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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静宁苹果赋 ( 代序)

王晓军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成纪之地，遍野饶收。山川葱茏叠翠，勃勃生机

兴焉，犹频婆悬枝缀红弄绿，其色彤彤，其香浓浓，染就陇上秋声。今撰文

记之，述前人之功，踔厉奋发勤劳作，勉后者之志，壮心上下勇求索。

夫苹果者，古谓之柰，亦称频婆。原生异域，交游入邦，怡香百世，滋

养万疆。亚当夏娃窃食，情爱得生，肇启人类兴旺。牛顿观其坠落，欣然顿

悟，揭示宇宙玄想。乔氏精研技器，天涯咫尺，贯通四面八方，此三果者，

世皆闻也。今言静宁苹果，实果中翘楚，乃富庶黎民之果，寐月花开，玄月

果芳，朱玉颗颗，馥郁飘香，清风摇枝，泛起碧波翠浪。天地为之父母，日

月为之晖光，雨露为之泽润，云霞为之游翔，蜂蝶旋舞其间，虫鸟高吟鸣唱。

其色也艳，观之玲珑剔透，其味也甘，闻之沁鼻幽香，其质也醇，食之甘饴

如浆，虽灵霄蟠桃，至人参圣果，难及世间此果矣。

羲皇故里，久远文明，世人勇而诚，民风质而淳，然则地势峭，沟壑横，

山荒芜，草不生，满目痍，灾厄频，苦瘠甲于天下，百姓流离失所，长岁劳

艰陋贫。今逢盛世，物竞天择，静宁之邑处苹果最佳宜生之地①，其地也幸，

其民也喜。然一业之兴，水滴石穿，终非一日之功。数任班子司职惮心竭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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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定青山不放松，功成毋须在我辈; 三十余载众庶励精图治，立下愚公移山

志，誓挖穷根奔富路。烈日炎，汗成行，理荒秽，增肥墒，攀枝头，奔垄上，

育得金果百万亩，历经艰辛终得偿。百姓收入，十占八九，梁峁山川，尽披

绿妆。薪火传承，吏民协力，上下同欲，众志成城。青年才俊马光远②，心系

桑梓，开坛必言家乡果，远播声名于寰宇。果业达人景永学③，情有独钟，送

果进京庆奥运，总理回书励群志④。科技功臣李建明⑤，研精毕智，苦心竭诣

育新苗，田父乡谊嘉誉之。全国劳模雷托胜⑥，富己及人，立业济困助乡邻，

尽心尽力谋民祉。当今之时，静宁苹果入都市，越远洋，享誉陇上，名播海

疆; 成纪古地民心齐，黎庶康，同心守德，众志骋强。一业兴，百业旺。文

屏山下，学宫巍峨，气势恢闳，春诵夏弦，书声朗朗，英才辈出，桃李芬芳。

城郭巷里，商贾云集，南来北往，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政通人和，蒸蒸日

上。

嗟夫! 今颂一果，当赞本邑之民，虽居荒凉处，素有凌云志，艰难窘苦

犹不惧，宁可苦干，决不苦熬，人一能之，我当十之，披荆斩棘，寒耕暑耘，

赢得而今臻臻向荣。思昔日之凄凄，平民难以聊生; 看今朝之灿灿，丽天欢

歌美景; 望远道之煌煌，云程万里似锦。

古人云: 夫尽小者大，积微成著⑦。此果虽小，以小成大，达济苍生，泽

被子孙，无穷尽焉。生民宜当安其居，乐其业，奋图强，克俭勤，必果硕年

丰、梦圆以真，小康伟业终得成。

【注释】

①最佳宜生之地: 静宁地处东经 105°20' － 106°05'、北纬 35°01' － 35°45'，海拔 1340

－ 2245 米，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

被农业部划定为黄土高原苹果优势产区。

②马光远: 甘肃静宁人，著名经济学家，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英国《金融时

报》、《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的专栏作家和

特约评论员。

③景永学: 静宁县格瑞苹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政协平凉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多年

来致力于静宁苹果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为静宁苹果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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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百佳农产品经纪人”称号。

④总理回书励群志: 2013 年 2 月 6 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静宁县果农景永学等

人的来信上作出批示: “请甘肃省委办公厅代向静宁县果农问好! 衷心希望他们连年增产

增收，日子越过越好。春节将至，祝全县人民新春愉快!”。温总理的批示让静宁县果农精

神振奋，激励鞭策静宁县广大干部群众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昂扬的斗志加快发展苹果

产业，脱贫致富奔小康。

⑤李建明: 静宁县果树果品研究所所长，高级农艺师。20 多年来，奔波在静宁的田间

地头，帮助群众发展苹果产业，深受群众赞誉，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甘肃

省林果专家”、“平凉市第七批科技功臣奖”等荣誉称号。

⑥雷托胜: 静宁县治平乡雷沟村委会主任、果业协会会长，甘肃省第十一届、第十二

届人大代表。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带领雷沟村村民艰苦创业，大力发展苹果产业，2014 年

