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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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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固原市委常委、西吉县委书记 马志宏

1



中
国
﹃
文
学
之
乡
﹄
丛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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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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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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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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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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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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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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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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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喜欢吃榴莲，他会不时买一个，自己却只尝一口，然后就再不

动勺子，凭你怎么动员。“对我来说，觉得吃一口和很多口是一样的，都是

那个味道，后面的都是重复。”不由惭愧，还不如儿子，就是喜欢重复，喜欢

重复那个味儿。

在享受上不喜欢重复，在孝行上却永不满足，这就是儿子。

妻说，上幼儿园时，姥爷姥姥到县城，儿子回来从兜里掏出两块蛋糕，

说，这是阿（我）给阿姥爷姥姥的。姥姥闪着泪花说，这么大的一点人儿，咋

想起来的，知道给姥爷姥姥留着吃。妻说，儿子把两块蛋糕装回来，意味着

一顿没有吃主食。妻说，每逢发了新鲜的东西，儿子都要装回来让她尝，虽

然每次都要挨她一顿训斥，但下次还是装回来。知道她晕车，每次回老家，

都要抢先上车给她占座位，有年春节，挤车的人特别多，儿子竟从别人裆

下钻过去，上车给她抢了一个座儿。

去北京上大学后，每学期放假回来，都要带一箱东西，一人一份。特别

是给爷爷奶奶，必不可少的是“稻香村”的软点心。当然，那一天我拉开自

己的书桌抽屉，往往会看见多了几袋茯苓饼、几盒干果。一次，还给妈妈买

了一个发卡，亲手给妈妈戴上，问他怎么会的，说是让商场阿姨教的。一

次，给大伯买了一把二胡，只为我们在聊天时讲到大伯当年喜欢拉二胡。

还要到中关村给大伯买电脑，被我阻拦了，我怕电脑拿回家侄子会上网。

近几年，每逢寒假，他都会接爷爷奶奶到城里，也只有他能把爷爷接

大山行孝记

◎ 郭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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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换了我，父亲总是一概拒绝。儿子不但能把二老接了来，而且留得住。

