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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固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彭生选

从 1981 年召开固原地区第一届文代会，创办《六盘山文艺》季刊以来，到 2011

年，固原市文联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风雨历程。《六盘山文艺》季刊，也已更名

为《六盘山》文学双月刊，进入而立之年了。文联的同志历时半年，编辑了《她在丛中

笑———固原市文联成立暨 < 六盘山 > 创刊 30 周年纪念》一书，现即将付梓出版，

这是值得庆贺的。

文联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作家、艺术家的温馨之

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艺工作和文联工作在社会发展

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尤其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更是吹响了向文化强国进军的号角。文艺的春天、文联工作的春天已经到

来。近年来，市委、政府提出打造“文化固原”、“文明固原”、“书香固原”的战略要求，

文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举办了很多围绕市委中心工作、具有广泛影响、深受

人民群众欢迎的文艺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广大文艺工作者不负党的重托，人

民的期望，创作了一批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

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主旋律作品，为对外宣传固原、提高固原知名度和

美誉度，繁荣和发展全市文学艺术事业，作出了文艺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仔细阅读《她在丛中笑》的每一篇文章，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曾经工作过的和现

在仍在岗位的文化人富有激情的工作精神和热情洋溢的精神风貌，也能体会到广

大作者、读者对《六盘山》这份文学刊物的喜爱、珍视和怀念。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

家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内，始终坚持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群众的原则，始终坚持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弘扬主旋

律和提倡多样化相统一，大力弘扬先进文化，创作健康有益的文化产品，在促进全

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共同精神追求中功不可没。

今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进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关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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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市人民在市委、政府的领导下，正以“奋发有为、敢为人先、开放包容、勇于创

新、激情干事”的新形象，推动固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文联应该充分认

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优势，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建设先进文化、和

谐文化。要充分发挥各文艺家协会的行业优势、专家优势、人才优势，努力多出精

品，多出人才，为推动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贡献。

要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面向基层、服务群众，贴近协会、服务会员，把市委和政

府的要求、人民群众的需求、艺术家的追求结合起来，为建设文化固原作贡献。要深

入分析新形势下文联及各协会所面临的新变化、新发展，研究思考应对新变化的思

路和措施。要深入分析当前文艺观念、文艺创作方式、文艺队伍结构发生的深刻变

化，研究文联组织联络范围、协调手段、服务对象的新变化，积极探索适应我市文艺

事业发展的新途径、新方法、新措施。要深刻认识文化娱乐方式已经多样化的情况

下，如何抓住新机遇，寻求办刊新突破的重要性。要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继续发扬

无私奉献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开创我市文艺事业和文联工作的新

局面。



天开文运西海固（序二）
冯剑华

在宁夏，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当数西海固了。十多年来，基本每年都要去一至两

次，有时甚至是三次。

吸引我的注意的，牵着我的脚步的，不单是那里独特的山川形貌，也不单是那里

积淀深厚的人文历史，更是那在穷乡僻壤间闪烁着耀眼光芒的文学之星———西海固

作家群。在这片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在这样一个号称“苦甲天下”的地方，西海固作家

群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贫困的物质生活与丰富的精神生活形成强烈的对

比，成为西海固一道独特的风景。

西海固作家群，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早已得到大家的认可，受到区内甚至全国文

坛的关注。在一个地区如此密集地涌现出一群作家，在全国也是并不多见的。

西海固作家群，首先是人数众多。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活跃的作家有近二百

名；其次是作品多，也是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发表在国内各类报刊上的作品有

近两千件之多，而且其中不乏优秀作品，在自治区历届文学评奖中，西海固作家的作

品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宁夏两位鲁迅文学奖得主石舒清和郭文斌，都是从西海

固走出的作家。来自西吉的了一容，也捧回了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和春天文学奖。在

