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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夏剧《中秋月》剧照

1998年音乐剧《中秋月》剧照

2002年 10月北海银滩宁夏专家合影（前排左二为作者）



作者与宁夏著名文艺理论家王荆竹（左）作者与《中秋月》制作人达惠芳（右）、导演马
桂芬（左）

20 世纪 90 年代作者与青海著名学
者梁今知（左）

20 世纪 70 年代作者与书法家、摄影
家、篆刻家柴建方（左）

作者与著名导演董小吾（右） 作者与宁夏著名史志学者吴忠礼（右）



1973年作者在居室前演奏 1976年作者在居室前赏花

1978 年作者与宁夏歌舞团乐队演奏员杨
连理（前左）、付硕（前中）、郭福灵（后左）、
邵本玮（后右）

2001年作者于岳麓书院

作者与《曼
苏儿》男主
角吉千（右
一）、女主角
王存琴（左
一）



总 序

黄土地长出的歌谣
杨春光

宁夏地处祖国西北腹地，古老的黄河流经这片热土，古丝绸

之路经由这里贯通西域。这里也曾是古代北方各民族角逐争战

的战场，历来被视为边塞之地。所分布的以回族优秀文化为主

体的多元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红色经典文化、以“两山一河”为

代表的大漠黄河生态文化、古人类遗址和古生物化石遗址文化、

边塞军旅文化、民风民俗文化、西夏遗存文化、以改革发展为主

线的成果文化等有着深厚的积淀，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着宁夏

各族人民的精神气质，有着中华民族的风骨与气派。如何进一步

发掘、整理、传承、弘扬这些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对于每一个文

艺工作者来说，是时代赋予的责任。

张弛同志是土生土长的宁夏老一代文艺工作者、国家一级

编剧、宁夏著名词曲作家。他生在黄土地，长在黄土地，耕耘在黄

土地，故而有着深深的黄土情结。“黄土谣丛书”是张弛同志倾心

创作的一套以音乐文学及音乐为主的丛书，编选了作者多年以

来创编、发表、演出、录播及获奖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作者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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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着眼西北，取材黄土高原，以赤子之情赞美家乡、赞美祖国

的真实写照，是作者心灵的感悟、生命的印记，也是黄土地长出

的歌谣、结出的果实，散发着浓浓的黄土气息。

丛书题材面广，涉及宁夏诸多文化的方方面面，从不同视角

观照了宁夏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变迁，见证了宁夏在建设中

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美丽的历史跨越，同时，在学习、吸收、借鉴、

运用民族民间文学及音乐上很有融会贯通的独到之处；在体裁

上多种多样，并为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诸如音乐剧、花

儿歌舞剧、民间歌舞剧、歌剧、童话剧、电视剧、电视音乐风光片、

歌词、歌曲、器乐曲、小说、散文、杂文、童话、诗歌、随笔、论文、评

论、评介等；在风格特色上尽显塞上风情，让人感受到大漠、黄

河、烽火台、古长城的辽阔、苍茫与悠远，感受到历史的凝重、恢

弘与非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既然是宁夏这方水土养育了我们，那我

们就理所应当要用智慧和劳动，给予黄土地以回报。“黄土谣丛

书”来自大自然，来自黄土地，把它们结集出版，变成群众看得

见、摸得着的可读可唱的东西，这就充分体现了文学艺术源于人

民、源于生活而又回归人民、回归生活的艺术规律。唯此，我们的

情与爱才会真正回归大自然，文学艺术才会在回归中真正得到

升华、得到检验。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民族文化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过程

中逐步形成的。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人民在创造，宁夏在年

轻。让古老与现代相碰撞，迸发出盛世中华独放异彩的火花；让

时代与民族相交融，创造出和谐社会的华夏文明。承上启下、继

夏地风·剧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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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开来，发掘整理、传承弘扬宁夏地域特色文化，是全区广大文

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衷心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七大和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始终坚持“二为”方向、

“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大力弘扬以回族优秀文化为主体

的“九大主流文化”，挺立潮头、勇往直前，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

品，为推动宁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黄河奔腾，长流不息，贺兰岿然，平川万里。衷心祝愿“黄土

谣丛书”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二誘一一年一月一日

（作者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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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张弛相识是在 20世纪 70年代末，距今已有整整 30个

