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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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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会

宁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H
UINING

LISH
IW

ENH
UA

CO
NGSH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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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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黄土地上的诗歌创作

会宁诗歌创作源远流长，它是传承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载体。《会宁诗歌》

是一部全面反映会宁明清以来诗词创作面貌的精粹选本。它选辑了 75位诗人

的名作，以明清诗词发展至今的轨迹为线索，从诗人的经历、创作、影响等角度

编排作品，让诗人从诗中走出来，走进我们的生活。

该本“明代·清代”部分收集了 21位明清时期名人的名作，以表达对所有为

会宁崇文修德、推动县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发挥过积极作用的诗人的崇高敬

意。这 21位名人是明清时期涌现出来的文化模范人物和突出代表，在会宁历史

上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早已为众多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关注。

会宁现代和当代诗歌创作状况是令人鼓舞的。长期以来，会宁诗歌在甘肃

文学的地标上一直处于边缘的位置，这种现象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才有所好

转。尽管诗歌创作落后于一些县区，但这个时期的会宁诗歌在各个方面，包括

思想内容、诗歌技巧、表现形式等都注入了很多新的元素，在《诗刊》《人民文学》

《星星诗刊》《飞天》等刊物上也涌现出许多值得关注的诗歌作品。会宁诗歌作

品开始在《诗刊》等国家重点刊物吐露春色，标志着会宁诗人的作品开始摆脱地

域的局限，努力进入全国文学的视野。从这个层面上说，汇编《会宁诗歌》不仅

很有必要，而且正当其时。

本书是由会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作家协会以协会力量组织编纂的，意在

总结会宁明清以来，特别是 20世纪以来会宁文学取得的最新成果，展示会宁作

家的整体水平。作家协会承担《会宁小说》《会宁散文》《会宁诗歌》的选编工作 ,
其中的《会宁诗歌》于 2012年 10月份开始征集作品，历时一年多，共收集到 75位

诗人的 700多件作品。在选编过程中，我们既不忘文坛前辈名作，又重视新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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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但由于选本容量有限，编者对作品进行了适当平衡。尽管会宁县作协的工

作者倍加努力，但限于编者水平等种种因素，很难做到尽善尽美，故难免有遗珠

之憾，还望各位方家见谅。

是为序。

周志权

2014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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