西海固的作家中，写小说的古原、李方、火会亮、李义、杨友桐、马存贤、陈彭生……还

有后起之秀的马金莲；写诗歌的有王怀凌、单永珍、梦也、虎西山、冯雄、杨建虎、郭静……

还有英年早世的左侧统；更有钟正平、武淑莲、倪万军、马晓雁等一批时刻关注着西

海固作家群、为西海固文学鼓与呼的评论家……

西海固的作家们，为宁夏文学奉献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他们是宁夏文学的中

间力量，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西海固文学撑起了宁夏文学的半壁江山。

西海固的作家们，坚守着文学的精神，他们守望着故乡，守望着这片精神的家

园。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和坚守，令人肃然起敬，他们的刻苦与努力，使这里佳作迭出。

而来自领导的支持，也是西海固作家群得以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西海固文学



冯剑华 1950年出生，安徽太和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宁夏
文联副主席，《朔方》文学月刊主编，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有多篇作品在
《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等刊物发表，并被《新华文摘》《散文海
外版》等转载。散文《鹊雀为邻》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五次文学艺术
评奖一等奖；《西北二题》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七次文学艺术评奖一
等奖。多年来，致力于宁夏作家群的培养，为宁夏文学的梯队建设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研讨会”、“西海固诗会”、“西海固作家作品研讨会”……吸引着来自北京、上海、南京

等全国各地的知名作家、诗人、学者、编辑家们，李敬泽、雷抒雁、叶延滨、韩作荣、叶

广芩、毕飞宇、王占君、贺绍俊、冯敏、彭学明、叶梅、白烨、李建军……一时间，小小固

原城里，群贤毕至，名家云集，盛况空前。讲座、交流、交谈，通向外界的大门打开了，

走出去，遂成西海固作家群的必然，因而，西海固的作家们，当永记既是领导又是朋

友的市委和文联的历届领导们。

自身的努力，领导的支持，内外合力，上下同心，事怎能不成？！

若干年前，与几位文友走湘西，在一个县城外的石山上，赫然镌刻着四个大字

“天开文运”。

我把这几个字送给西海固，作为对西海固文学，对西海固作家群的祝愿：

天开文运西海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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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感恩 无尽怀念 郭文斌

没有终点的旅程 钟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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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的历程·白昌林摄影作品



郭文斌 祖籍甘
肃，1966 年生于宁夏西
吉县。先后就读于固原
师范、宁夏教育学院中
文系、鲁迅文学院。
1993 年至 2001 年在固
原地区文联供职，先后
任《六盘山》杂志编辑，
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
主编，当选为文联副主
席。长篇小说《农历》获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
名；短篇小说《吉祥如
意》先后获“人民文学
奖”、“小说选刊奖”、“鲁
迅文学奖”；短篇小说
《冬至》获“北京文学
奖”；散文《永远的堡子》
获“冰心散文奖”。部分
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现
任银川市文联主席，宁
夏作协副主席，《黄河文
学》主编。

真是羞愧，竟然好多次无法把这篇稿子写下去，觉得
要写的人和事分量都太重了，过短的篇幅有些容纳不下，
太长了又不合适，那么就先借本书一角，表达几层心意：

首先，深深感恩，感恩那些把我调到固原文联的老首
长，感恩几任文联领导对我的费心栽培，感恩同事们对我
的无尽关心，感恩文友们的无尽情谊，感恩支持《六盘山》
度过最困难日子的领导和朋友，感恩读者对我的信任和激
励。所有这些，我都写在了散文集《空信封》和小说集《吉祥
如意》的后记里。

还有那个四合院，四合院里的那几间平房，已记不得多
少次，出现在我的梦里。每次回固原，如果晚上有空，我都要
趁着夜色一个人到那里走走，看看。还有老地委院内的那个
二层楼，包括 2032531这个电话号码，包括一册册散发着墨
香的《六盘山》封面，还有那些随着岁月流失却越来越清晰
的音容笑貌，已故的，健在的，快乐的，忧伤的……
这一切，都不是怀念这个轻舟能够载得动的。
其次，深深忏悔，在那八年里，真是留下了许多许多遗

