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 IP）数据

六盘山文化丛书. 2，中篇小说卷 /周庆华主编.— 银川：宁夏人民

出版社，2009.7

ISBN 978-7-227-04 12 0-5

Ⅰ.六⋯ Ⅱ.周⋯ Ⅲ.①文艺－作品综合集－固原地区－当代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Ⅳ.I218.432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0165 号

责任编辑 杨文琴

封面设计 吴海艳

责任印制 石 军

出 版 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 w w .nxcbn.com

网上书店 w w w .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 yahoo.cn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 m ×980m 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00 千

印 数 3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210-5/I·1122

总 定 价 398.00 元（全 12 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六盘山文化丛书·中篇小说卷 周庆华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中共固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小河

中共固原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 白尚成

固原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丰富多彩的历史遗

存和繁花似锦的现代文化是固原重要的资源禀赋和后

发优势，这里是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交汇

地，曾经画角连营、百官云集、农商发达，许多重大事件

彪炳史册，许多历史人物辉煌千古，历代文人墨客讴歌

固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而丰厚的文化资源。雄踞境内

的六盘山久经历史风云、积淀历史文化，见证了从秦皇

汉武到唐宗宋祖、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到一代伟人毛泽

东的历史，因毛泽东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清平乐·六盘

山》令世人瞩目，成为固原最靓丽的名片。

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这里曾“苦甲天下”，然而六

盘山人民以不屈的生命意志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做顽强

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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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一种积极进取、充满自信、昂扬向上、渴望美好生

活的精神状态，一种对“真、善、美”的颂扬和对“假、恶、

丑”的鞭笞经内心呐喊如种子发芽破土而出，一件件讴

歌生活、讴歌祖国、讴歌中国共产党、讴歌社会主义的六

盘山文化作品也因此诞生，并经历了从个体到集体、从

自然原生态到现代多元化的自觉演变，形成了相对稳定

且具一定规模的创作队伍，呈现出“井喷”现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当“西海固作家群”“西海固

文学”“西海固诗群”等概念密集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时，文化为固原各项事业建设和发展增添了异彩，而文

学艺术家们也用发表的大量作品和不时获得的各类奖

项回报大地恩情。这些作家中先后有 200 余人的作品发

表于国家级、省市级各类报刊，其中，多人多次获得“鲁

迅文学奖”“春天文学奖”“曹禺戏剧奖”“戏剧梅花奖”

“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冰心散文奖”“全国十佳诗人”

等国家级奖项，既填补了宁夏在这些奖项上的空白，也

极大地提高了固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西海固文学”名声鹊起的同时，其他门类艺术也

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书法、摄影、美术、民间

艺术、六盘山花儿等，通过举办各类大型活动，参加各类

比赛或展览，魅力四射，扩大了知名度，提高了影响力，

取得了不俗成绩。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中国书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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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乌兰牧骑式”文艺团体等荣

誉的取得为“文化固原”焕发出勃勃生机，剪纸、刺绣、皮

影戏、花儿等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文化固

原”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为进一步挖

掘和弘扬先进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全力打造“文化固

原”品牌，市委、政府决定编辑出版《六盘山文化丛书》十

二卷本（长篇小说卷、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诗歌卷、

散文卷、文学评论卷、报告文学卷七本文学类书籍，书法

卷、美术卷、摄影卷、民间工艺美术卷四本全彩印美术类

书籍，以及一本六盘山花儿卷）。该丛书由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周庆华同志负责，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组织力量，

收录自 1999 年到 2009 年十年间全市作家、艺术家在省

级以上报刊和展览中发表、选载、展出或获奖的作品，精

编出书。这些作品基本上涵盖了固原文学艺术的全貌，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固原文化创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

一套难得的文化丛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当前，固原正处在经济社会爬坡追赶的关键时刻，

需要用先进的文化凝聚人心、鼓舞士气，需要用高尚的

精神促进发展、引领未来。我们要大力弘扬“不到长城非

好汉”的六盘山精神，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全力打造

“文化固原”品牌。该文化丛书的出版，必然会使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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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和艺术家们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更加跃动的心灵，

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态度，潜心创作，

执著追求，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作品，为固原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09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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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中共固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周庆华

固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棋星罗布的民族、民间和历史遗迹，丰富

多彩的以回族优秀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民风民俗文化、古遗址文化、

农耕文化、丝路文化、边塞军旅文化，以及建国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三十年来，固原人民勇于探索、努力拼搏、不断开创美好未来的奋斗历程

