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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异写书法集》和《篱下虫鸣》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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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津 县 林 业 局 原 副

局 长 ， 德 州 市 书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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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书 法 艺 术 ， 崇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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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 退 休 后 尤 其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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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孟 頫 行 书 、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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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练，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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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参加省、市、

全国书展数十次，

多次获金奖、一等

奖等主要奖项。



       赵玉芳，回族，甘肃临夏人。现为中国书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

员，青海河湟穆斯林书画研究院常务理事，兰州市穆斯林书画摄影协会副会长兼阿文书

法创作部主任，省穆斯林书画摄影会员及临夏州书协、美协会员，中国回族学会甘肃书

画院会员，天水市回族研究会常务理事。临夏州、市政协委员。多年潜心研究中阿书画

艺术，用心感悟阿文书法的深邃内涵和笔法技巧，同时把汉、阿文书法有机融合，巧妙

融书法绘画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新特色。其作品多次在展览和大奖

赛中，获得金奖等重要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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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建方，1943年生，河南郸城人。宁夏书
画院原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协二
届理事、西泠印社社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
员、宁夏书协名誉主席、宁夏文史馆馆员，宁
夏书画艺术发展促进会名誉会长、宁夏书画专
修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文联“百杰书法家”及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书
法擅行草篆隶诸体，雄强雅健，清新自然。曾
多次入选全国及国际性大型书展，以及日本
“第一届全中国代表书家作品展”。在国内外
书展中多次荣获大奖。应邀出访日本、法国、
韩国、新加坡办展、讲学和交流。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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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探索构建“悟学”时，一直关注和研究有关阳光能量的社会现象和典型

人物。读了王其健先生送来的 《王其健文集》 书稿后，深受感动与启迪。尤其在

物欲横流，文学降温的当今社会环境中，王其健先生能以四十一年的阳光心态来

追求文学梦想，实现积极向上，创作有成的自我价值，出版了由报告文学、散文、

诗歌、小说组成的综合文学作品集，实属不易，难能可贵。对于他而言，最主要

的不仅是对他的祝贺与赞扬，更重要的是把他放在历史大背景和信息时代中进行

对比思辨，以启发人们“观一叶而知深秋，尝一滴而悟大海”的哲学境界。

四十一年前，王其健先生离开军营来到宁夏，逐渐步入了记者、作家和社会

文化活动组织者这三重角色的行列。在这四十一年中，人类文明进程节奏加快，

中西文化开放交融，这一方面打开了国人更宽阔的视野，另一方面又出现鱼龙混

杂的复杂现象。尤其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有的地方就像是一个曾被关闭的窗

子，打开了窗子却忽视了安窗纱，于是新鲜的空气和蚊子一并进入。同时，在这

个“大屋子”里的人们出现了经济落差与生活空间的差别，从而出现了五彩缤纷

的“百态心窗”，随之而来又有了各种能量的交织、碰撞、融合、分化、组合与升

华。在正能量与负能量的较量中，具有正能量的一些人一度人生暗淡。某些投机

暴发户。官场腐败分子，艺术圈的文痞，仿佛能量激增，不可一世，而那些坚守

在先进文化阵地的正能量人士却时遭冷淡。记得十多年前，我和黄超雄、杨继国、

荆竹、李范文、柴建方、马乐群、何克俭等宁夏名家为王其健先生策划组织的以

歌颂和谐社会为主题的全国大型文学大奖赛活动助阵，受到某些人的冷嘲热讽。

但王其健先生始终没有放弃积极上进并有点浪漫色彩的文学梦。就在自治区企业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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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协会组织编著纪实文学集 《功勋》 一书时，王其健先生承担了三篇作品。他