2011年寒假接来，一直住到隔年夏至才送回去，长达半年时间，算是破天

荒了。期间，父亲数次嚷着要回老家，都被他成功留住了。正好大四最后一

学期，他就索性回来陪爷爷奶奶。为了让爷爷安心，他动了许多脑筋，想了

许多办法。首先是严密监理着每一顿饭菜。我觉得妻做的花样已经够多的

了，比我们平时丰富多了，但他还是要隔两天亲自去买一趟他认为更适合

爷爷奶奶吃的菜。父亲不愿意戴假牙，早点妻就给烙软饼子吃，在我看来

已经够软的了，但他还是要切成米豆大的小方块儿，让爷爷泡到牛奶中

吃。爷爷的床头上，永远放着几罐糖果，各式各样的。每半个月给爷爷洗一

次澡，每两天洗一次脚。怕爷爷奶奶晚上去卫生间磕着碰着，就买了一个

可以在卧室用的便盆，还配了手电、扶椅等一应需要的东西。父亲眼睛不

好，看电视要凑到屏幕前，妻就给他一个小木凳，儿子看见马上在网上买

了一个同样高低的软凳子来。同时买来的还有足浴器，给爷爷洗完，给奶

奶洗，然后自己洗，也不嫌弃他们用过的水。完了抱着爷爷奶奶的脚剪指

甲，每次要剪半个小时左右，细致和耐心使我这个做儿子的惭愧。不巧，快

要过年时，微波炉坏了，为了方便给爷爷奶奶每天热牛奶，他大年三十上

街买新的，打不上的，就步行抱回来，到家，脸都冻肿了，累得睡了一下午，

好几天胳膊还酸痛。知道我分身无术，他就每天拿出一定时间，陪爷爷奶

奶说话，有时爷爷奶奶已经躺下了，他就上床躺在他们中间，和他们聊天，

往往大半晚上。我在书房，都能感受到父母的开心。父亲永远在讲他当年

那些事，我都能背下来了，但儿子却一遍遍倾听，他知道爷爷只是想和人

说话。有空他就给爷爷奶奶录视频，包括每次回老家录的，估计超过一百

小时。为了解除爷爷奶奶的终极焦虑，他不停地在网上寻找相关视频，下

载下来让他们看，为此，还专门买了一个U盘播放器。这也为留住爷爷起

了很大作用，父亲不再时时嚷着回老家，而是每天准时坐到电视机前，让

孙子给他播放下一集。我们欣喜地看到，半年下来，二老变得更加乐观、安

详、喜悦，可以坦然面对归属话题。

在孝顺爷爷奶奶方面，儿子显然制订了近期计划、长远规划。对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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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来讲，最后一学期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但儿子却把自己强行安排

在爷爷奶奶身边。还剩最后两个月时，我半开玩笑地催他回校，说，快回去

陪女朋友吧，孝敬爷爷奶奶的时间长着呢。他说，我的女朋友是天使，不用

陪的。仍然尽心为爷爷奶奶服务，直到毕业典礼前才返校。为了方便接送

爷爷奶奶，他专门考了驾照，说等家里宽裕了，买个车，想啥时去接爷爷奶

奶就啥时去，虽然至今我都没有满足他这一愿望。

我这些年之所以能够坚定地推广“安详生活”，有一个重要的力量就

是儿子的支持。才知道人生最大的幸福来自后代对你价值观的认同。上大

学后，儿子通过学习西方文化，接触外国人、外国公司，更加认同我的观

点，成为一个最坚定的安详理念支持者，并为此放弃出国、到外企工作等

计划，决定回家给我做秘书。

早在大二第一学期，他就写了长达万字的《让全世界人民都来学汉

语》，《文学报》更名发了一个整版。在把东西方文化做了对比后，他说：“在

这一切对于经典文化的论断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华经典文化的魅力，遗憾

的是，世界上至今没有一种语言可能代表汉语来描述出这种文化。汉语的

魅力，是中华经典文化五千年的魅力，它所代表的智慧，是中华五千年文

明的智慧。中华经典文化可以说是本世纪地球上仅存不多的文化宝库，而

汉语，正是这座宝库大门的钥匙。”之后，他对中国经典文化的热爱与日俱

增，到了大三，甚至到了非文言文不读的程度，说读白话文淡如白水。他

说，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爱国之情了，一个人在没有爱上自己的传统文

化之前说爱国，肯定是言不由衷。

为此，大学期间，特别是后两年，他想方设法帮我，只要他能承担的，

都主动承担了。

大三暑假，儿子更换了已经老得不能再用的洗衣机、电饭锅、微波炉、

淋浴器等。换洗衣机、淋浴器时，我正在楼上睡午觉，他都没有叫我帮忙，

待我下楼时，一切都已做好。看到他累得满头大汗，我心里一阵自责，这本

该是我的活儿，现在却让他来做。再看，还给卫生间安了换气扇，装了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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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等。说来惭愧，住进这个屋子已经七年了，这些基本设备我都没有顾上

