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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西海固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现象，无疑将被写进中国文

学史。十多年前，我在利通区委宣传部任职时对于“西海固文学”就有一定

的了解。有人这样评价“西海固文学”：“贫瘠的土地，发展的激情，安详的

文字。”我到西吉工作以后，自然而然对西吉文学寄予了高度关注并进行

了深入了解。利用业余时间，我也陆陆续续读过不少西吉作家的作品，总

的感觉是作品厚重、扎实、真切、淳朴，真实地再现了西吉这片贫瘠而丰饶

的土地的风土人情，艺术地反映了勤劳淳朴的西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和向往，道出了真善美，弘扬了正能量。“西海固文学”能够引起全国的

关注，可以说“西吉文学”是中坚力量，西吉作家的功劳是不可替代的。对

于爱好文学的人来说，郭文斌、了一容、马金莲、火仲舫、火会亮、单永珍、

古原等西吉籍作家的名字也都耳熟能详。特别是在2011年10月10日，中国

第一个“文学之乡”花落西吉，它的创建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个人

认为，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学层面，更在于它为全社会做出了文学走群众

路线的典范，具有更加深远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日月不淹，春秋代序。而

今，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西吉文学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惊喜：西

吉籍作家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

奖、茅盾文学奖提名等全国性大奖，尤其是西吉本土农民作家的文学创作

保持了持续性的发展势头，女性作家的创作屡屡刷新人们的阅读视野，回

族作家的作品频频见载国家级大刊，等等。这些都是“文学之乡”这一品牌

固原市委常委、西吉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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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巨大生命力，无疑，这一力量还在继续扩大之中。

来西吉工作后，作为县委书记，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西吉作为宁

夏人口第一大县、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第一个“文学之乡”，有着悠久的

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且地理位置优越，物产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很大。特

别是这片土地上的干部群众不怕苦难、不畏困境、战天斗地、自力更生，这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笔精神财富。如何将这种资源优势和可贵精神进行

优化配置，转化为建设家乡、加快发展的合力，是当前需要探讨和做好的

工作。通过挖掘这块土地的文化内涵，提升这个地方的软实力，弘扬西吉

人民淳朴善良、积极向上、永不言败的人文精神，树立西吉对外良好形象，

为开放、富裕、和谐、美丽西吉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鉴于

此，县委十三届五次全会，立足西吉实际，着眼未来发展，以对全县人民高

度负责的态度，坚定提出要打好“五大战役”，实施“五大工程”，全面建设

开放、富裕、和谐、美丽西吉的战略目标，明确提出实施文化振兴工程，提

升发展软实力的决策部署。文化振兴工程的核心和内涵，就是全面提升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水平，全面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全面提升全国文化先

进县和全国体育先进县建设水平，全面提升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全面

提升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建设水平。通过五个“全面提升”，激发全县人民

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凝聚起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共识，汇聚起建设

“四个西吉”的磅礴力量。

一年来，全县文化振兴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同心同德、加快发展的

氛围日趋浓厚，干部群众的精气神重新凝聚起来，创新和发展成为历

史主流，“团结包容，实干创新”的西吉精神已逐渐成为全县人民的共

同追求。

本次出版的这套丛书就是西吉县大力实施文化振兴工程的具体表

现，是对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发展过程的一次展现和激励，也是西吉作家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生动实践，更是当代西吉作家留给这个时代的文学

记忆。

这是一套厚重的、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文学丛书，这是一道充满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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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意的靓丽风景。这套丛书包含《西吉小说卷》《西吉散文卷》《西吉诗歌

卷》《西吉评论卷》，语言隽永，意境优美，形神兼备，精选了西吉文学前辈

如屈文焜、尤屹峰、火仲舫、余秀兰等人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清新朴素，真

实地再现了西吉20世纪30—50年代的风土人情；也有60后、70后西吉实力

派代表性作家郭文斌、了一容、古原、火会亮、单永珍、牛学智、赵炳鑫等，

他们的作品夯实了西吉文学的基础，他们是“文学之乡”的骄傲。多年来，

他们以辛勤的笔耕将西吉文学写进了宁夏文学及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

中，他们的充满魅力的作品为当代文学的百花园增加了靓丽的花朵。更有

西吉文学的生力军如李义、周彦虎、李兴民、西野、李继林、樊文举、李耀

斌、马强等，他们的作品屡屡跻身中国文学大刊，显耀着他们不俗的文学

实力和创作实绩。尤其，以马金莲、刘汉斌、刘岳等为代表的西吉80后，他

们以独具特质的文学创作又一次崛起于宁夏乃至全国文坛，成为西吉文

学新的亮点，潜在而又自然地完成了西吉文学当下的承继和延续，这是西

吉文学可喜可贺的发展态势。特别是马金莲的创作，已经获得了全国文坛

的广泛关注。更为可贵的是，王雪怡、袁志学、康鹏飞、马建国等西吉本土

农民作家的崛起，为西吉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与清贫、灾难、

疾患做斗争，热爱生活，勤奋创作，他们美好的追求代表了西吉文学可贵

的进取精神。

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业绩，伟大的业绩更需要伟大的作品来讴歌、

来抒写、来弘扬。新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

会主义文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

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

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

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

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

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

《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这些都表明，我们迎来了做好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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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文化工作、文艺工作的新的春天。我们要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意见》精神，引导全县广大文艺

工作者，立足实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时代的

优秀作品，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放歌，在伟大时代创造伟大业绩。

几十年前，革命的种子在西吉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几十年后，这里

有无数文学的种子期待阳光雨露的滋养。西吉蕴含着众多历史现实题材

创作的丰富矿藏，我希望西吉文学能产生出经得起历史和现实检验的精

品力作，能成长起一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大家。我也坚信，在伟大祖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西吉文学也一定会再添新彩、再树丰碑。

古往今来，包含民族精粹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

重要力量，对于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一个地区更是如此。建设

“四个西吉”的伟大实践，需要我们来记录、来颂扬；西吉改革发展的进程，

需要我们来见证、来传播；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

求，需要我们来创造、来满足；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需要我们来营

造、来引领。我深信，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吉正在路上，它蓬勃的生命力

必将给人们带来一个个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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