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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会宁县委书记

会宁县人民政府县长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演进，因为时代的变迁与区域的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会宁历史

文化就是争奇斗妍的地域文化中绽放的一朵奇葩，既散发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古朴清香，又显示了提高当代文化借鉴力的旺盛生机。上下数千年，历经多

少代，正是会宁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辛勤孕育了地域历史文化的鲜艳

花朵。

地域文化的优秀传统，是一个地方精之所在、气之所蕴、神之所附。回眸既

往，历史的沧桑与荣耀已被会宁人民深深铭刻在岁月深处，而在发展车轮的滚

滚节拍中，会宁踏实而从容地迈着步点，又在不断叩击着崭新的梦想。会宁历

史文化中所蕴含的精忠务实的报国情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谐精致的处

世理念，是会宁人民引以为豪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显现

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里有历史的沧桑厚重。自古以来，会宁就是交通要道、军事重地，素有

“秦陇锁钥”之称。早在 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留下了

以牛门洞遗址为代表的大量文物；隋唐丝绸之路从会宁经过；历朝历代的变迁，

也都留下了珍贵的遗迹，成为全县丰富的文化遗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牛门洞

新石器遗址、郭虾蟆城遗址、西宁城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马明心教堂、铁木

山砖照壁以及以县城北二十里铺汉墓群、王莽之父王曼墓为代表的古人类墓葬

有 10多处，还有省级森林公园桃花山和铁木山，均属省级自然保护区。

这里有革命的悲壮神圣。在这片黄土地上，打下了深深的红色烙印。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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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这标志着中国革命

的重心成功地从南方长江流域转向西北黄河流域。会宁会师成为中国革命走

向胜利的转折点，汇合了革命力量，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筑起了长征史上

的巍巍丰碑。今天，会宁以其独特的红色文化，向世人展示着红色旅游无穷的

魅力。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被命名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首批百家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国家安全教育基地，成为享誉全国的红色旅游胜地之一。

在国家《2004—2010年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会宁被列入“三十条红色旅

游精品线”“一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中国二十个红色旅游城市”。

这里有教育的欣慰自信。厚重的历史遗存铸就了会宁人崇文修德、吃苦耐

劳的禀性；丰富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会宁人尊师重教、耕读传家的传统。仅明清

两代就有进士 20人、文武举人 115人、贡生 396人。自恢复高考制度的 30多年

间，会宁县已向全国输送大中专学生近 8万人，平均每 7.5户有 4.8名大学生，是

甘肃省基层学校培养出大学生最多的县，被人们称为“状元县”。从会宁走出去

的学子遍布世界各地，工作涉及党政、科研、教育、医疗、商贸等各个领域。西北

高考状元县和博士之乡由此闻名遐迩。

文化底蕴深厚是会宁发展的优势所在。会宁文化逐步把会宁推向高端，而

发展高端文化又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和永久的担当，为此，县委、县政府把文化建

设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加大文化事业投资，加强重点文化工作建设，

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党的十八大把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写

进报告，提出了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论断，为我们加快推进文化强

县建设，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现在，“会宁历史

文化丛书”将陆续出版发行，这不仅为宣传会宁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载体，也

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响应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号召，全面开展文化创

造活动、推动会宁地域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一件大事和喜事。

“会宁历史文化丛书”第一次较为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会宁的文学风采、历史

人物、民间故事、民俗风情和名胜风光，可谓荟萃众美，雅俗共赏。这套丛书的

出版，既是会宁文化建设的一大成果，又是继承和发扬会宁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媒介。文化的延续性在于继承，文化的包容性在于开放，文化的生命力在于

创新。我们继承传统文化，绝不是抱残守缺、守旧复古，而是要充分发掘传统文

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在此基础上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创造出符合时代特

征的新的文化产品，为经济社会发展催生新的增长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这“活水”正是丰富多彩、日日不同、月月相异的日常变化发展，

这“活水”勾画出了会宁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长卷，也涌动着传承创新的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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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抢抓会宁融入兰白经济圈的大