雷沟村人均果品纯收入达到 7200 元，成为静宁县果品收入最高的村，其先后被评为“平

凉市优秀共产党员”、“平凉市优秀技能人才”，2015 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⑦夫尽小者大，积微成著: 原句出于《荀子·大略》“夫尽小者大，积微成著，德至

者色泽洽，行尽而声问远”，意思为微不足道的事物，经过长期积累，就会变得显著。

作者简介: 王晓军，中共静宁县委书记，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

篇历史小说《刘沪将军传奇》、散文集《雪落无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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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札记

甘肃 马步升

那天，采风团从野外回到县城时，日已黄昏。雨还在下，对于向来缺雨

的静宁人，每一场雨，无论在什么季节，什么情形下光临，都是喜雨，一场

雨就是一个节日。在雨中奔波了一天，脚上沾满了泥泞，主人兴致勃勃，客

人兴致勃勃，“物质”过后，来点精神的，笔墨纸砚摆上来，书法笔会隆重开

始。而我却心不在此，我要去街上走走，独自看看静宁的变化到底在哪里，

看得见的变化，差不多都看了，看不见的变化究竟在哪里?

说起来，我对静宁的认识过程，也算得上漫长了，不过，先前的所有认

识，还停留在感性层面。我想深入地了解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

正好距今三十年，我刚毕业参加工作，在那个冬天，我去兰州出差，路

过静宁县城停车吃饭，饭馆没有什么可吃的，我与领导，还有司机各要了一

碗炒面。饭刚上桌，立即围上来几个乞丐，不是老人小孩，都是年轻力壮的

小伙子。这令我震撼，我学的是历史专业，乞丐似乎只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

怎么能与现实挂钩呢，再说，改革开放都好几年了呀。而乞讨者竟然是大小

伙子。我们老家那块儿，算起来也是贫困地区，但只是缺钱，缺粮的概念，

只是主粮小麦不够吃，粗粮搭配的分量大了，就算缺粮了。小时候，每年青

黄不接时，总有一拨拨的乞丐来到村里。都是远方来的，每家的大人都指挥
·3·



自家小孩，在院前树下支起木凳，请他们坐下，端上水和食物，临走，还要

给他们拿上干粮。我们不把这些人叫乞丐或叫花子，叫出门人。这是对乞讨

者尊严的曲意维护。遇到缺粮年份，我们也不能放开肚皮吃，把食物给外人

吃了，心里有些不忿，每当此时，大人便会语重心长地教训我们: 谁都有个

不紧凑呢，出门人，难!

而当下我是真正的出门人，在山路上摇晃了大半天。十九岁的小伙子，

正是能吃的年龄，要是老弱妇幼，我会毫不犹豫把这碗饭让出去，而他们却

是能给自己挣饭吃的小伙子啊。当时，我以站着说话腰不疼的心理以为，要

是我，哪怕饿死，也不会伸手向人要饭吃的。领导只吃了几口，便把那碗炒

面让给了一个身体瘦弱的小伙子。我好像在做一件不名誉的事情，在众目睽

睽下，我实在难以从容吃饭，只好撂下碗离开。我们在街边买上烧鸡、烙饼，

继续赶路了。上山后，举目远望，山川大地像是被火烧过一样，一派铅灰色，

见到的人，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头脸和衣服，都像是刚从灰烬里滚

爬出来的。路边塄坎下，有一只只眼睛似的小土洞，洞口搁着一只塑料桶，

听见有车过来，洞内便伸出一只手来，举着鸡、鸡蛋，或是土豆之类，间或

有车停下来，司机将油箱里的汽油匀入塑料桶，拿走货物。那时候的各类汽

车都是公车，农民用农产品换取汽油，然后倒手换钱或别的产品。

这便是我对静宁的第一印象。

此后十几年的岁月里，我在陇东的庆阳工作，少不了去兰州出差，除了

大雪封路时节，可以乘飞机外，大多是乘坐汽车，而静宁是去兰州的必经之

地。我是一个乘车从无睡觉习惯的人，又习惯一路瞭望，这便给了我走马观

花的方便。在我的眼中，静宁在变化，街上的商铺渐渐多了，人们的衣着渐

渐新鲜了，“出门人”难得一见了，山上也有了草木。直到 2011 年的初夏，

随“全国著名作家走平凉”活动，第一次真正深入静宁的农户。此行，让我

感动。为遍地绿色感动，为农户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感动，为静宁农民的自

信从容而感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话说了几千年，看起

来很深奥，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常识。只是人们往往习惯于仰望深不可测的

天空，忘记了低头面对显而易见的常识，当受到常识的惩罚后才恍然惊觉，

常识对于生命而言，无论何时何地，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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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不算短的时间内，面对苍天大地，静宁人怀着改变生存环境的真

