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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文化旅游优势 凝练明珠中卫魅力

———《印象中卫》文化旅游系列丛书序

中共中卫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廷礼

时逢盛世，文运必兴。带着盛世之春的畅想与喜悦，饱含

着清新的乡土气息与馨香，闪烁着文明的炬光与张力，浸润着

中卫市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智慧与汗水，反映中卫自然风光和

人文情怀的《印象中卫》系列丛书，淬火出炉，付梓问世。这是

向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献上的一份厚礼，实感欣慰。

地处“西陲要路”、黄河金岸的中卫，历史悠久，文化底蕴

深厚。自秦汉以来，建置沿革，承续千年；社会经济，逐代昌兴；

人文教化，源流不息；兴文重教，俊彦辈出；科甲联芳，华章充

栋。历代名流墨客，多游历、驻赏于此地，题诗咏词，留下了千

古绝唱，为这方热土增添了耀眼的光环。综观中卫历史，一路

流淌而来的是黄河文化、丝路文化、边塞文化、游牧文化、移民

文化，这些多元文化元素，经过长期碰撞、融汇、积淀、锤炼、兼

收并蓄，融会贯通，形成了中卫独特的地域文化，具有浓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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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气息和时代风貌。这是中卫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卫地理形胜险峻，自然风光独特，山河环依，钟灵毓秀，

土地肥沃，物华天宝。滔滔黄河流淌着千秋农耕文明的血脉；

巍巍香山承载着风土民情的厚重；浩瀚大漠张扬着阔宏傲然

的雄风；碧海林网绣织着生态清幽的画屏。奇伟沙坡头展现着

沙与水亘古千年的和谐；铁龙穿沙向中外宣示着麦草方格的

奇迹；神秘岩画镌刻着祖先崇拜的图腾；高庙胜景凝结着儒释

道文化的精髓；党项村落沉积着民族融合的渊源；苏武石窟传

颂着贤达爱国的情怀；石空灯火见证着丝绸古道的繁荣；天都

行宫演绎着西夏兴衰的历史……天地之造化，聚灵于一域；

万千之风韵，荟萃于斯地。这些令人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和

人文景观，孕育了中卫神奇的魅力，也成为中卫得天独厚的

旅游资源。

翰墨飘香，华章溢彩。由中卫市文联编纂（撰）的《印象中

卫》系列丛书，是挖掘中卫旅游景点文化内涵的一套非常有意

义的系列丛书，也是具体落实市委、市人民政府部署的文化与

旅游相融合的“六个一”工程战略任务的重要成果之一。这套

丛书以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为主题，以中卫秀丽的自然景

观为背景，以文艺特有的功能，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地展示

了中卫“沙漠之魅、大河之舞、丝路之魂、党项之根、生态之秀、

城市之美”，深刻地诠释了“沙漠水城、花儿杞乡、休闲中卫”的

丰富内涵。这套丛书可谓是地方文化建设中绽放的一枝奇葩。

翻阅这部大型文艺作品集子，无论是小说、散文、民间故事还

是诗歌词赋、美术摄影等，皆立意高远、文情并茂、内涵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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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突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绚丽的景物、深邃的寓

意、美好的心愿皆蕴含其中。这套丛书是探觅中卫神韵的一扇

窗口，折射中卫文化底蕴的一帧史卷，赏析中卫胜景的一幅全

图，宣传盛世中卫的一张亮丽名片。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定

能加大中卫旅游文化品牌的影响力，提升中卫旅游景区的吸

引力。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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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破浪奔腾来
———序闫云霞诗词曲集《沙坡头咏怀》

黄超雄

应《印象中卫》文化旅游系列丛书编委会之邀，闫云霞

女士要出版名为《沙坡头咏怀》的新诗集了！继《云霞韵语》

后，云霞的诗如黄河之浪，奔腾而来。呈现在我面前的厚厚

的三叠打印稿，按诗词曲体裁分开，共有 300 余首，这是她

三年多来的创作成果。

作为宁夏诗词学会的副总顾问，刊登在《夏风》诗刊上

云霞的作品我也读了不少，这次系统地读《沙坡头咏怀》倍

感亲切，比较突出的感受有以下几点：

一、真情实感，清新自然

“诗人是感情的宠儿。”云霞女士的诗不是写出来的，是从

心里流出来的。其中，抒情咏怀的作品之多令人感慨：故乡情、

山水情、咏时情、咏物情、咏史情、亲情、友情、爱情无微不至，

娓娓道来，无矫揉造作之嫌，有沁人心脾之香。信手拈来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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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坡头咏怀象中印 卫

