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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他乡—大山外的西吉人》 一书适时结集出版，这的确是一件

值得庆贺的事情。

西吉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新石器时期便为中华古文明发祥地

的雍州属地。红色历史璀璨，是红色革命圣地，毛泽东夜宿单家集，红

军长征胜利会师将台堡，见证着西吉的光辉历史。西吉文化底蕴深厚，

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伊斯兰文化交相辉映，是中国首个“文学之乡”，

也是华夏古钱币收藏第一县。西吉境内有战国秦长城、汉代古墓群、石

城之战和好水川之战遗址，有火石寨国家地质 （森林） 公园、党家岔地

震堰塞湖，有拱北、道堂、清真寺等宗教建筑，形成了“红色圣地、丹

霞胜景、民俗文化、回乡风情”四大文化名片。

近年来，西吉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区、市党委、政府各项工作部

署，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令人

欣慰和振奋。特别是今年以来，西吉县按照 “4155”战略部署，继续解

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依法治县、加强党的建设，适应新常态，

谋求新发展，全县各项事业繁荣进步，呈现出经济社会向好的发展态势。

可以说，在与全区、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道路上，一个开

固原市委常委、西吉县委书记 马志宏

西 吉 县 人 民 政 府 县 长 武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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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富裕、和谐、美丽的精彩西吉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西吉这片厚重的

黄土地里，走出去了一大批“能人”，在祖国的天南地北、异域他乡创新

创业、默默奉献。基于此，从2014年1月份开始，西吉县文联委派张旭东

同志通过近两年的辛苦约稿、采访，撰写了 《故乡·他乡—大山外的西吉

人》 一书。应当说，本书的结集出版，必是一本很好的励志读物和鲜活

教材，也是宣传西吉的精品佳作和县情教育的良好素材。该书凝重质朴、

轻松明快，蕴含了丰富的发展创新理念，具有很好的借鉴和推广价值。

通读全稿，虽然列入文中仅40余人，是在外西吉籍成功人士的冰山

一角，但每个人的事例极具代表性，他们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向

山外精彩的世界，开拓着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书稿中有他们成功的喜

悦，也有失败的教训；既展现了酣畅淋漓的内心世界，又表现了坚韧挺

拔，百折不回的创业精神。他们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友邦异域，用自己

的智慧和汗水或以产业报国、或以教育报国、或以科技报国等，为当地

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奋斗历程，是一种理念、

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西吉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更

是西吉人民学习的榜样和骄傲！读后感到喜悦、骄傲和振奋！

可以看到，一批批优秀的寒门学子和辛勤耕耘者，发扬顽强的求知

求学精神，自强自信，人穷志不短，逆境更坚强，今天成为回报祖国、

回报社会和家乡的主流！在高等学府、在科研基地、在施工一线……，

他们用心血和汗水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构筑“中国梦”做出了应有贡献。

可以看到，一批批外出务工人员，由“守土恋家”转变为“四海为

家”，勇于摒弃与现代开放型经济不相适应的陈旧观念与落后意识，以更

强的闯荡精神和更大的开拓魄力，从求稳走向求变，从被动走向主动，

从观望走向进取，从守业走向创业，迈出家门，跨出国门，在国内、国

际市场中参与竞争与博弈！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善良和坚强改变着生活，

成就着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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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他乡———大山外的西吉人》 一书就是在这样的探索和实践中

诞生的。作者和主人公们用灵动隽秀的文笔，客观地记录了他们的奋斗

足迹，生动反映了他们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创业实践的历

史画面，抒写了一曲曲满怀激情的奋斗者之歌，可谓切中主题，是一张

反映西吉人文的名片，是一张树形象、展风采的名片。该书创意独特新

颖，内容饱满感人。可以说，本书对于每一位西吉人而言，是一本极有

营养的精神读物。

生命不止、奋斗不息。西吉籍在外各界人士的成功经验、典型事例，

无一不说明他们时刻保持奋斗者的坚韧姿态，也必将成为建设开放、富

裕、和谐、美丽西吉的精神力量，这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权且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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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斌，1966 年生于宁夏西吉，先后就读于固原师范、宁夏教育学

院、鲁迅文学院。现为银川市文联主席、宁夏作协主席、 《黄河文学》

主编，中国作协全委，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宁夏大学、

宁夏师范学院客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著有畅销书 《寻找安详》 等。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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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起步