憾，有工作上的失误，有待人接物上的差池，每每想起，都
让人十分汗颜，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会做得更好，无论是
做人，还是做事，可是光阴没有如果，那就让我在此给大家
深深地鞠躬吧！

最后，深深祝福，祝福老领导，老同仁，老文友，吉祥如
意！祝福正在带领大家书写固原文学艺术新篇章的老师，
吉祥如意！祝福所有同道们，包括我深深爱着的《六盘山》，
吉祥如意！

无尽感恩 无尽怀念
郭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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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正平 宁夏师范
学院副院长，教授，固原
市文联副主席，著名文
学评论家。

有没有一种叠加的记忆，可以延续 30 年而成为生命

的主题？有没有一种存在的方式，可以坚持 30 年而痴心不

改？它让你的生命打上一种烙印，它让你时时感到自己的

存在并从而觉得生命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它让你在大千

世界中找到了与你性情相投的一个群体，你属于这个群

体，这个群体也属于你，只有在这个群体中，你才能找到真

正属于你的位置，你才有归属感，而且，在芸芸众生中，这

一切都是无可替代的？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想当然是有的。

在提笔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30 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对一个生命的个体来说，它不仅仅

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记忆的概念，它更是一

个存在的概念，它证明你曾经这样生活过、存在过，在这个

过程中，你追求过也失落过，你苦恼过也快乐过，你痛苦过

也享受过。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你才能时时触摸生命旅程

的蛛丝马迹，感到自己曾经以那样的方式，和那样一群人，

消费过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

对我来说，过去的 30 年，生命中黄金般的 30 年，就一

直与我并不直接就职的一个机构和两个文字紧紧联系在

一起，这个机构就是固原市文联，这两个文字就是：文学。

文学，文学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在有些人来说是职业。

譬如我，一口气从事了近 30 年的文学课的教学和研究工

作；它在有些人来说是消遣，譬如普通读者；它在有些人来

没有终点的旅程
———为固原文联 30年而作

钟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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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功名和荣耀，譬如作家诗人评论家们；它在有些人来说是追求和梦想，譬如那

些一辈子都做文学梦的人。

说到底，文学是人群中的一部分人享受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而已，这种享受可

以是痛苦，也可以是快乐；可以是折磨，也可以是狂欢，它充塞在我们心灵的每一个

罅隙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如果从 2010 年往前推，30 年前的 1980 年，我正在读大一，是一个狂热的文学

爱好者，整天拼命读名著，那真是达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买不到和买不起的书就

抄，抄小说、抄散文、抄诗歌，甚至抄完了三十多万字的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

记》。还坚持每周写一篇“小说”和“散文”，这样持续了几年，到 1982 年大三时，就开

始偷偷地尝试着投稿，但是许多“小说”和“散文”投出去都泥牛入海了。可以说，整

个大学时代，我只做了一件事：读文学。

没有想到的是，一个酷爱小说和散文创作的人，一个不太读诗、也不懂诗的懵

懂少年，他平生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字，却是一首名为《致须弥山大佛》的“诗”，

它写于 1982 年暑假我和中学同学骑自行车游历须弥山之后，被印在《六盘山文艺》

（《六盘山》的前身）1982 年第 3期上，从此，这刊物就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件珍藏。在

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我找到尘封许久的这期刊物，发现在印有《致须弥山大佛》的这

一页上，我不知什么时候写上了这样一句话：“此诗是钟正平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东

西，有纪念意义，无文学价值。”

此后的几十年来，虽然我一直在高校工作，但却与固原市文联和《六盘山》编辑

部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关系，不管文联主席换成谁，不管编辑部人员如何流动更迭，

都会很快成为熟人和朋友，文联几乎成了我第二个工作单位，文学的圈子成为我最

重要最持久的社交圈子。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小说《陆梅》发表在《六盘山》1984 年