泪水甘泉几费猜，如今仙境画中开。银鸥点点随

船去，翠苇丛丛迎面来。 留倩影，莫徘徊，心弦

拨动醉桃腮。烟霞泊棹禅心静，袅袅天音入我怀。

（《鹧鸪天·游鹤泉湖》）

榕枝焕彩金桂飘，人比花儿俏。漓江脉脉流，玉

象频频笑。山歌对得人不老。 ［幺篇］银滩潮起

逐浪高，壮锦织新貌。世博送妙音，铜鼓敲新调。八桂

唱红端正好。（《［双调·清江引］咏上海世博会广西

馆，兼贺广西省散曲学会成立》）。

《鹧鸪天·游鹤泉湖》是一首色彩明快的词。是什么拨动

了诗人的心弦？是“烟霞泊棹”“天音袅袅”。鹤泉湖位于我区

永宁县城东北两公里处，相传是由仙鹤变成苦恋书生的少

女之泪水化成的湖水。这里有碧波荡漾、芦苇丛丛的原生态

景观，大自然无穷的魅力使作者静下一颗澄明的禅心，诗句

轻轻地从心底流出。

《［双调·清江引］咏上海世博会广西馆，兼贺广西省散

曲学会成立》，通过焕彩的榕枝、飘香的金桂、脉脉流的漓

江、频频笑的玉象、比花儿俏山歌对得不老的人们以及［幺

篇］的：“世博送妙音，铜鼓敲新调”等一系列的意象组合，逼

出了“八桂唱红端正好”———广西散曲学会成立了！这支清

新自然的小曲，被刻在了广西散曲学会成立的礼品茶具上，

不仅带去了云霞的祝福，也带去了宁夏人民的祝福。

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陆机说：“诗缘情而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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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云霞女士清新自然、真情实感的诗，可佐证此言不虚也。

二、诗心与时代共振

云霞女士虽然严格遵守格律诗词曲创作之基本规律，

新声旧韵并用，但不妨碍她在旧瓶里装上甘醇的新酒。用自

己的声音为人民歌唱。追求白居易首倡的“为时”“为事”而

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发扬光大。品读她的作品，就像有一

位时间老人在引导你回溯、启发你思考。她总是能用她的生

花妙笔，攫取几朵匆匆流过的长河中绚丽的浪花，纵情歌

颂；或对浪花下的暗流旋涡加以揭发和警示，这些都能引起

你的共鸣。她的诗词曲韵律，总是随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

如咏家乡中卫巨变的词———《渔家傲·几载别来风景异》：

几载别来风景异，城乡楼宇摩天倚。朔漠歌声连

角起，惊且喜，长空落雨沙凝绮。 老友举杯言仔

细，栽桐引凤生双翼。小曲悠悠金岸里，难禁忆，旧时

雨巷行无计。

通过作者向老友表达的对家乡巨变的惊叹，正面描写

了楼宇摩天、朔漠歌声，来对比旧时雨巷生活的艰辛，豪迈

而自信地表达了新变化带来的幸福和快乐。

近年来，宁夏的黄河金岸建设，使宁夏十县市人民直接

受益，也受到了水利部等国家部委的高度赞扬。作者多次前

往黄河金岸实地感受，写下了歌行体《黄河金岸放歌》，七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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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坡头咏怀象中印 卫