好机遇，充分发挥会宁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文化优势，力争早日把会宁建设

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必然要求我们以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不断从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中萃取精华，深刻认识和

领会会宁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孕育催生的

可贵精神，从广大群众的实践中提炼、拓展和丰富这种精神价值的内涵，将彰显

会宁志气、体现会宁精神的地域文化元素提炼升华，使之内化为广大干部群众

的精神自觉和行动自觉，形成统一认识、共同意志和继续前进的不竭动力，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征程中阔步向前，走向新的辉煌。

现在“会宁历史文化丛书”就要出版了，其内容凝聚了会宁文化的丰厚底

蕴，为宣传会宁、提高会宁知名度、提升会宁影响力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顾此失彼等毛病，望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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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 新

会宁是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地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热土，是西北高考

状元县；会宁又处在“苦瘠甲于天下”的陇中腹心，生存环境非常严酷。这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会宁小说创作的题材取向、思维角度及艺术境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会宁籍作者的小说出现在省内报刊上了。经过几

代人的不懈探索和努力，目前会宁的小说创作已经从最初表象化、政治性的叙

写，转向了观照小说规律本身，作品形式也涉及微篇、短篇、中篇和长篇各方

面。无论作者阵容还是作品质量，在整个白银乃至甘肃八十多个县中都名列

前茅。

一、筚路蓝缕的一代作家。会宁较早涉足小说创作的是刘玉珩和马骥德等

人，他们是会宁小说创作的拓荒者，其中成就最高的是王汉英和孙志诚。

王汉英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陆续发表《送别》《冬梅》《心》《水跃金霞》等

十多篇小说。他的小说精心构思，语言规范，代表了当时县域小说创作的水平。

孙志诚发表小说二十多万字。其《野路》被 1996年第 8期《小说选刊》转载，

获甘肃省敦煌文艺奖和《飞天》十年文学奖，有同名小说集和长篇小说《浑浊的

祖厉河》出版。孙志诚的小说风格朴实，保留了大量的俚语、俗语、谚语及民歌

等民俗文化内容。

老一代作家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在繁重的生产和工作之余，筚路蓝缕，勤

奋笔耕，用智慧和汗水奠定了会宁小说创作的坚实基础。

二、固守本土的“新生代”作家。“新生代”本来是地质学术语，后来被文学界

所用，指 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出生的作家。会宁的“新生代”小说创作者主

要有张启业、马崎雄、毓新、张德旺等人。

马崎雄在《飞天》《春风》发表《困惑》《爱情四季》《戈壁绿岛》等小说，想象丰

富，语言朴素，表现力强。

毓新发表小说数十万字，其《羊腥》被 1997年第 10期《小说月报》转载。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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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创作从人的本质性境遇出发，叙写生存困境和精神面貌。有小说集《女儿

谣》和长篇小说《绿如蓝》出版。

张德旺在平常细微处汲取素材，语言平实。小说结集为《天上飘着很多

云》。

会宁的“新生代”小说作者，还有陈宏伟、刘佐仁、魏建华、曹治中、杜永胜、

郑凤仙、阎晋平、常琦彪、田志清等。“新生代”作者大都经历了艰苦的童年，对家

乡文化和风土感受深刻，后来有幸接受较好的教育，创作有相对鲜明的特色。

三、闯荡域外的会宁小说创作。会宁的小说创作者还包括闯荡在本土之外

的雁翎、牛庆国和苏震亚等人。

雁翎发表《荒山》《无约之恋》《荞香》《等待开园》等短篇，出版《护垫》《浮云

苍狗》等长篇，小说取材广泛，构思紧凑，语言富于张力，创作空间很大。

牛庆国和苏震亚都以诗闻名，却在盎然的诗情之外，创作出“沉郁顿挫”特

色的小说。牛庆国的《最后的演出》《烟卷》《小城烟雾》和苏震亚的《天上飘忽一

朵云》等，均有现实深刻性和可读性。

闯荡本土外的小说作家，其语言根基和思想触须根植于故乡的黄土大地。

同时，他们对沟通会宁本土的创作与外界的联系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会宁小说创作的未来希望。

