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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风起云涌，50年花开花落，石嘴山市沐浴着时代的风雨，走出了

50年的坎坷，也走出了 50年的辉煌。

50年来，石嘴山市的经济文化不断地繁荣发展，各项事业都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一个新型工业化山水园林城市迅速崛起。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社会的进步，石嘴山市的文学事业，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门

类到多门类共同发展繁荣的光荣历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市文学人才辈出，文学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一些作家的作品走出宁夏走

向全国，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为石嘴山市的文学事业的进步作出了重要

贡献。特别值得瞩目的是，近年来，我市作家创作的如《金羊毛》《菊花醉》

《家事》《黄龙川》《养女》等一批厚重、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陆续问世，在区

内外形成一定影响。还值得一提的是，我市一些有潜力的中年作家的小

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作品在国家级刊物频频露面，有的获国家级奖

励，有的获省级奖励，有的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显示出一

定的创作活力和潜能。

在石嘴山市 50大庆来临之际，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展望未来，心潮

激荡。我们需要总结的事情很多很多，继往开来的任务也很重很重。正是

出于这样一种思考，《石嘴山市文学作品集》既作为庆祝石嘴山建市 50周

序
中共石嘴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李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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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献礼，又作为文学界回顾和总结已有的成绩与经验、坚定信心走向未

来的形式之一，就显得十分有意义。《石嘴山市文学作品集》共两卷，含小

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收入近 40位作者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

曾获得国家、自治区、市级奖励，一部分曾获得刊物和部门奖励。比较引人

注意的是，这套丛书收录的作品中，其作者相当一部分都很年轻。这就使

我们深深地感到，石嘴山市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是几代人共同协作、携

手共进的结果。老作家言传身教，青年作家谦虚好学，构筑了石嘴山市文

学进步的基础，这也是我市文学事业繁荣的优良传统，需要继续发扬光大。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

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

的热切愿望。这就要求广大文学作者充分认识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增强

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

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培

育自己，着力反映改革和建设的生动实践，反映人民群众的英雄业绩，表

现全市人民建设石嘴山、勾画未来的精神风貌，激励人们投身现代化建设

的伟大实践，从而为加强石嘴山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以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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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走星海湖