《黄河金岸十八咏》等诗词，这些作品在“中国·宁夏首届黄

河金岸诗歌节”等大赛中获奖。宁夏在开发风力发电、光伏

发电等新能源建设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云霞为之鼓舞，写

下了“一路争先争崛起，烈日当头，磁场穿身递。璀璨银星凝

浩气，何妨永做追风骥”。（《鹊踏枝·风力发电》）“逐日追风

低碳倡，问鼎苍茫，奔向康庄。人人奉献热和光，不是天堂，

胜似天堂”。（《一剪梅·太阳能发电》）

三、追求大美，格高隽永

翻着厚厚的诗稿，想到我的一些朋友们读了《云霞韵

语》后，与她开玩笑说，这些诗词哪儿像出自退休赋闲女士

之手，分明是大丈夫手笔！品读新作，这个感觉更加突出。

与《云霞韵语》有所不同的是，《沙坡头咏怀》展现在人

们面前的是作者对诗词曲的更高层次的追求。

一是抒发了浪漫、豪放的情怀。真正的诗是发自内心

的，是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审美创作。云霞的作品是以因

事因时而著的现实主义为主，但也不乏抒发浪漫主义情怀

的作品：“如若天人相对应，苍穹我是哪颗星？”（《星空之

梦》）“石上春秋嗟仰止，强如我辈写歪诗。”（《中卫十八咏·

中卫岩画》）“正赏红云染红叶，须臾暮鼓压星河。”（《灵泉圣

境二首》之二）“秀水依城何所似？胭脂匀上美人腮。”（《香山

湖写意》）云霞女士是学工科的，曾在条件艰苦的冶金企业

生产一线摔打多年，因此，与一般女性作者的作品相比，云

霞的作品虽然也有不少婉约之作，却多了具有阳刚之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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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放：“猎猎旗开杨柳青，隆隆机唱鬼神惊。今宵谁是摘星

手，直引龙吟与凤鸣。”（《中卫十八咏·工业园区》）“炉火熊

熊曙色亲，万花飞舞苍穹灿。”（《黄河金岸十八咏·曙色》）

“挥巨笔，彩银屏，拉开天幕使人惊。”（《鹧鸪天·题摄影作品

天幕》）“笑骑鹤背舞东风，剑气总如虹。”（《［双调·风入松］

缅怀元曲大家乔吉》）云霞这些具有浪漫、豪放风格的作品，

大量运用比兴、夸张、拟人、通感等手法，使作品具有了浓浓的

诗味，读者也被深深地感染。

如果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云霞

女士的一些作品是否可以被称为大美？

二是加强了意象的营造。写诗多用意象说话，少用概念

说话。在云霞女士作品研讨会上，云霞就强调这个创作方

法。意象是寓意寄托，属于比兴的手法。诗不是生活的复制，

而是生活的升华。写诗就是写语言，因此，诗的语言要从“公

众语”，即生活中的语言，向“诗家语”，即意象化的语言转

变。袁枚《随园诗话》指出：“‘诗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

淡，’……求其精深，是一半功夫，求其平淡，又是一半功夫，

非精深不能超超独先，非平淡不能人人领解。”如果说《云霞

韵语》中还有一些诸如“反法西斯纳粹亡，五洲共伐战争

狂”。（《浣溪沙·手中枪》）等“公众语”，那么，在《沙坡头咏

怀》里，作者对诗的语言的锤炼是下了更多功夫的。少了些

熟语、成语，政治的、概念的语言，追其诗意的精深；多了些

生活中鲜活的语言，求其语言的平淡。平淡难免伤于直白，

云霞的诗虽然也有个别诗句表达得直白了些，但总体上看，

序一 00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沙坡头咏怀象中印 卫

优美的“诗家语”信手可拾：“几处新居寻旧燕，两三白鹭逐

轻帆。”（《黄河金岸十八咏·河畔新居》）“雨打残荷调锦瑟，

万般情愫涌心头。”（《红粉流殇十八咏·题诗》）“鹤影寒塘渡

偏短，涛声梅雨恨尤长。”（《红粉流殇十八咏·菊花》）“光华

无限媚潇湘，湘水和弦唱。唱咱吟坛剑锋亮！亮新妆，妆容理

就登楼望。望舟破浪，浪中奔放，放眼赏春光。”（《［越调·小

桃红］出席长沙第十一届中国散曲研讨会感怀》）云霞女士

不仅喜欢写诗词，也很喜欢写散曲，并且写得颇有成就，多

次以散曲获奖。2011 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李娜夺冠，云霞热

情洋溢地写下了“红裙矫健鸿雁惊，亿人狂喜虎龙腾。呐喊

声声：了不得啊！娜姐雄风！”（《［双调·水仙子过折桂令］李

娜法网夺冠喜赋》）。而《［双调·骤雨打新荷］“神医”张悟本

“神话”》、《［正宫·塞鸿秋］代表谁家意？》等散曲，则充分发

挥了散曲嬉笑怒骂的长处，有力地鞭挞了当今社会的一些弊

端：“‘豆你玩、‘豆’抬高价，‘豆’误病蹉跎。”“丰收名利该得

意，春风不解人得意，醉开宝马寻得意，撵轧行人忒得意。”