和精神风貌，为西海固作家群提供了大量而多姿的创作源泉。他们立足于

固原的历史和现实，审视着固原千百年来的生存苦难、抗争意识、心灵激

荡和文化嬗变，对深藏于全市回汉人民灵魂深处的人格积淀和生存尊严

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入挖掘，以现代乡土文学的形式回答了六盘儿女怎样

在这里坚韧而尊严地生存这个大问题。

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中篇小说在漫长的艰难探索和创作过程中，也

取得了不俗成绩。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曼西、陈彭生、马存贤、兰茂林等人

就曾在区内外刊物上发表了许多作品。近年来，石舒清的《父亲讲的故

事》、郭文斌的《恰似你的温柔》刊发于《十月》，火会亮的《堡子》、了一容的

《野村》、李方的《夏野事件》刊发于《朔方》，杨友桐的《记得当年草上飞》刊

发于《六盘山》等等，这些作品选材精当、描写细腻、主题深刻，更在全区引

起了反响。

当然，本次入选中篇小说卷中的作品，依然只是西海固作家创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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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而并非全部。一些未入选的作品或许更精彩，或许更能引起共鸣，

只是由于篇幅有限，未能刊入。

由衷地希望，西海固作家群能够进一步舒展笔锋，创作出更多更好更

优秀的作品，为“文化固原”蓬勃发展再添新彩。

2009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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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郭文斌

曾经向自己约法三章：五十岁之前不写序，缘由是对“序”的敬

畏。可是有两个“序”在认真地谦虚一番后还是忐忑不安地写了：一是

张贤亮先生的高著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一是由固原市委、市政府

倾心打造的“六盘山文化丛书”中篇小说卷序，因为尹文博老师特别嘱

咐，所以还是写了。对此爽约想必那些被我婉拒了的朋友不会不平。

作为我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当然有向学生布置作文的特权，他告诉

我，本丛书是固原市委、市政府六盘山精神大讨论的最重要载体，不但

要序，而且要谈六盘山精神。

那就从六盘山精神说起。

不久前，固原电视台就此约我谈谈，我借大家熟知的一首词表达了

浅见：

只有“天高”，才能“云淡”，这是言“高”；“望断南飞雁”，这是

言“远”。“天高云淡”和“望断南飞雁”联袂，就是“高远”了。而

“不到长城非好汉”显然是言“勇猛”，但又不单单是“勇猛”。为什么

“不到长城非好汉”？这要问一下“长城”。在我看来，“长城”是和平

的象征，自足的象征，温暖的象征，也是幸福的象征。“长城”是守，

是安宁，是拒绝骚扰，是关起门来专心过自己的日子，而非进攻，非掠

夺，非觊觎。如此看来，这句是讲理想，讲“好汉”的标准，同时也是

在讲一种胸怀，一种境界。她常常让人想到范仲淹、岳飞，想到文天

祥、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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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他们，用生命本身完成了一部部光耀千秋的名著，由此看来，

做一个让后人传诵的好官，本身就是书写，就是伟大的文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才是最大的政治，因为文学事关灵魂。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才是最大的文学，因为政治事关百姓的苦乐。

正好今年 5月受中国作协委派陪同美国爱荷华写作计划的成员在玉

门关等地踏访汉长城，当年雄伟的长城已成蛛丝马迹，稍不留心就会被

浩莽的沙漠淹埋，但永远无法淹埋的则是英雄的名子：晁错、李广、卫

青、霍去病、赵充国⋯⋯在中国作协铁凝主席在西安举行的宴请仪式

上，美国代表团团长“休”在他的致辞中情不自禁地提到了他们的名

子，他十分真诚地说，这是一个让人一天天变得谦卑的旅程，难怪有人

说 21世纪属于中国。当时，我真是激动得差点把手里的酒杯掉在地上。

无疑，他们才是真正的秦砖汉瓦，他们才是真正的长城。这一块块不会

被岁月腐蚀也不会被黄沙淹埋的秦砖汉瓦，将被美国友人用他们的感动

带到大洋彼岸；这从上古一路绵延而来的万里长城，将会被美国作家手

中的生花妙笔从玉门关，从中国，延伸到大洋彼岸。

不到长城非好汉。

这是开始。

结束的一天，仍是长城。当我们和美国友人一同登上居庸关的关

顶，看着眼下远比中国人多得多的外国游客，一种特别的感慨涌上心

头，不禁写下一首打油诗，用手机发给大家一笑：

居庸雄风今犹在

长城好汉尚可寻

千年烽火如一梦

关中何曾拒外夷

我不知道，许许多多的外国友人站在居庸关顶，该是一种什么感受。

现在，“长城”除了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它还是景点，是门

票，是税收，是财政，是中华儿女的自信和骄傲。

从闭关到开放，一百八十度的转身，长城转基因了。

但对西海固人来讲，“长城”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她是经济腾

飞，是社会和谐，是文化繁荣，更是小康远景；她盘桓在一任任有责任

感的地方长官的心里，也萦绕在一代代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的心里，这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六盘山”。现在，我仿佛能够看到这个“盘”。她的