郭文斌早年求学于固原民族师

范学校，毕业后分配至宁夏西吉县

将台中学任教，后考入宁夏教育学

院 （现合并为宁夏大学） 中文系，

郭文斌与安详主义

◎ 佚 名

耀
星
璀
璨
靓
文
苑

作家郭文斌近照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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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分配在西吉县教育局，随后调至固原市文联 《六盘山》 编辑部。

《六盘山》 编辑这个岗位，对郭文斌来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它让郭文斌

站到了成为一个作家的起跑线上。

《空信封》 是郭文斌的首部著作，1998 年 8 月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

版发行，印数为 2800 册。不到一年， 《空信封》 已被抢购一空。1999
年 9 月，重印 3000 册。与众不同的是，第二次印刷时作者在原来的定价

基础上下调了 4 元，以回报读者。 《空信封》 中的许多篇章 屡屡被全国

刊物选载，有的还被拍成电视散文在中央电视台、宁夏电视台等媒体播

放。撰稿并协拍的电视片 《西部娃》 宁夏部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获

奖。感动是感动的积累，温暖是温暖的升华。 《空信封》 是郭文斌文学

才华的一次集中体现，也是他以作者身份闪耀在西海固作家群的一个标

志性符号。

苏启运在 《空信封》 再版序言中所说：“对于 《空信封》，这一切仅

仅是一个序幕。”后来的事实和发展，印证了这句话的深远寓意。从这个

时候开始，郭文斌的作品，一直受到文学界的重视和评论家们的密切关

注。 《空信封》 不空！

1997 年， 《朔方》 杂志给他个人安排出了小说特辑。1998 年，全国

发行量最大的文学半月刊 《佛山文艺》 给他开设了小说专栏。

从 2000 年开始，郭文斌的小说创作进入爆发期，先后在 《人民文

学》 《中国作家》 《青年文学》 《天涯》 《钟山》 《北京文学》 《上海

文 学》 《雨 花》 《作 家》

《收获》 等期刊发表作品近三

百万字。作品先后多次被

《小说选刊》 《小说月报》

《新华文摘》 《作品与争鸣》

《散文选刊》 《散文海外版》

《中华文学选刊》 《青年文

摘》 《短篇小说选刊》 《读为读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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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等国家核心选刊和选本选载，入选多种年选本，有多篇被中央电视

台制作播出。

2004 年，在文学名刊 《钟山》 发表短篇小说 《大年》 后引起争鸣，

分别于同年的 5 期、10 期和 2005 年 3 期的 《作品与争鸣》 上有四位评论

家展开争鸣。其后小说 《水随天去》 《陪木子李到平凉》 等也引起争鸣。

2005 年 5 月，小说集 《大年》 出版发行后，6 月 30 日由 《小说选

刊》 牵头，在京为其举办了作品研讨会。专门为一位作家召开研讨会，

这在复刊后的小说选刊尚属首次。同一时间，南京方面也为他召开了研

讨会。郭文斌的创作作为当代文学新的力量，从对西部文学风貌丰富的

意义上，引起了高校学者的关注。2006 年 6 月，散文集 《点灯时分》 在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获得了普遍的认可。斩获文学大奖———鲁迅文

学奖、茅盾文学奖提名。

2006 年，散文 《永远的堡子》 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小说集 《大

年》 获宁夏第七次文艺评奖一等奖。短篇小说 《吉祥如意》 在 《人民文

学》 2006 年第 10 期发表后，先后被 《小说选刊》 《小说月报》 《新华

文摘》 《中华文学选刊》 等国内多家权威选刊全文转载，作为唯一的一

个短篇获得 2006 年度“人民文学奖”。在 2003 年至 2006 年度“小说选

刊奖”评选中，又获得短篇第一名，在中国小说学会 2006 年排行榜评选

中获得短篇第二名，在“中国最新文学作品评选”活动中被评为最佳短

篇小说，并被收进多种选本。

2007 年 10 月，郭文斌的短篇小说 《吉祥如意》 摘得了第四届鲁迅

文学奖。

2011 年 3 月 25 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宁夏文联、宁夏作协、银

川市委宣传部、上海文艺出版社、银川晚报和黄河文学杂志社共同主办

的郭文斌长篇小说 《农历》 研讨会在京召开。 研讨会上，专家就 《农

历》 进行了深入地研讨，大家认为：这是一部试图续接传统和谐力香火

的长篇，是一部在民间传统中寻找灵魂复苏力的长篇，是一部在田园牧

歌中寻找永不遗忘永不迷乱永不被物质制约的根本幸福的长篇，是一部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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