这些“诗家语”的共同特点是：具有生动、鲜明而独特的

意象，而意象是诗词创作最基本的美学追求。

三是注意了意境的提升。意境的提升不仅是境界的提

升，更是立意的提升。意境的提升不仅与诗内功夫有关，更与

诗外功夫有关。诗内功夫一般指的是诗人的学识，诗外功夫

一般指的是诗人的襟抱。境界说的首倡者王国维指出：“何以

谓之有意境？曰：写事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如

出其口是也。”（《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他还说：“境非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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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境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真感情

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云霞的两

组三十首《红粉流殇》，写的是女性的喜怒哀乐，某种程度上

说是作者在为当代半边天的女性代言。如：“难忆冰心几对刀，

当年海誓化波涛。香魂一缕今何在？小楼依旧彩旗飘。（《红粉

流殇·当年》）一般来说，境界、意境是通过意象及意象的组合

来表达的，而不能直接说出，所谓欲露还藏。“榴林合是倚天

栽？朵朵红云次第开。粒粒水晶情饱满，或藏或露总舒怀。”云

霞的这首《咏石榴》，何曾不是她在抒发创作的体会呢？

境界的提升仍然是在作者“学”的范畴，属于作品的艺

术层面。立意的提升，则关乎作者的“识”，即作者认识问题

的能力，对艺术理解的能力甚至是创新的能力。立意的提升

应是创作者深层次意蕴的体现，即审美意象的哲理性的体

现，也就是通常说的作品所达到的哲学层面。作家赵鑫珊

说：“诗的最高境界是哲学，哲学的极玄之域是诗”，“哲学的

蒸发，必定是诗；诗的凝固，必定是哲学”，“判断一首诗的好

坏，标准之一，是看它的篇终是否接近哲学的境界，即是否

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哲学与当代世界》）而作者的见

识、思想、襟抱，必然影响作品的立意。“有第一等襟抱，第一

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沈德潜《说诗晬语》）“意犹帅

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王夫之《姜斋诗话》）

有了哲学层面的认识，诗人才会有天人合一的境界、悲

天悯人的情怀，才会有深虑远谋的忧患意识。

云霞女士在她的《云霞韵语》中，就多次呼吁“地球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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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和万物共同的唯一家园”，写下了大量的高质量的关于保

护生态环境的作品。这本新诗集一以贯之：“破壳随波风雨

潇，从容水陆自逍遥。沧桑忍忆生灵绝，问策于龟观海潮。”

这首《海龟之鉴》是写长寿冠军、卵生的水陆两栖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海龟。但引发的思考却是环境污染等原因引起的

动植物品种的灭绝。再看《临江仙·雪》：“放眼银河跌落，赏

心玉树凝冰。长空飘洒自多情。清风吟袅娜，新月叹零丁。尽

染山川万里，琼花逸兴何停？全球变暖怨天庭，几家真警醒？

环保不容轻！”近期科学研究证实，极端恶劣天气的增多，其

主要原因，是全球变暖！因此诗人呼吁“环保不容轻！”再看

《化石之魂》：“历尽沧桑现本真，劫尘拂去探前因。休言象骨

浑无语，剑气犹存四野奔。”穿越了时空隧道的化石，总是给

人以震撼。再看《铲齿象之谜》：“眼见巍巍体态骄，荡然绝世

证飘摇。曾经象铲丛林翠，何故沙飞黄土焦？”人和动植物是

息息相关的，都是大自然生物链上的一环。作者呼吁：“保护

环境，从我做起！”

如果说以上几首诗引发的是对环境的思考，下面的这几

首诗则引发的是对哲学的思考：“独立沧茫紫气融，椰风翠羽

浪千重。烟横一苇悠然渡，胸纳汪洋万事空。”（《塞班岛四绝

句·观海》）西太平洋上近两小时的海上旅程，不允许游客上

甲板，痴迷大海的诗人一直站着，临窗眺望，面对浩瀚的海

洋、与海洋浑然一体的天空，人们乘坐的海轮是“一苇”，个

人更是微乎甚微。可是此时的诗人，却心随海大：“胸纳汪洋

万事空”，“混沌海天劈不开，倚天凭海话崔嵬。茫茫莫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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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看，际会风云拍梦来。”（《塞班岛四绝句·倚天》）谁能想