背着旧军用包，深入矿区与油井。有时为采访一个生活细节，要在厂区办公室等

几个小时。他的每一篇作品，历经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倾注了很多心血。我曾对他

说过，在我创作过的一千多万字的文字和近 20 多科艺术体裁中，最难啃的是两块

大骨头：一是戏剧，二是报告文学。尤其是当代的报告文学，它是集真实性、思

想性、主题性、艺术性、抒情性、故事性、学术性、可读性、趣智性、多元性为

一体的文学作品，既要在真实的人物世界里写得真而又真，又要在艺术的天地里

写得美而又美，还要在诗花盛开的氛围中写得精而又精。真实而又深刻，独特而

又精美，这需要作者有高深的思想境界，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扎实的写作功底。此

外，写报告文学还有“名誉风险”与“责任风险”，倘若把握不好人物的界线、尺

度与情节，就会招之风波骤起。王其健先生完全明白这一点，但他认为：正因为

社会复杂，更需要传播阳光能量；正因为报告文学难写，他要在啃这块硬骨头中

以身先试。由此，他把写报告文学定为主业，先后创作了二百多万字的作品，并

荣获国家级、省市级四十多个奖项，其中，特别金奖、特等奖、金奖、一等奖 16

个。他还扬眉吐气地连续五次带领获奖作品主人公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从国家

领导人手中庄严地接过了金灿灿的奖杯、奖章和荣誉证书。王其健曾说，小说、

散文、诗歌、是他写作上的“副业”，但搞这种“副业”也常有“冷业”的遭遇。

他写老百姓的真实而又平凡的生活，在诗歌中抒发点点滴滴的人间真情，有时会

被那些缺少生活阅历的“少壮派诗人”不屑一顾。王其健却有一番慷慨激昂、堂

堂正正的大义之辞：“水是很平常的，一个人一个月不吃肉还能生存，但一个月

不喝水必然断命。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有时像水，只有真正体验过贫民生活的人，

才能理解水的重要和珍贵。”他不仅在创作中有这种阳光心态，而且在组织社会文

化活动中更有这种境界。他克服了“组织活动难、筹备经费难、编著作品出书难”

的困难，自筹经费，连续组织了六届全国性主题鲜明和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的“文学大奖赛”活动，推出了全国各行业的一大批作家、作者和带头创业的精

英人物，为宁夏乃至全国推进先进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这种“坚持为

人民创作和推进社会文化活动”的精神值得传颂。他创作的“一棵小草”的诗，

表达了这种心境：“花朵艳丽多姿，不是它的资本。垂柳柔软婀娜，不是它的性

格。严寒酷暑何所惧，扎根于贫瘠之地，无须浇灌与培育，风雨中傲然挺立。严

霜打去它的脆弱，冬寒洗去它的泪痕。狂风赋予它顽强坚毅。以自己渺小的身躯，

装扮着广博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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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王其健先生的人生历程和创作心路，为我们坚持和传播阳光能量提供了