雍进成

城里的日子如线团，被一圈一圈的年轮和干不完的工作牵扯得黏糊糊的。

总想有个机会从心灵的羁绊中走出来，到自然中走一走，于是就有了放歌湖水

的念头。我对湖的认识过于肤浅，从儿时捕鱼摸虾的沟沟岔岔里走出来，知道有

个三排水沟和五排水沟。认识洞庭湖、西子湖、鄱阳湖是从书本里摘出来的，洪

湖是从电影《洪湖赤卫队》的插曲里听来的，青海湖倒是实实在在地走了一遭，

但没有认认真真地品味。唯有星海湖，使我魂牵梦绕地去了三次。

春天的星海湖已开始融化，但最能融化冰面的是机器的轰鸣声和劳动的号

角声。一夜之间，城市的东侧出现了一抹青色，飘响的红旗和整排的机器，远远

望去，仿佛一些调皮的顽童随意涂抹在宣纸上的儿童画，简朴而浪漫。大型的装

载机和挥汗如雨的人群，在地上留下一道道履带痕。一丝疑虑掠过我的心头，这

能成为湖吗？满目的冻土和干涸的土地，还有在春风里索索发抖的芦苇，把我的

梦给扯碎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星海湖轮廓。

春天与夏天的界限是那么的不好界定。几十天后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随

市文联采风团第二次来到星海湖，眼前的景色使我真正地找不着北了，整个湖

面碧波荡漾，游艇来回穿梭，夏天的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烟波浩渺，空

气温柔地飘着，水面上燕子在轻轻地追逐着湖里的倒影，湖面上一道道皱折随

风向远方飘去。芦苇已一簇簇地露出水面，岛屿上的树已经枝繁叶茂，闷热的空

气被清凉的湖水化解了，一阵阵凉风袭来，就如置身于西子湖畔。贺兰山青翠欲

滴，早没了赭红色的颜色，城倒映在湖中，让人耳目一新，一见钟情。春天看到的

两个大土堆，已成为绿色成荫的两个湖心岛，谓之“声琴岛”和“鹤翔谷”，它们的

取名也别具匠心。

夜
走
星
海
湖

诗
文
卷·

3



当窗外的向日葵深深地垂下头颅时，秋天来了，心绪牵过了春天扯过了夏

天，又叫一个欢蹦乱跳的秋天给网住了。紫色的、白色的牵牛花依旧有开有合，

继续吹奏着悠然的乐曲，小麻雀肆无忌惮地在她弯曲披拂的枝蔓上荡着秋千，

几片萧叶悄然落下。数棵白蜡和几丛野菊被一场秋雨冲洗得洁净清爽，出落得

水葱般鲜亮。秋天的北沙湖，波光粼粼里都兜着美丽的喜悦，同时也感染着一颗

颗未泯的童心。

在一个晚饭后的傍晚，怀揣着微醉后的清醒，沿着山水大道，我又一次来到

星海湖。黄昏的湖边，确实迷人，紫翠的贺兰山云带横腰，宝蓝色的湖水银鳞跃

浪，满天霞彩，更是闹得紫舞红翻、银团锦簇，活脱脱似丝网抖出一匹匹锦缎。它

们不止自己艳装巧扮，还给天边素净的白云也镶上了一圈蔷薇色的花边，又把

波心帆影、天边鸟羽，全涂上一抹轻红……这已经够美的了，回头再看看山下的

城市，轮廓清晰，红瓦白墙，晚霞在城市上空撒下一道道彩虹，横的线与竖的面

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聚焦的点。城在湖中弄姿，湖在城中献媚，使我像一只笼

罩在美丽的光轮下的小鸟，把多多少少的烦心事暂且抛在一边，心中填一首词

在这美丽的画卷上：“山外紫云正聚，山背骄阳沉睡，夜翳徐张，霞光未黯，云合

微茫里。潮落星海澄不语，孤帆负取余光去，归岛穿烟，肥鱼戏浪，人嚼黄昏媚。”

不知合不合意。

夜色渐渐地近了，天边的彩云在互相撕扯着、撕扯着，扯开了一抹黑幕，黑

夜悄悄地跟在了我的身后。风给人的感觉是有温度的，上半身火辣辣的扑面掠

过，下半身却凉飕飕的如霜雾袭衣。说是夜，但不是很黑，湖边对面的行人可以

看到清晰的轮廓，想不到也有如我同样心境的人在湖边漫步。秋的夜空很柔和，

簇簇芦苇在夜色下随风摇曳，不由人想起“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的诗句，虽然是讲梅的，但用在这里也不为过。

夜是最浪漫又最睿智的时段。在这蒙眬的空间里，生命的叶子在露水的浸

润之下，思维和激情都被蓦然挑亮的月色激活。遥望星空，如紫砂壶泡醒了碧螺

春，呼着清气，升为缕缕轻烟，可化解白天的种种疑窦与无奈。在清清爽爽的夜

色中，你所想要明白的，于是明白；你所想要完美的，于是完美；你所想要忧伤

的，于是忧伤。在这独自的时空，无谁打扰，无谁勉强，无谁干预。夜来郊游，是为

疲倦的羽翼拂尘，是为紧张的灵魂松绑，是为劳累的生命歌唱。而今，高楼大厦

难避开酒绿灯红，难躲过喧嚣聒噪，只待月牙儿偏西，尘埃落定，静寂的夜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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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清静的人。丢掉俗思杂念，忘却红袖翩翩，从水中挤出一条文思小路，或漫