到，弹丸之地，会发生激烈的列强争夺战？会是二次世界大

战使用的原子弹的装发地呢？“踏浪观鱼乐不回，忽报台风

动地来。顿悟浮生瞬息变，于无声处有惊雷。”（《塞班岛四绝

句·踏浪》）更有突如其来的蔽日翻天的台风，使作者顿悟于

无声处的惊雷。是啊，人生的瞬息万变，又有谁能预料呢？

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饱含哲理的诗不仅提升了诗的

境界，而且有力地叩击着人们的心扉，震撼着人们的灵魂。

诗，本来是一种生命境界的外射，或者说是抒情主人公

心泉的流淌。写诗，是一个听起来风雅却劳瘁的苦差事：“缠

绵丝尽抽残茧，婉转心伤剥后蕉。”（清·黄仲则）“一曲敲成

天已明，情痴不解冬和夏。”（七绝《诗心》）呈现在眼前的这

些诗稿，未尝不是云霞女士心泉的流淌。更何况这些作品的

视野更加开阔，体裁更加多样，《沙坡头咏怀》还收了作者应

邀而作的诗评、诗论等文章，有道是，“论诗更比写诗难”。从

序《云霞韵语》，到序《沙坡头咏怀》，我发自肺腑地为云霞的

勤奋、钻研和执著精神叫好！相信读者也会为她的作品、她

的精神所感染，所鼓舞。

以上所言，是为序。

2012 年 7 月 7 日于银川怡好苑

注：黄超雄，广东台山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宁夏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宁夏书
画艺术发展促进会会长、宁夏诗词学会副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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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生命多光彩
———序闫云霞的诗词曲集《沙坡头咏怀》

秦中吟

闫云霞同志是宁夏中卫人，宁夏诗词学会副会长、《夏

风》诗刊副主编，也是善于学习，勇于开拓创新且卓有成绩的

中年女诗人。今年我因做了换骨手术在新居疗养。一天，她拿

来预出版的第二部诗词曲集《沙坡头咏怀》，又要请我为之作

序（她的第一部诗词集《云霞韵语》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也是

我作的序），好在对我来说这是有效疗法，便欣然答应了。

细读作品，不禁惊喜。时间不过三年，云霞又一本厚重

作品将面世，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云霞这部作品，比起她的处女作仍保持了强烈的时代

精神、生活气息，不仅题材选得严，而且主题也挖掘更深，诗

的立意、取象、结构谋篇及语言描绘能力都有长足进步。云

霞正在走向成熟，我辈应当刮目相看。

《云霞韵语》如我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虽有不少感人

篇章，但总体上存在结构松散的缺点，艺术功力尚不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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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句无章，有的有章无句。但收入这部集子中的三百余首

作品，大为改观。热爱故乡的情感依旧，家乡风物，生态建

设，如治沙造林，一咏再咏，看似重复，实有新的感受，且既

深化了主题，又加大了表现力度。与那些浅尝辄止、狗熊掰

棒子，掰一个扔一个式的写作大不相同，她的作品符合实践

认识的规律，也反映赤子对故乡的责任感、艺术精品意识。

如《中卫十八咏·塞上新居》：“新居片片逐年多，水电公交一

网罗。战士探亲惊且喜，觅家燕子竞穿梭。”“逐年多”真实地

表现了农村建设进展，“水电公交一网罗”则表现新居建设

的方方面面，“网”字富有表现力度，形象而富有时代气息。

《故园十二咏·儿时》通过对天真姐妹们的深情回忆，表现了

虽经岁月沧桑，但对故乡依然未变的如玉壶冰心般的爱。

云霞的作品除表现主旋律外，还写了区外见闻，诗人友

谊，多样而不失豪情。她写诗词，也写散曲，为更好言志抒

情，还努力掌握诗词的十八般武艺，且成绩显著。

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国传统诗词发展的三座高峰，产

生过许多优秀作家和作品。由于时代理念等众多原因，比起

诗词，曲的复苏较晚。2004 年，山西成立了黄河散曲社，继

之，创办了《当代散曲》期刊。2008 年，在榆林召开了第十届

中国散曲暨陕北民歌学术研讨会，我区诗词学会派云霞等

人参加。2008 年湖南成立了潇湘散曲社，2009 年陕西省散

曲学会成立，几年来，陆续出版了《陕西当代散曲选》3 册，

2010 年广西成立了散曲学会，创刊《广西散曲》。云霞紧跟

散曲复苏的脚步，学写散曲，并在上述书刊上发表，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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