第 1期上，第一篇印成铅字的散文《春》发表在《六盘山》1985 年第 2期上，第一篇

获奖的小说《地软子的故事》发表在《六盘山》1984 年第 4期上，我最早的一些研究

西海固文学的文字也是陆续刊登在《六盘山》上的……在我订阅和珍存的文学刊物

里，《六盘山》是唯一每年订阅（后来是赠阅）并保存得最为齐全的文学刊物，2007

年，我在离开工作了近 24 年的中文系时，将珍存的历年《六盘山》杂志捐赠给西海

固文学研究室收藏。

在我踏入文学之门的最初日子里，米震中、屈文 、任光武、李正声、王漫曦等，

都曾做过我的文字责编，让我每每深怀敬意；还有那位“折拐子”和写散文都一样精

深的李成福先生，书法和做人都一样实在的唐宏雄先生，成为与我心灵默契的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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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还有我的忘年交———曾任文联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而今年逾古稀仍笔耕不

辍的高琨先生，他在晚年“闭门造车”，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花儿散文”，他那银川

的寓所，成了西海固文人们的民间沙龙；李克强、海军、刘文英等先后分管文联工作

的市领导，范泰昌、李正声、王铎、马吉福、火仲舫、尹文博等历任文联主席，都成为

永驻心间的兄长、文友和朋友，我工作之初的同事和领导丁文庆、慕岳、袁伯诚三位

先生，是我文学职业的引路者和师长。而今，范泰昌、任光武、袁伯诚三位先生已经

先后作古，成为我心中永远的念想。

提到固原文联和西海固文学，有一件事至今还历历在目，那就是 10 年前的

2001 年 8 月末，时任固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李克强先生，带领一大帮西海固

的文友们，在须弥山隆重举行“西海固文学创作双十星”颁奖仪式，为西海固作家队

伍建设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提到西海固文学，还有两位女士是值得我们永远铭

记在心的，一位是时任宁夏文联副主席、《朔方》主编的冯剑华女士。她像呵护初生

的婴儿一样地呵护照看过西海固文学的发生发展，她亲手编发了大量西海固作家

的作品，我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评论，也是经她之手编发在《朔方》杂志上的；另一位

是时任宁夏作协常务副主席的余光慧女士。她为西海固作家创造了大量学习、交

流、开拓视野、成长成才的机会，许多西海固作家上鲁院，都是她亲自安排的，我至

今唯一的一次外地疗养，也是她创造的机会。

也是造化弄人，虽然狂热地喜爱文学创作，却最终并没有真正地走上创作之

路，没有在创作上弄出什么名堂来，这主要与个人的才情、努力和勤奋有关。多年

来，我收集和珍存着许多创作素材，在有电脑之前，许多习作只开了个头或者写成

个半拉子就撂开了手，至今沉睡在书橱里。有了电脑之后，写作是很方便了，时常有

写的冲动，但总被人生诸事所打断，应付了别的，就懒得把键盘再敲完。包括后来搞

评论，许多文字都写成了夹生饭，半生不熟地沉睡在电脑硬盘里，唯一的书稿《文学

的触须》，也编成个半拉子放在出版社里一晃就是几年了。举一个例子来证明一下

我的慵懒和无奈：

在我的电脑里有一篇名叫《水色的泾源》的散文残稿，存储的时间是 2006年 8

月，但写作的时间肯定比这要早许多年，内容只有开头的两段：

和一些这世上最情投意合的人，出门作一次短途旅行，到风景绝佳的旅游胜

地，尽情领略自然山水的秀色风韵，自由地聊，开怀地笑，暂时抛却尘世的纷争，拆

除心灵的笆篱，个性与个性亲密无间、个性与自然融为一体，那是一种多么惬意的

人生行程！泾源老龙潭笔会，为一群散布在山区黄土地上的缪斯的钟情者，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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