会宁的小说创作近年涌现出了牛娅娅、李思璇等新人。牛娅娅、李思璇根

在会宁，后随父母移居域外。牛娅娅发表了《初恋》《石八和他的狗》等，其中《手

艺人阿彦》获甘肃省黄河文学奖青年奖。李思璇出版了《十七岁》等，生活新、角

度新、手法新、思想新，具有良好的创作前景。

会宁小说创作期待未来，期待年轻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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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

秘密，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的秘密，涉及战胜精神痛

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适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

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

才会消亡。

——〔苏联〕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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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诚

孙志诚，原名孙自成，会宁甘沟镇人，副研究馆员，甘肃省作家

协会会员，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小说、散文发表或转载于

《飞天》《小说选刊》《驼铃》《甘肃日报》等报刊，出版中短篇小说集

《野路》和长篇小说《浑浊的祖厉河》。与人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

《景泰川，难忘的岁月》获第九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报告文学二等奖

及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奖，其他作品也多次获省市文学大奖。

野 路

我牙牙学语、挪脚走路的那一年，正是我的故乡陶家沟流星般走运的时候，

我使用“流星”这么一个极不吉利的词汇是说这种情形极其辉煌，也极其短暂，

因为我的实质上的父亲拴狗一朝失足，锒铛入狱，陶家沟便黯然失色了。

那一年，拴狗的命运像一道雨后的虹，赤橙黄绿，色彩缤纷；也像一道虹如

梦如幻，转瞬即逝。尽管我尚未坠地时，头顶上就仿佛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剑，

但我毕竟比拴狗幸运得多了。因为我所有的惊骇和凶险全被我的母亲黑牡丹

所承受。当我明白我的处境，承受我所应该承受的一切时，我凭着从拴狗身上

承接过来的秉性，以比所有陶家沟人聪明的天资走出了陶家沟，于是我由陶家

第一个根倾影斜、辱没祖宗的孽种，成为第一个出类拔萃、光耀门庭的骄子，然

而不管我的命运如何浮沉变幻，拴狗的一生总像警钟一样常鸣于我的耳际。它

使我明白，天堂和地狱只在咫尺之间，有时进一步就到天堂，而退半步便入地

狱，人生最难把握的就在这一步半步之间。

那一年的金秋季节，拴狗去省城开会，那是全省农业方面的一个经验交流

会，那时把交流经验叫“讲用”，拴狗用他那瓷梗梗的锉铁一般的声气“讲用”了

足足—个半钟头。他的“讲用”被省电台播放数次，曾锉得千家万户浑身战栗，

耳朵发麻。那—个时期的报纸，几乎每日有拴狗的一席之地，拴狗回到陶家沟

时，肚子里胀满了远走高飞的梦想。那时一句话说到点子上就可以青云直上，

飞黄腾达。拴拘是既能说又能做，他的远走高飞是铁一般铸定了的。那天，拴

狗在走进家门之前，先站在陶家沟上面的那道像海浪一样绵延无尽的山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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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正是省里一位重要领导后来要解溲的地方），一边兴味十足地欣赏着自己