置办。对此，从未听到他埋怨，不想现在他竟自己动手了，而且摆出一种永

远自己动手的样子，这从他在网上买了一套电钻等工具可以看出来。

大四最后一学期，他在孝敬爷爷奶奶、背诵《论语》等经典的间隙，抽

空网上购物，给客厅买了一个书架和衣架，给厨房买了一个菜架，自己看

着图纸组装。还把家里所有电源换成分项的，不用妈妈每次都要拔插，保

证安全。那几天，门铃只要一响，他就下楼搬东西，然后拆箱，看着图纸组

装，汗流浃背的。不多时，一个柜子就立在客厅了，一个衣架就立在门厅

了，一个菜架就立在厨房了。那是赶二十二届图书博览会书稿最忙的一段

时间，其间，我都没有认真看过他是如何组装的，当然就没有给他搭一手。

他还给我的卧室床头买了一盏十分温馨的仿古灯笼形布艺彩绘罩式台

灯，换下了我直接插在墙壁插座上的牛头灯。旁边配了一个小电扇，把遥

控器放在我的枕头边，让我暑期舒服一些，因为阁楼暑期就是一个火炉。

同时配了一个自动加湿器……让人躺在床上，有种重换天地的感觉。

一天下班回来，看见儿子映在一团橘黄色的光芒里。定睛，原来是他

在往新书架上摆书，已经快摆完了，那是他给我网购的中华书局版的全本

全译全注经典系列，摆了整整一书架。我说，郭大山同志，你想开书店啊。

他有些得意地说，是啊，您老以后基本不必再买书了。说着，拉上窗帘，把

刚刚安好的落地灯摁亮，柔和的灯光打在书架上，再加上妻摆在书柜顶端

的吊兰，让客厅一角一下子温馨起来，有意境起来。接着，他拉过来一个简

式靠椅，让我坐上去，又从书架抽出一本书给我，说，您老今后就坐在这里

看书，一边晒太阳，一边看，把这些书齐齐看一遍，再出去讲安详，就是另

一种感觉了。

说到书，我的每部书稿，特别是中华书局出的两部书稿，他都在紧张

的学习期间和同事、朋友一起帮我作了校对，确实增色不少。为了帮助我

取证，他十分关注出版动态。这些年，只要有快递摁门铃让我下楼取东西，

我就知道他又在网上给我买了书。打开一看，正是我当时最需要的。

看到我在全国讲课总是穿着同一件外套，他就开始在网上给我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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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不断地发来样照，让我确定后他下订单，我觉得没必要买那么多花样，

就说都不喜欢。他就失望地回一句：“我觉得挺好的啊，我妈也说挺好的。”

接着找，接着发，接着被否。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台湾，他还是自作主张买了

一件回来，说实话，我是打内心里喜欢的，但表面上还是作出不冷不热的

样子，怕他今后再买。每次回家，他都要给我把电脑重新装一遍，增加一些

上档次的电子词典，还有一些我需要的软件，确实为我节省了许多时间。

除此之外，儿子还主动承担了对堂弟的教育工作，写给堂弟的励志

信，估计也有上万字。2011年，二堂弟终于考上大学，他包揽了大人应该做

的一切工作，从填志愿，到装扮，到送行。堂弟考取的学校远在长春，中间

要换车，他不放心，就一直送到学校，办好住宿，给购置好生活用品后，才

回京上课。

我这些年不揣浅陋，到全国学讲安详，一个重要的动力就是儿子，因

为他时时处处身体力行，让我讲起来非常有底气。

上初二时，十一放假，妻带他到银川来，说要给买件防寒衣，我就带他

们去华联商厦。不想看遍所有衣服柜组，也没有他看上的。他说，还有没有

类似于固原商城那样的地方。我说有啊，东方商城就是啊。他说，那我们去

东方商城吧。到了东方商城，他才真正进入买的状态。在一家卖休闲服的

摊位前，他停了下来，要过一件，试了一下，然后和老板砍价。老板要了一

百二，他还六十。老板说，六十我进也进不来。他就拉了我和妻走。老板说，

如果要，就八十给你吧。他回过头说，七十？老板说，七十五行不行？他继

续作出要走的样子。我和妻说，买上算了吧。他说，不买，刚才我看的那家，

和他的货一模一样，人家才六十五。老板说，行行行，七十就七十吧，就算

我没挣钱。就买了下来。往回走时，他说，如果换了你们，人家要一百二，你

肯定给一百。我说，你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一手？他说，早了。我说，真厉害，

要不要奖励你一瓶康师傅？他说，要奖励就奖励一瓶酸奶，一瓶酸奶一元

钱，有营养，还解渴，康师傅三块，不过是个水。我说，郭大山同志，你今天

纯粹是给我和你妈现身说法来了嘛，哪里是来买衣服。他说，是啊，我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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