步，或随想，就有好的故事让你聆听，就有好的心情让你渲染，就有好的蛐蛐为

你吟唱，就有智慧的萤火虫如满天星星般闪亮。

星星是星海湖婉约的诗篇，真可谓“五湖四海，群星璀璨”。长这么大，我没

有在湖面上看过星星，只感觉星星在天上，而置身于偌大的湖面上，却分不清哪

是天，哪是湖。湖中是天，天上是湖，抬头是满天的星星，低头是满湖的星星，它

们挤眉弄眼，搔首弄姿，相互作答，不时有一颗耀眼的划过星空，掠过湖面。湖面

上清亮清亮，神秘、宁静，带有一丝丝氲氤诱人的气息，在这里它可以圆你的白

日梦，可以让你体会飞的感觉，让你在想象的空间里飞翔，在几乎沉醉的现实中

有这么大个空间让你自由飞翔，那诱惑当然无法抵抗。在城市日渐繁杂的喧嚣

中，在繁忙工作的缝隙中，走进城市一隅的湖面上，清亮的夜色照耀着我不太沧

桑的脸，我用双手捧起这令我激动无比的湖水，读这些具有精神重建价值的湖

水，使我更向往这种安静、悠闲、轻松、充满人文精神的生活。手捧心仪已久的湖

水，仔细地品味，咀嚼湖中的宁静和快乐，是生活中不可多得的享受。在这寂静

的湖中，寻找精神的快慰，洗去生活的繁重，洗去心灵的灰尘，于静谧中体会湖

的设计师人性化的精髓。

一簇簇高高的芦苇一直延伸到天的尽头，在芦苇很细小的叶丛中，一弯新

月挂在夜空。它越过显现在它那星体上的枝叶，慢慢地爬上来，登上了天空，置

身于被它隐去光芒的繁星之中，开始把飘浮着纯洁和梦幻的清亮之光洒向湖

面，洒向人间。而对多愁善感的诗人和卿卿我我的情侣们来说，它是那样的珍

贵。月色是美的，不由使我想起儿时老师教的一首儿歌中的歌词“弯弯的月亮小

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上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明亮的天”。

那时我想，晚上的天怎会是明亮的呢？今天我才知道，它就是亮的，而且在湖面

上，你还能看到它是蓝的呢！

随着月亮的升起，湖里的青蛙开始不安分起来，打破了夜色的宁静，低一声

高一声地鸣唱，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的传说。小时候在乡间的田埂上，沟渠里

到处都能见到青蛙，一位上海来的老师就让我们给他捕了吃，我们放学后就去

捕捉，然后用铁丝穿了一串，第二天给老师带去，开始我们不敢吃的，后来试着

吃了一只，味道很好。后来被奶奶知道了，就吓唬我说，吃了青蛙的肉，奶奶会死

的，吓得我再也不敢去捕捉了。现在想起来，奶奶是在有意保护青蛙。除了青蛙

夜
走
星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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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外，还能隐隐约约地听到蝉的清唱。蝉鸣也不显得那么没完没了，被蛐蛐

的和唱渐渐地取代了。不时有小小的青蛙爬到脚上，使你不忍心挪步，远处的湖

面上不时传来“劈啪劈啪”的声音，那是鱼儿在欢乐地跳跃。微风吹来，使人感到

心旷神怡，人生的大境界，莫过于此。把酒临风，对酒当歌者，又能有几人？唯有

长风斜过时，握住一缕在手心，不一定最美丽，不一定最温情，但却使平平实实

的生活中有一份宁静祥和的安谧，那是片刻千金的平常人家的心怀。如果我们

能够体会这种平淡之中的幸福，能够在一捧湖水中见世界，在锅碗瓢盆中品味

出坦然，那么这就是生命中的大境界了，我们所期待的不正是这样一种德行吗？

不知不觉中，已经是午夜时分，身后的城市仍然华灯耀眼，对面的山水大道

依然车水马龙，星海湖二期工程的建设者还在挑灯夜战，不时传来机器的轰鸣

声和劳动的号角声。我在想，不久的将来，天上的银河会降落在这座塞上绿城

的，湖傍城而造，使城市生出了几分滋润，城依湖而建，使湖有了些许妩媚。漫步

星海湖，徜徉在山与水、城与湖之间，使人倍增几分灵气。“智者乐水”，我虽不是

智者，却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使心灵有了几分润泽，感谢建设者们为我们营造一

方洁净的心灵之城，等城市湿润得能挤出水来，我们干涩的双眸也会变得清亮

清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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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出惠农

