科学院）的院报上，读到了他的一组小词。当时，

他刚调到社科院不久，我和他尚不熟悉。至今已经过去了许多年，

词的具体内容虽已淡忘，但那种让我“吃惊”的印象却依然清晰。

此后尽管也时常听说段庆林仍在写诗词，但再次读到作品则

几乎没有。直到近日读了他的《念珠集》，我才算是较为充分地了解

了他的诗词水平与风格的全貌，我才完全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说：段

庆林的诗词真是不错。

2

诗首先应该是诗，应该具备诗的美学品位，诸如所谓的诗意、

诗味及相应的意象形式之类。这就要求写诗的人，必须首先具备诗

人特有的天分与素质。有了这样的天分与素质，才能从生活中发现

出诗来，才能将自己的感受诗化。这不是下了功夫就可以解决的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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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珠集

题，因而，功夫因素尚在其次。段庆林的诗词之所以写得不错，就是

因为他在这方面有相当不错的天分素质。

我想，这只要真正懂诗并读一读《念珠集》，就会知道什么是真

诗。譬如：《谒中山陵》的“钟山风雨后，不见小秦淮”，《无名寺》的

“无名山里无名寺，万朵红莲香客稀”，《渔家傲·雾夜送别》的“夜锁

西桥车锁雾，为何难锁天涯路”，《蝶恋花·题宁园小照》的“却怕旧

游重到后，腊梅疑我因她瘦”等句。语虽平实，却诗意盎然，耐人寻

味。此正是诗之当家本色所系，仅靠功夫是做不出来的。

3

诗的宗旨在“言志”与“缘情”。因而举凡抒情言志之作，是比较

容易写出性情与特色的；而每每难免平庸与苍白的，大多是那些酬

唱、应景、祝贺以及“直面时事”之类的东西。因为这种“东西”总有

“迫于形势而不得不写”的因素，所以便难免沿袭俗套而为文造情。

因此，这倒是考验诗人到底有多大本事的一个所在。

在我看来，段庆林是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的。所以，《念珠集》

中的此类作品也颇为可观，似乎总能做到既精准贴切，又兴味盎

然。譬如《一剪梅·贺少林寺建寺 1500 周年》的“禅机事理总相关，

云雾轻闲，松鹤轻闲”，《一剪梅·呈东瀛诸吟长》的“一衣带水小天

涯，朝种桑麻，夜话桑麻”，《一剪梅·答约》的“欲随鸿雁缀成行，一

副柔肠，一挂诗囊”，有感于申办奥运会的《采桑子·申奥》的“赊来

好酒情潇洒，洒下年华，华似朝霞，霞染蓝天未有涯”等。

这与那种公式化、概念化的应景之作，真是完全不同。

2



4

《念珠集》中有古典的诗、词、曲，有“准古典”的自度体，真可以

称得上诸体皆备了。这诸体都大体不差，水平相当。而四体之中更

显翘楚、夺人的，则非词莫属了。从艺术风格的层面来看，段庆林的

诗情感细腻、形式优美，以清新淡雅、婉约缠绵见长，且风格多样，

遣词抒情的时代特征明显，显得不蹈俗流。而把这一特征体现得最

为充分而完美的，就是他的词。

以段庆林的《酷相思·孽债》一词为例：

五味心肝难捣碎。欲落泪，还装醉。世间事，童心可领会。身累

也，何由累？心累也，何堪累。 往事依稀谁梦寐。怕相对，难相

慰。问孽债、今生还也未。说爱也，淡如水？说血也，浓于水？

我甚至觉得，倘若将这样的作品放入古代婉约派词人的作品

之中，恐怕还真的会“乱真”呢！

5

近些年来，喜好与创作诗词的人越来越多，这在共和国的历史

上属于盛况空前。但今天的诗词到底应该如何创新与发展的问题，

却依然很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值得认真思考。很显然，一成不变

地将旧形式搬来，很难见出时代特色；而真的抛开了古典的形式，

那又如何仍有诗词的韵味？所以有时我觉得，那相对自由而又不失

古典的“自度体”（或曰“自度曲”）之类，也许倒是一条出路。

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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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珠集