定语是“六”。而“六”，多么吉祥的一个数字，又是多么勇猛多么坚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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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数字。

回到六盘山精神上来：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在我理解它是一种高远的精神，“长城”

在我理解它是一种自强的精神，和平的精神，而“屈指行程二万”则是

一种追求速度的精神。如果我们把“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

非好汉”理解成“追求卓越”，那么“屈指行程二万”就是“只争朝

夕”。在我看来，这是一位伟人对生命的理解。生命是珍贵的，也是短

暂的，是需要我们在创造中，在奉献中去燃烧，去发挥到极致的。这既

是共产党人的胸怀，也是中华民族的胸怀。中华民族从本质上讲她是一

个奉献的民族，是一个利他的民族，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民族。

就像西海固这片土地，她对人类的奉献也是极致的，曾经的西海固

以她的风调雨顺水草丰茂金戈铁马丝路花雨奉献过了，现在的西海固向

人类奉献的是精神财富，而在我理解精神财富要比物质财富更为宝贵，

更为久远。

六盘山精神也好，银川精神也好，她理应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机

传承。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西海固之所以能够让一位伟人诗情迸发，它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

水，因为她本身就是一块诗情的土地。

与其说是一位伟人点亮了这一块土地，还不如说是这一块土地在等

待一位伟人也是一位诗人的到来。

那是一个历史和地理的浪漫主义拥抱。

那是一个诗和枪的浪漫主义拥抱。

啰唆了这么多，但仍觉得没有表达西海固于万一。

就像在中美两国作家的见面会上，每个成员要介绍一下自己出生和

所在的省市，当我站在中国地图前，用指示灯点亮宁夏，点亮西海固

时，我一时不知如何给美国朋友介绍西海固。最后，我只能说，我生在

那里，长在那里；我只能说，那是一方对我来说最吉祥如意的土地，她

不仅生长小麦，生长土豆，还生长一个游子的思念。

当然，她更生长文学，生长一种事实上已经超越了文学的“文学精

神”，她是西海固精神的核。

文学，是西海固最大的特产。

她是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在其他任何

地方都无法看到的保存完好的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感受到在其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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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都无法感受到的中华民族美德的精华。

她苦难而又狂欢，现实而又超越，形而下又形而上。

物质的极端贫穷，精神的极端富有。

这，就是西海固。

美国友人说，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她？

我笑着告诉他们，这是缘分。

我接着说，西海固是娘，娘生我；银川是爹，爹养我。西海固是文

学的原料厂，银川是文学的加工厂。我还说，如果说西海固是中国最为

传统的土地，那么银川就是中国最为时尚的城市。固原被人们称为“小

西安”，银川被人们称为“小香港”。我的这个比喻把中国作家逗笑了，

他们说，郭文斌你真会“吹”啊，你的意思无非是到了宁夏，就等于到

了全中国，多省事啊。我说，也可以这么说呢，在西海固，有一个叫将

台的小镇，那是我的第一声呐喊落地的地方，也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

地方，谁能说她将来不会是世界文明会师的地方？这次却把美国朋友给

惹笑了。

是啊，面对全球，面对美国友人，平常储备在脑海中的关于宁夏，

关于银川，特别是关于西海固的广告词失效了，拿不出去了。我总不能

给美国友人说，那是一片自古被誉为“苦甲天下”的地方，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命名为缺乏人类生存条件的地方⋯⋯

不想说，不愿意说。

2007 年，在绍兴，当我从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的手中接过第四届

鲁迅文学奖的奖牌时，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词，她是一篇小说的名

子，她的名子叫《故乡》。

对于我来说，故乡就是吉祥如意，吉祥如意就是故乡。

我想，这肯定也是收入这个集子的六位作者，以及没有收入这个集

子的所有同道的共同祝愿。

是啊，天高云淡的是故乡，望断南飞雁的是游子。

天高云淡的是西海固，望断南飞雁的是文学。

回头一望，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视线。

（作者系银川市文联主席、宁夏作协副主席、 《黄河文学》 主编。中国作

协会员。曾在固原山城以《六盘山》 杂志编辑的身份生活了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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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小说的王国，石舒清的精美短章是独一无二的。他以其

细致、幽微的洞察，深刻而有分量地书写着一个民族生存与生命的意

义。在令人叹服的书写中，充盈着自尊、庄重、信仰坚定的精神内核，

同时也有着令人感动的诗意与温情。神性，诗意，这两种美好品质的完

美融入，不仅使自己的写作有了深度，也有了让人信服的高度。

石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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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法场