诚和决心，也擂响了人定胜天征服自然的战鼓。静宁人是舍得吃苦也吃得了

苦的，搬山头，填沟壑，一年四季，夜以继日，多少年过去，回头一看，被

征服的是征服者，自然非但没有被征服，人反而被自然死死地困住了。山上

寸草不生，田地里十种九不收，仓中无粮，身上无衣，所谓尊严，在静宁人

那里，变成了一种奢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去粗取精，还是出在对常识的

轻视上面。每个人都知道: 人人都爱端顺气碗。人如此，老天爷何尝不如此。

顺应老天爷，摸准了老天爷的脾气，老天爷才会心甘情愿赐福于人，并服务

于人，逆天而行，必受天谴。有时候，人的观念的改变就像四季更替那样，

并不需要多少处心积虑。静宁人从来都有栽植果树的传统，但只限于在房前

屋后，农田里是要“以粮为纲”的。某一天，一位农民将苹果苗移栽在自家

农田里，几年后，挂果了，效益显著。切实的利益胜过任何大道理，乡邻起

而效仿，几年间，渐成规模。率先做出改变的人们，自己的生活状况也率先

得到改变，山川的颜色变了，衣食住行，一切都得到了改变，政府部门瞅准

时机，因地制宜，大力推行，静宁的面貌因此得到了整体改观。有人说，一

只苹果带给了静宁人尊严。确实如此，在我生活的范围里，静宁苹果不仅是

优质苹果的代称，也是优质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说来也颇有戏剧意味，祖祖辈辈，静宁人常为干旱所苦，在一场雨即可

决定一茬庄稼生死荣枯的关节点上，人们宁愿放弃自己的尊严，只求老天爷

恩赐一场应急的雨水。而这几年，静宁的气候似乎变了，雨水渐渐多了。去

年我在静宁两天，都是在雨中度过的，今年刚进县城时，静宁上空已经雨意

浓重，当夜便雨水淅沥，飘飘洒洒，两夜一天。对于静宁人来说，评价老天

爷的是非功过，首要条款，便是每年能给大地上洒下多少雨水。我的经历具

有极大的或然性，毕竟我只是匆匆过客，也许是赶巧了两场雨，而气象监测

却是用数据说话的: 近几年，静宁年增降雨量 5 到 10 毫米。加上植被对雨水

的存储，蒸发量的减少，综合效益应是很可观的。而这一切，竟然得益于遍

布静宁大地的 100 万亩苹果林。

雨停了，书法笔会正值高潮。主人再三邀请我也来几笔，我再三婉拒，

我不习惯当众写字。当时，如果推辞不过，我只想写一个用地名集起来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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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赠给主人，即:

德顺成纪;

陇干静宁。

这是静宁曾有的和现用的四个地名。成纪是静宁最早的地名之一，汉成

纪便在如今县境的治平乡，取义于人文始祖伏羲降生于此，开辟人文纪元，

所谓“继天立极三皇首，开物成务百圣先。”我将成纪嵌入联语，除了地名本

义外，“纪”为“纲纪”，与德顺相配，则为德顺乃成纪。德顺军为宋代管辖

静宁一带的军政合一设施。陇干，宋之德顺军陇干县。干，旁边，树干，陇

山之旁，陇的主干。因德顺而开纪元，因成纪而德顺，也因此，陇干静宁。

我不知道这样概括静宁的古往今来是否合适，但，古人为地取名，确实

从不率尔操觚，而历代静宁人确实是配得上不同时期不同的静宁名称的。成

纪，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地，李广、李白、大唐李氏皇朝的帝王，都以他们

的祖籍或郡望是成纪为荣。到了宋代，在山河板荡，皇朝分崩，生灵涂炭时，

驻守陇干的中下层军士顺德而起，撑起陇蜀河山八十年，使得南宋朝廷得以

立足江南，捍卫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成果。青溪岭之战，和尚原之战，

饶风关之战，仙人关之战，还有刘家圈、剡家湾、腊家城之战，以及德顺军

之战、扶风之战，凤翔百通坊之战、凤州黄牛坡之战，原州之战，大散关之

战，等等，在这些战役中，吴玠吴璘兄弟率领忠于宋朝的关陇健儿，无不是

以一当十，打出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有功于国家与人民者，则得永生。

吴玠“御下严而有恩，视卒之休戚如己，而同其甘苦，故人乐为之用”; 吴璘

病逝时，“军民号哭失声，至于罢市”。吴玠吴璘，先后被朝廷追封王号。《建

炎以来朝野杂记》中有“渡江后名将皆西北人”条目，列入其中的静宁籍名

将有曲端、吴玠、吴璘、郭浩、刘錡，而在南宋朝廷评定的抗金十三处战功

中，静宁籍将领独得五席。我曾经去浙江湖州德清县新市镇考察，一座规模

宏大的庙宇赫然位居这座江南名镇中心地带，这便是刘王庙，供奉的是刘錡，

是为了纪念刘錡在此大败南下金兵的，九百多年了，沧海桑田，世事更替，

人们对这位抗金英雄却一直敬礼如仪。时光进入民国时代，静宁这个 “陇口

要地”又一次为世人瞩目，长征过来的红军前后五次经过静宁，毛泽东在界

石铺筹划了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的会师。而几年后，在抗战的重要关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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