年头了。那时我只身一人住在原红旗剧院的招待所里。因为他是

编剧，我是导演，所以他时不时把他写的剧本拿给我看，让我提

意见。记得他拿给我看的第一部戏是大型民间歌舞剧《凤凰城》。

看完剧本后，该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印象之一是这个朴

实无华的农民的儿子，虽然不重衣着，不重修饰，但却有一股子

常人不具备的钻劲、拼劲、韧劲，待人诚恳、谦和，看问题深刻，是

一个善于用心和脑做事的人。印象之二是《凤凰城》这个本子写

得很有几分雅气、神气，说明他的语言和文学功力很好。在我当

时身无居所、孤身一人独处的情况下，他总是隔三差五来看我，

帮我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还上上下下、跑来跑去帮我解决工作上、

生活上的困难。基于此，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凤凰城》剧

本，经他们几个编剧的努力，越改越好，我便极力推荐，由自治区

歌舞团投排。时任团长的叶勃，对这个剧本也很感兴趣，并几次

组织有关人士商讨修改，决意把这部戏推为继花儿歌舞剧《曼苏

尔》之后的又一部民间歌舞剧样式的大戏，以使这部富有民间传

说和神话色彩的戏立在舞台上，作为宣传银川、接待外宾、迎来

送往的一部鼎力之作。遗憾的是，正当这部戏即将完成音乐创作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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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叶勃同志因工作之需，调离了歌舞团，于是这部戏也就搁

浅了、泡汤了。

此后，张弛等同志把他们写的音乐剧《中秋月》、花儿歌舞剧

《阿依舍》等剧本也都相继拿过来让我看。我看后，觉得这两个本

子也都写得很不错，从剧本结构、故事情节、人物纠葛、戏剧冲突

等方面都写得很严谨。剧中有些地方很能出彩，甚至出奇，特别

是唱词写得很有音乐性、歌唱性。这在我看的许多剧本里，是不

多见的。他的剧本在这方面有独到之处，高人一筹，这与他长期

以来从事歌词及音乐创作很有关系。

张弛一直致力于歌舞剧、音乐剧、歌剧、歌词方面的音乐文

学及歌曲、器乐曲等音乐创作，应该说是很有成就的，无论是在

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过人之处。这次他邀我为他即将出

版的《夏地风·剧本集》作序，我又仔细阅读了他的这些剧本，不

禁为之咋舌、为之感叹、为之钦佩。在音乐文化这片黄土地上，他

的确是一个勤奋耕耘的老黄牛，这厚厚的一个剧本集再加上歌

词集、歌曲集、文论集，算起来逾百万字，这在我区众多编剧中，

应该是佼佼者。遗憾的是，他的这些用心血和汗水熬成的很有艺

术含量的剧本，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除音乐剧《中秋

月》演出多场并获文化部第十二届“孔雀奖”、电视剧《婚礼不该

中止》被搬上电视屏幕并被多家电视台播放以外，其他大多还没

有立在舞台屏幕上，应该说这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缺憾。

最近，在新中国成立 60周年之际，他被自治区评为“新中国

成立以来 60位感动宁夏人物”，文化部艺术人才中心授予他“影

响中国 100位艺术大家”称号，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这是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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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党委、政府以及宁夏人民对他在音乐文化工作上所做贡献

的关爱、认可与回报。他的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堪与全国著名

艺术大家相比。特别是他主编的《花儿飞四方———宁夏民族歌曲

精选及欣赏》CD唱片及配套歌曲集，这项音乐文化工程，历时 4

年完成，即便是著名艺术大家，也不是很容易办得到的事情。张

弛同志获此殊荣当之无愧。

人生苦短，岁月如歌，转眼间我作为老文艺工作者，已是 90

岁高龄了，而他也已 65岁了，步入了人生的晚年。当此之时，出

版这么一套“黄土谣丛书”，以对他的人生做出总结，可以说是画

上了圆满的句号。我衷心祝贺他，祝贺他的成功！

（本文作者董小吾曾任总政歌舞团团长，宁夏文化厅艺术

顾问，现任中国歌剧研究会顾问。系歌剧《刘胡兰》、花儿歌舞

剧《曼苏尔》等剧目的导演，歌曲《数九寒天下大雪》的词作者。

贺龙元帅称之为“用小米和黑豆喂养的艺术家”。）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夏地风·剧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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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月
（现代音乐剧）

编剧：张 弛 丁楚章 王斌华

时间：现代。

地点：峡口市郊区。

人物：马大妈———女，回族，50来岁，烈士马建军之母，农村老大

娘，简称大妈。

纳月芳——女，回族，22岁，烈士马建军的未婚妻，农村女青

年，简称月芳。

王少华———男，26岁，县人武部干事，简称少华。

丁丽丽———女，回族，25岁，城里商场职工，王少华的女朋

友，简称丽丽。

张开山———男，50岁，凤凰村村长，简称开山。

张五婶———女，47岁，张开山之妻，凤凰村妇联主任，简称

五婶。

张秋玲———女，少先队员，张开山、张五婶的女儿，简称秋玲。

李政委———男，45岁，解放军某团政委。

刘 祥———男，17岁，抗洪抢险中被救中学生。

凤凰村男女回汉群众若干人，战士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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