而段庆林的“自度体”就写得相当出彩。《念珠集》所收仅有十

几首，但质量均属上乘，且已是相当的成熟与老到。所以，我真希望

他能在这方面多用点心思，或许能开辟出一片让人意想不到的新

天地来。而这所谓的“新天地”，就是要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更加生

动活泼与丰富多彩一些。这很难，却值得一试。

6

《念珠集》所收，是段庆林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时期的作品，因

而是真正的“青年诗人”之作。“青年诗人”能写出如此成熟而精到

的古典诗词曲与自度体来，真让人吃惊于他的诗人素质的出类拔

萃与不同凡响。当然，也正因为是“青年诗人”之作，所以在人文情

怀的精深博大、胸襟怀抱的凝重高远与艺术格调的独特鲜明方面，

就尚存有甚大的发展空间。因为这样的“人文情怀”“胸襟怀抱”与

“艺术格调”，是离不开生活的磨练与岁月的陶冶的，主要已经不是

一个艺术水平与创作技巧的问题了。

这使我想到陆游的“功夫在诗外”。因而，在我看来，段庆林的

诗词创作最终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水平与美学高度。那起主

要作用的恐怕是他“诗外的功夫”；在“诗内的功夫”方面，他已经绰

绰有余了。

7

以上所谈，便是我读了段庆林的《念珠集》之后的一些粗略感

受。总之在我看来，这是一部颇具实力与特色的作品，是完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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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于当今的诗词作品之林的。因而我相信，那些喜欢诗词、创作

诗词并真正具有一定诗词修养与水平的人，是一定能够从中得到

一些有益的启发与收获的。同时我也相信，段庆林诗词创作的未来

之路，也一定会是更加宽广而风光无限的。我对此充满了期待。

是为序。

2009年 7 月 1日

（尹旭，著名美学家、书法家、文艺评论家，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出

版有《书法美》《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中国书法美学简史》《书法线条美的发

现》《书学五论》《天一阁随笔》等著作。荣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

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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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牛学智

原来只知道段庆林是我区一位经济学专家，近年来逐渐知道

二十多年前，他还是颇有成就的诗人，彼此因为都热爱文学而自然

多了许多共同话题和亲近感。近期，系统阅读了他撰写的旧体诗词

曲《念珠集》及其附录的新诗《丁香集》等，才发现他很早就兼擅古

诗词、散曲、自度体、现代诗、诗歌理论等，几乎无所遗漏，关键还样

样跑步在前，大有引领之势。为此，就其创作成就和风格略论如下：

段庆林诗词曲的三大定位

段庆林的古体诗创作，以词体入手，向上从律诗到古风、从七

言到五言追溯；向下从散曲到自度体而延伸，继而从诗论到诗史，

在汉诗形式上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在思想性、艺术性上也达到了较

高的水准。

段庆林诗词的学术定位。宁夏诗词界泰斗、原宁夏诗词学会会

长秦克温先生，生前曾在《宁夏诗词创作的历史、现状及走向》中，

6



正式提出“青年诗人张嵩、段庆林是塞上诗坛的双星座”。秦克温先

生还曾经认为段庆林是“宁夏散曲第一人”。尽管段庆林由于后来

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经济研究工作之中，但其在旧体诗领域成名

较早，这是近年来才涉足诗词创作并成名的诗人难以超越的历史

事实。其在诗词曲诸多领域创作质量高，又是宁夏最早开始散曲、

自度体等体裁创作的作家，在宁夏诗词界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近

期诗人强势回归诗歌创作，我们应该有更高的期待。

段庆林诗词的艺术特色。正如秦克温先生评价的那样，“段庆

林属于性灵派，是诗词曲的多面手，词曲语言鲜活，清新婉转流

畅”。文学评论家张铎在《宁夏新边塞诗概述及艺术特色》一文中也

指出，段庆林的古体诗，“诗意丰厚，言辞俊爽。阅史之情，警世之

意，尽在其中。把卷吟咏，启人遐思”。以上是他诗词曲的语言特色

和思想魅力。段庆林诗词曲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其题材的广泛性

上。爱情词中，以《蝶恋花·题宁园小照》《酷相思·孽债》等为代表，

都是书写当代感情生活的佳作。在田园诗方面，其《鹧鸪天·内蒙古

风情》以白描抒情，《临江仙·澜沧江》以空灵写景。在政治诗方面，

《念奴娇·拜谒焦裕禄墓》等，也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段庆林诗词的现实意义。无论写爱情词，还是写现代城市青年

人的复杂文化心理；也无论写田园自然风光，还是投射重大政治题

材，特别是被称为“自度体”的新乐府，段庆林的诗词都能在语言修

辞的营造、结句布篇的谋划背后，指涉时代重大的政治文化问题，

并给予热情讴歌或尖锐批判；也都能准确纳入现实社会复杂繁难

的人性，并进行透彻剖析与揭示，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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