的不朽杰作——那一道道巨龙一般的拦洪坝，一边盘算着远走高飞后的日子。

那时他仍在陶家沟蹲点，夜夜和他最喜欢的女人黑牡丹幽会，或者干脆把黑牡

丹弄到自己所在的机关做厨师，成为他的多半个婆娘。在他的成功里，有他的

一半，也有她的一半。他的力量源泉多半来自那个大屁股女人。记者们在报道

他的文章中侈谈拴狗的力量源泉来自什么什么时，他常常用瓷梗梗的声气哂笑

一通，他觉得这些文章和他的“讲用”一样，多半都是胡嚼舌根，除了亵渎事实之

外，主要是亵渎了那个屁股肥大、脸膛紫黑的女人。

那一夜，没有月亮，拴狗在这个漆黑如墨的夜晚，走进了自己命运中的另一

个极端。

我的母亲黑牡丹，年轻时芳名唤作菊菊。这菊菊脸色多少有点紫黑，身段

却极为优美，尤其那一双传神之目，顾盼之间会把男人家的魂儿勾了去。黑牡

丹是在饥馑夺人魂魄的 1960年嫁到我们陶家沟来的。古语说：骏马却驮痴汉

走，美女常伴拙夫眠。这菊菊比天仙女还妩媚秀丽还具有魅力，而男人陶祥却

是个有骨无肉的瘦猴精儿，陶家沟人背地里叫他光骨头。光骨头上头只有一个

父亲，年纪四舍五入可进“知天命”这一档次。他在陶家户内排行第四，年事算

不得太高，辈分却拔了尖儿，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律地称他四爷——在陶家

沟辈分过高者，小的们难以叫出层次来，“爷”就有了极丰富的内涵，犹如古汉语

中的“三”“六”“九”“十二”等所代表的数值并不仅仅是 3、6、9、12一样。四爷在

陶家沟的威望比他的辈分还要高出若干倍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四爷的

话就是政策，就是法律，就是道德，谁也不敢有所怠慢，当然更谈不上违抗顶撞

了。两人为某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难分难解，只要四爷远远地甩—句“你们都

把五谷吃到牙岔骨儿上了吗？”双方立即停战歇火，哑口无言了。

如此至高无上的四爷，对他的儿媳妇黑牡丹却几乎束手无策了，并且他因

此而感到陶家沟世风日下的悲凉。现在回想起来，不是四爷有意要悲凉，而是

那时我的母亲黑牡丹与陶家沟人确实出格太远了。先她娶进陶家沟的女人，十

个有十个对男人服服帖帖，甚至对打野鸡者也不抗不拒，如其所愿。即使有个

身强性烈的，绷紧脸做几天扈三娘，终究还是经不住蛮力后生们酷刑般的蹂躏，

入乡随俗，犹如高空里飘落下来的一叶雪花，栽进滥泥河即刻被玷污一样。而

黑牡丹独与她们相距甚远。黑牡丹是最能把后生们的欲望刺激得如火如荼的

女人。自她娶进陶家沟，淋漓的涎水夜夜浸透了男人们五彩缤纷的梦。年轻后

生们曾一个个去品尝这颗从天上掉下来的仙果，其结果是一个个像被蜜蜂儿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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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刺，灰溜溜败下阵来。有个死不服气的，半夜三更钻进四爷的茅厕里去恭

候，“候”是“候”住了，头上却咔嚓地扣了个臊尿盆，喝了口“酽茶”不说，额头上

还留下一块深紫深紫的纪念品，成为陶家沟人百读不厌的黑色幽默。

于是，黑牡丹给所有日思夜算、想入非非的后生们眼前画了个醒目的惊叹

号，就像公路急拐弯处插上“前面有危险”的警戒牌一样。这使陶家沟的男人们

对黑牡丹的觊觎之心尚未彻底泯灭的同时，又对光骨头将如此漂亮的女人拴死

在那一根干柴棍儿上百思不得其解。有好事者每晚爬墙溜渠地窃听刺探，研究

这两个悬殊极大的男女使用何种魔法建造起这么一个蜜蜂儿也飞不进去的坚

固巢穴。从月儿缺到月儿圆，又从月儿圆到月儿缺，什么“情报”也捕捉不到。

陶家炕上似乎躺着两具尸首。于是，闲言碎语乱飞起来。

“怕是中间有个二尾子。”

“也许两人一双是傻子。”

“十有九不缘和！”

