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隆楼”老总刘德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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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90 年代与潘振声先生合影

（前排左起：陈奎、贺纪德、潘振声   后排左起：杜建中、姚学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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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杜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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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银川市轻工业局业余文艺代表队全体同志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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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银川市轻工局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全体人员听取轻工局军代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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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川市轻工局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部分同志
（左起：王汉臣、贺纪德、杜建中、轻工局军代表、刘德华）

当年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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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华的《拉骆驼的老汉坐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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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年
的
风
采

                         小戏《门槛》剧照
（左起：罗燕、杜建中、杨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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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喜闻建中兄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凤城旧事》要出版，借此我

向建中兄表示祝贺，记得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沧桑人生》出版

时，当时我很是惊讶。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宁夏烟草

专卖局刚刚组建，建中是宁夏烟草专卖局人事处处长。一个新组

建的单位，人事工作繁忙复杂，建中一年四季不着家，可我从没

听建中说过一句怨言，发过一句牢骚。在后来的几年里，因为单

位的频频出事，我一度也为他担心过，但建中经受住了组织的审查、

考验，自此我对建中的人品更是赞佩。中国有句俗话说，四十不惑，

在不惑之年，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他能把握住自己，做到这点很

不容易。

利用业余时间写点东西，这是他精神上的一个寄托。他利用

了别人休息娱乐的时间来搞创作，先后发表了几个中篇，后来又

写了一部长达 25 万字的长篇小说《沧桑人生》，特别是他的长篇《沧

桑人生》问世，让我很兴奋，我深知其中的艰辛。为了表示对他

的祝贺，应他之愿，曾为《沧桑人生》写了一个序。

我与建中交往多年，建中为人忠厚、义气，他的社会阅历丰富，



人生沧桑，在那篇序中，我曾鼓励他将这种爱好坚持下去，建中

果不负众朋友的希望。在他退休后的第一年，他病了，而且还病

得不轻，大病中的他，强忍病魔的折磨，又写出了他的第二部长

篇《祸水》。之后几年里，我多次回银川，见他身体恢复得很快，

甚慰，劝他要注意身体。

建中是个闲不住的人，在他身体康复的过程中又写了一部长篇

《烟》，《烟》不知何故至今没有出版。

今年春节我又回了趟银川，约他聚聚，聊天中听他说，三年前，

他的朋友——宁夏“德隆楼”事业集团老总刘德华，要他以他们

几个朋友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原银川市轻工局“毛泽东思想文

艺宣传队”工作、生活过的一段经历为原型，写部小说，以纪念

他们一位刚去世的朋友。他答应了，这两年他一直在忙此事。建

中是个说话算数、守信用的人，他用了三年的时间，写完了这部《凤

城旧事》。

此书源于生活，作品真实地反映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那段

动荡年代里，一帮年轻人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的一段工作、

生活的经历。小说细腻地描写了西夏王国故都凤城的风土、人情、

民风、民俗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和睦以及人与人之间

的真情友谊。作品采用了宁夏地方方言，并巧妙地运用了凤城民

间的风土人情和各个民族的餐饮习俗、风俗习惯作了一条副线，

贯穿整部作品，很多篇幅让人回味。借此我再次向建中表示祝贺，

同时也对建中的朋友——“德隆楼”的老总刘德华先生，在建中

出版这部书的过程中的全力支持，表示感谢。



建中搞文学创作纯属个人爱好，他常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激励

自己：时间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它总是有的。他是用了

别人聊天、娱乐的机会搞创作，这也是一种追求，这种精神很让人

赞叹。一部长篇的问世它含着作者多少艰辛，这是一般人体会不到

的，他的这种精神对我们这些专业搞创作的人也是一种激励。

在这部小说出版前，建中请我为这部书写个序，我答应了，

动手提起笔时又茫然了，千头万绪，话从何处说起呢？说点啥呢？

就送给建中兄一句话吧：“祝好人一生平安。”

                                                          李唯

                                 国家一级作家

                                 天津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总监



开  篇

这是一方神奇的土地，雄伟的贺兰山以它博大的胸怀挡住了

腾格里大漠的风沙和严寒。滔滔的黄河从它身边流过，滋润着这

片土地，养育着这里的人民。富饶美丽的田园哺育着各族百姓，

连美丽的鸟中之王——金色的凤凰也留恋这里，不舍离去。凤凰

将自己的身躯融入其中，幻化成了城池、湖泊和阡陌良田。从此，

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感恩为他们带来幸福安康的吉祥鸟，

把这里称之为凤凰城。

凤凰城地灵人杰，贺兰山的巨石上镌刻着先祖们与天地搏斗

的踪迹，水洞沟里遗留着先祖们刀耕火种的遗迹。贺兰山岩画和

水洞沟打磨石器及火种灰烬，都记录了原始文化的辉煌，佐证了

凤   ·   城   ·   旧   ·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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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秦汉时期，秦朝大将蒙恬率领军民在这里屯垦戍边，兴修水利，

开拓了引黄灌区。至盛唐，这里已是水渠纵横，良田连片，富甲

一方了。秦渠、汉渠、唐徕渠，像一座座中华水利建设历史的丰碑，

呈现在祖国大西北的土地上，至今仍造福人民；“贺兰山下果园城，

塞北江南旧有名”是这里的真实写照，引黄灌区成了黄河文化的

重要组成。

党项首领李元昊在这里建立了彪炳史册的西夏王国。西夏王

国虽然只有短短的二百多年的历史，却因为它创造了神秘的西夏

文明，而使西夏历史充满了神秘和至今也难解的谜团，西夏文化

为中华文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原始氏族文化、西夏文化和黄河文化，为中华文明增添了永

不磨灭的光彩。

凤凰城的儿女们传承着先祖们辉煌的业绩，创造着属于自己

的明天。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大地上骤然发起了一场革文化命的运动，

史称“文化大革命”，后人称“十年浩劫”。在那个蹉跎的岁月里，

凤城的一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因为一种共同的爱好，各自怀着

不同的目的聚到了一起。他们在这一方舞台上，展示着自己的才华，

实现着自己的愿望，演绎着各自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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