十点启示：一是阳光梦想。他在少年时就有了当记者和作家的梦想，这就使他能

够穿越物欲横流而坚守自己的圆梦阵地。二是阳光文脉。他出生于孔子的家乡，

且又读过孔子等人的圣贤书，一股自然的千古文脉激荡着这位山东人的传统情怀。

三是阳光磨练。他最早生活在农村，生存艰难，生活艰辛，但锻炼了他坚强地意

志和特别能吃苦的精神。后又参军，崇拜英雄的心境与艰苦训练的军营生活，让

他练硬了搏击长空的强劲翅膀。四是阳光环境。他在宁夏四十一年，在这块热土

上受益颇多。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和十四年的作家里程，尽管一路风程，一路坎

坷，但都得到了当地组织和友人的善助，尤其是近几年中“阿博览会”在宁夏举

办，给他带来了极为振奋的正能量冲击波。五是阳光交往。在他交往的友人中，

文化人占 7 成，其他行业优秀人物占 2 成，这就使他有了“近朱者赤”的人缘基

础。六是阳光创作。他采写的报告文学中，所报道的主人公约有一百多人，其中

获奖的六十多人。诚然，并不是所有获奖人物都是纯先进人物，但这在很大程度

上给他带来了真实的感动、感慨与感想，使他采写的人物也变成了他学习的人物，

采访的对象变成了他的传教对象，社会主人公变成了他效仿的主人公，这种天人

合一的自然熏陶就升华了他的思想境界。七是阳光善导。他的散文、诗歌大多写

了让他感动的人和事，这又成为清理和修复他的“心灵的良药”，起到了潜移默化

的善导作用。八是阳光求教。他常与区内外业界名家来往并请教学问，即使是比

他年龄小、资历浅，但有一技之长的人，他也诚实请教。“三人行，必有我师”，

已成为他的自觉行为。九是阳光生活。他的住宅不算宽大，不贪酒，不打麻将，

不参与任何不良活动，就喜欢灯下陶醉和辛勤耕耘。他请朋友吃午饭，将剩下的

几个饺子带回家去热一下再吃。十是阳光欲望。他总觉得创作出一部好作品在他

心中是最大的喜悦，出一本好书是他一生的夙愿。诚然，王其健先生毕竟是一个

凡人，是一个有所成就的记者、作家和社会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和活动家。他不可

能是完人，也不可能把这“阳光能量”做到极致，但他是具有阳光能量的优秀文

化人，他的人生进程和创作经历，能为我们研究阳光能量现象提供一种思路和案

例。他就像一片枸杞园一样，有扎根大地，开花结果枝繁叶茂的枸杞树，也难免

有杂草飞虫。但整体看，他是一道充满阳光的正能量风景线。同时，他还给我们

带来这样一种启示：大千世界中，任何生物的成长与成熟，都必须遵循一种具有

正能量的天道，而判断一个人的成就，并非以能量大小而区分，而以能量正负而

划界。你具有了正能量，尽管能量有限，但能符合天道，便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

3



王
其
健
文
集

W
ang

Q
iJian

W
en

Ji

景与更长远的前行轨道。这就像大江中的一叶小舟，顺顺风而行，便有了“两岸

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浪漫诗境。

正因为具有了阳光能量，他的作品自然也散发出阳光文韵。他的报告文学纪

实文学与时俱进，写法求变，感情真挚，文笔朴素，总想在实写与诗化的文韵中

展示这个时代的风采。我读过他发表在纪实期刊 《中国报告文学》 杂志上的新作

《风湿病的克星———宁夏秦杨风湿病医院院长杨仓良写真》 这篇两万多字的报告文

学，写得真实感人，朴素大智，具有宏观中透视微观，微观中放射宏观的写作特

色。这充分表现了他在文学领域中兼有史学、哲学、医学、美学。现代心理学的

等多种学科的学术才能。他的散文和诗受朱自清、冰心等传统作家影响较深，无

论是颂扬父母情，还是寄寓意一片落叶，总是以清风明月的笔调去抒发真实、真

切、真辩的思绪，使平朴自然的景致平添几分如画如诗的文韵。最为宝贵的是有

几篇散文和几首诗，就像飞上空中的风筝，散发着单纯的童趣，这是最难得的阳

光能源，它使散文和诗从华丽的包装中归向更高层次的荷花清香，会有助于我们

去领悟“人生一世童趣宝，纵览天下朝阳好”的禅境。他的小说是一个值得研究

的关注点，将纪实文学和散文元素揉之其中，这加深了原始生活的烙印，读来自

然亲切，颇有情趣。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讲，会有更多的启迪。通过他笔下人和事，

有助于我们去领悟“泥中莲花”、“海纳百川”和“圣贤传灯”的哲学意境。诚

然，他和我们许多作家一样，不可能每一篇作品都很精致。但他已经有了新探索，

会继续壮大自己的阳光能量，升在厚积薄发的基础上再写出更好的精品，让阳光

能量，阳光人生，阳光作品，构成他这一生永恒的大善之求。

这篇拙文一夜草成，未及细酌，不妥之处请王其健先生和读者雅正。我真诚

祈望，人们多关注具有阳光能量的好作品，逐步形成“正能量大潮”，冲刷那天上

的浮云和大地上的杂物，使我们这个正在改革发展的社会，呈现出更加阳光明媚

的风景线。

2015 年 7 月 10 日于银川三星阁

严光星 国家一级作家，中国首席红枸杞作家，中国“新武侠”小说创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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