张福华

难忘安乐桥

我是一个对方向从来就不敏感的人，坐在车上绕来绕去，早已是晕头涨脑，

莫辨东西了。直至车再一次减缓了速度沿着正在修建的道路缓缓行驶时，一直

在为我们讲述惠农区新建的代区长说，这就是原来的安乐桥。“原来的”让我听

了只觉得心轻轻地一颤，赶紧向车窗外望去，似乎是一瞬间就辨清了方向。向北

是那条热闹的街道，向西就是我去了无数次的通往干妈家的路了。眼中的景物

还是一如往前地熟悉：医院，商店，饭馆……只不过那座小桥已经不复存在，代

之而起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尽管我知道新建的道路要比原来的宽阔，行走要方

便，可我还是有一种热切地去赴约，友人却没有等在那里的失望、惆怅和伤感。

认识石嘴山，几乎是从认识安乐桥开始的。

40多年前，当我还未出生时，同母亲在一起工作的好姐妹，因为结婚多年

未孕，很是羡慕身怀六甲的母亲，于是同母亲商定，无论我是男是女，她都要做

我的干妈。

有幸，当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有了两位疼爱我的母亲。

离散多年以后，尽管干妈也是儿女成行，可她还是辗转打听，找到了我们搬

了几次的家。当年年轻的两姐妹已经是两鬓染霜。好不容易的相聚使她们有说

不完的话，她们说的最多的是那城市多年的变化。一致感叹，日子过得真快，当

年那个在襁褓中哇哇啼哭的小姑娘，一转眼就十几岁了。

以后的每个寒暑假干妈都会接我去她家小住。因了这份没有血缘的亲情，

我与安乐桥有了不解之缘。

情
出
惠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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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时，干妈详尽地描述她们家的地址，不止一遍地念叨着“安乐桥”“安

乐桥”。

我就是那时，第一次从干妈口中听到“安乐桥”这个既好听又易记的名

字的。

以后的日子，安乐桥于我就不只是一个名字，它几乎成为我辨别方向的罗

盘。每次去干妈家只有在安乐桥下车，我才能不迷路，才能找到干妈家。在这片

既熟悉又陌生，并且每天都在变化的城市中，安乐桥是一片不变的风景。它像一

位慈祥的老人，默默地承接着一个邻家女孩轻慢的脚步。曾经在清晨，跨过小桥

去看日出，也曾在黄昏时分，走过小桥，行至黄河堤岸，踏着茵茵绿草，看河水缓

缓流去；更是无数次地在它旁边等车，乘车。每一次，只要一听到汽车上的票员

报出“安乐桥”那熟悉的站名，心中就一片安然。

在干妈家无忧无虑玩耍的时光里，无论我走多远，在心里都没有离开过安

乐桥。当我自认为熟悉了周围的环境不会再迷路时，就一个人独自去逛街，回来

时为了走近路，就钻入一条街巷，转来转去就迷了路。无奈只好从巷道出来，一

路打听着安乐桥。来到桥边就像是酒醉的人突然被惊醒一样，一下子就认清了

回家的路。还有一次与朋友去看黄河，车直达终点，看了奔腾不息的黄河，看了

缓缓行驶的大木船，逛了大大小小的街店。中午时分，饥肠辘辘，却是怎么也找

不到干妈家。没奈何，只好一路听任好友的抱怨，顺原来的路返回安乐桥。到了

干妈家时，早已过了吃饭时间。这些都成了我被干妈家姐妹嘲笑的笑料，文弟就

不止一次地说：“多亏有座桥，要不还不把你给丢了。”

是的，多亏有那座桥。

许多年以后，当我也到了母亲当年的年龄时，我沿着那条长长的街道，去寻

找母亲常常提起的曾经工作过的瓷厂。站在老旧的工厂里，就像站在一张褪色

的照片里，工厂静静的，看不到有人在忙碌，也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房檐下堆

着一摞摞瓷器，在草绳的捆扎中，似乎也在无声地诉说着它们的无奈。这就是母

亲留下过青春、留下过汗水而为之念念不忘的工厂吗？它静得像睡熟了一般，丝

毫也没有母亲描述的那种热烈劳动的场面。那位打着哈欠的门卫老人不耐烦地

说：“停产了，还来干什么！”

这一次我又迷路了，是为母亲。恍惚中看着所有的房子都一样，看着所有的

街道都相同。只是那座在风雨中伫立了许多许多年的小桥在冬日寒冷的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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