……

大概过了两个月光景，陶家沟人对陶祥和黑牡丹的关系就有了定论：不缘

和！人类的婚姻制度，在这个古老的山庄里，简化成一句俗不可耐的俗语：嫁鸡

随鸡，嫁犬随犬。男女双方一旦婚配，那是天作之合，是命里注定，你感到多窝

囊多不如意，只能咬紧牙强忍住，如若明火执仗地“不缘和”起来，那就比狗屎还

臭了。要是你（当然是女方）确实过不下去了，那深不见底的滥泥河便是绝好的

归宿之地。

这两口儿的不缘和既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金山对银山，土

窑对坷坎。固然，光骨头配黑牡丹是老鸹配孔雀，谁都觉得不顺眼，可我的祖父

四爷在陶家沟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全庄人敬他，怕他，从他，何况一个臭脚女

人（那时陶家沟还如此称谓女人）！但无论四爷怎样至高无上，儿媳妇的不缘和

却日渐明显起来。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山沟沟里，这类事情最能刺激人们的

神经系统和说三道四的兴致。全庄人像看戏一样看着他们，像说故事一样说着

他们。那些经验丰富的女人（还有少数男人），从黑牡丹的神情、气韵和脸色的

透明度，甚至从她走路时尻子扭出的“内错角”上分析、琢磨、推究、考察，终于得

出一个令人遗憾而又足以幸灾乐祸的结论：陶祥没沾女人的边！

这结论入木三分！陶祥确实没沾女人的边！

陶祥生下来的第三天，母亲就死在产后风上了，是奶奶用羊奶和莜麦面汤

喂活的。到他“脱父之力”（十二岁）那一年，奶奶又死去了。陶家沟人最重的一

句骂人话是“你像欠过奶的羊羔”。陶祥确在骨子里欠过奶，又是独子独苗，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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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惯养，什么知识手艺都没有，只有—副架子两副瘾（烟茶之瘾）。四爷一直盘

算着娶个身强力壮、勤快麻利的儿媳妇，以弥补这个家庭严重的血气不足。他

不知磨透了多少双纳得针扎实密、如钢如铁的布鞋底子，也不知在那两瓣厚厚

嘴唇上磨起过多少层厚茧。总是寻访不着遂心如意的，不是他不中意，就是人

家看不上他的光骨头儿子。灾难遇时人，时人也遇灾难。他的幸运降临在饿殍

遍野的 1960年。那年，他只用了二百斤秕谷、三百斤洋芋，就把祖厉河畔的人

尖子攫了来。黑牡丹婚前并未见过陶祥，只听父母把陶家沟描绘成人间天堂

（那时有吃有喝就胜过天堂）。饥肠辘辘的黑牡丹糊里糊涂地走进了陶家沟。

当她眼角里刮着要和她过一辈子的那个人时，她眼前黑了好一阵。那时陶家沟

人一切都循规蹈矩，恪守旧礼，新媳妇下马后，由娶女的串红毡。串红毡就是用

两条红毡轮换“搭桥”，新媳妇在“桥”上走，脚不沾地，以示贵重。在陶家沟，女

人一生就贵重这么一天。黑牡丹走着走着就站着不动了，她心里涌起了娘家那

里人常吊在嘴上的一支女人家凄楚悲凉的歌：

走哩走哩发到哩，

婆家门上响炮哩。

进了婆婆家头一道门，

荒蒿长下一人深；

进了婆婆家第二道门，

第二道门上接新人；

进了婆婆家第三道门，

后门上站着个后生；

破后跟袜子倒后跟鞋。

这瘦猴精不是女婿娃是谁？

……

新婚之夜，光骨头陶祥迫不及待地想走进这个女人的世界。瘦成皮包骨头

的母亲缩在炕旮旯儿里“坚守阵地”。“你甭哇，我有特殊。”她骗他。“眼见为实，

让我看看。”“那会使男人晦气一辈子的。”“几时才能过去？”“怕得两个月。”

过了半月，黑牡丹的身体渐渐充实起来，展示出青春女子最初的魅力。陶

祥就愈发地受着煎熬了，在梦境里创造了一幅幅汪洋恣肆的写意画。黑牡丹夜

夜执一把小巧玲珑的小花剪剜花样儿，剜到陶祥发出鼾声她才去睡。她本来是

用花剪去做防卫的器械，剜花只是一种借口，但久而久之，却无师自通地剜出许

多好花样，花草树木，人物禽兽，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几十年后，我忽然发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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