父亲说，给我泡一杯茶，今儿给你们再说个古今。

我们这里的人把讲故事叫说古今。

父亲说，这个古今是你三外爷说的。今儿没事干，闲着也是闲着，他就

把这个古今给我们讲讲。

三外爷当过队里的队长，口才很好，我听过他说杨三姐告状。三外爷

去世已经快三十年了。

父亲说这事发生的时候，他刚刚来到世上。说是个古今，其实也是个

实事。那时候土匪多得很，一股子一股子像拧毛绳。来海城打土匪的是宁

夏独一师骑兵团。把土匪打掉这一股子，那一股子虎汹汹地又来了。

土匪是野粮食吃下的，不要命，靶子又准，听说他们常常练着打野兔

子。兔子小，跑起来也快，不好打，他们就练着打兔子。夜里打香头。打土

匪，解放军吃了不少亏。但是解放军把蒋介石都弄翻塌了，几个毛贼土匪

就是再硬成，能硬成到哪里去呢。大气候不行了嘛。结果一年时间过去，土

父亲讲的故事

石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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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就像霜打过的蚂蚱，剩下跳弹的没几个了。这时候牛参谋和韩团长想到

打土匪的时节，老百姓也跟着受了不少的罪，说实话也出了不少的力。也

快到老年跟前了，他们就决定办一场社火，和老百姓一起耍一耍，高兴高

兴。社火就耍起来了。耍的是踩高跷。一个上了点年龄的解放军头上戴着

纸糊的高帽子，装扮成美国的头头“杜鲁门”，在前头扭搭扭搭地走。一个

解放军在后头拿了枪逼着，也扭搭扭搭地走。拿枪的解放军明显还是个娃

娃，他描着眉毛，红脸蛋也画得很重，但是一眼就能看出他还是个娃娃。他

是队伍里的通讯员。他把那个“杜鲁门”看样子恨得很。嘴里呜里呜啦地骂

着，把个“杜鲁门”骂得头都羞愧着抬不起来。老百姓都高兴得很，也跟了

扭搭着，还乱喊着开枪开枪，喊着把狗特务“杜鲁门”赶紧一下打死去。小

战士检查着枪栓，作出要扣扳机的样子，但只是吓唬着，只是把手指头在

枪栓那里一弯一弯。大家看着都着急得很。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把小战

士给惹着气了，出了个啥事呢？那个“杜鲁门”，他走得好好的，不知道心里

头想了个啥，回头嘟嘟囔囔地骂小战士，还拿眼睛一下一下地剜人家。哎

这个狗特务，到这一阵子了他还嚣张。说来也是他的死辰到了，你好好走

你的路嘛，好好踩你的高跷就是了，原本那个小战士就着气得很，他还骂

人家，还拿白眼仁翻人家，这就把祸给招上了。那个“杜鲁门”，不知道是谁

打扮的，那天把他打扮得也丑得很，鼻子上贴了些洋芋片片，看上去阔脸

一个鼻子，头上还有着高帽子，纸糊的嘛，这么一打扮就是个好人也给打

扮成坏人了。不要说小战士，老百姓看着他的嚣张样子也是着气得很，乱

喊着打、打，把个狗特务一枪拾掇了去。人乱麻麻的，连枪响声都没听到，

就见前头的土坡坡上，一个看热闹的娃娃一头栽下来，不动弹了。原来小

战士忍不住气愤，开了枪。那个“杜鲁门”是个命大人，枪子儿穿过他的纸

帽子，没伤着他，把田志清老汉的孙子给打死了。那娃在前头的土坡坡上

看热闹，没想到一枪把他给打死了。

这一来闯了大祸，社火当然是耍不成了。

说来复杂得很。原本定下押“杜鲁门”的，不是那个碎解放军，是另一

个人，还是个班长，原本定下是他押“杜鲁门”，可是他呢不知道吃了些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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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了一晚夕肚子。要不踩高跷他还能凑合，踩高跷他就不能上了。但是不

踩高跷还有个啥看头呢？咋办？话都说出去了，总不能哄老百姓吧。就在

战士们当中找会踩高跷的。总之是会踩高跷的人不多。肯定这样的嘛，不

是随便抓一个人出来他就会踩高跷。其实咱们回民里头就没有一个会踩

高跷的，咱们是喜欢看社火得很，自己呢不耍。长话短说，就找了两个会踩

的，让谁上呢，通讯员是个碎娃娃嘛，爱耍得很，争着要上，都快要哭鼻子

了。那就让他来。为了图个好看热闹，开枪也是允许的，只是把子弹头给去

掉了，就剩下一点火药在子弹壳壳里，拿棉花塞着，到时间开枪时能冒个

烟花，让大家看个稀罕就行了，当初是这么安排的。可是呢忙中出错啊，小

战士他把去了头的子弹装在口袋里，把个真子弹装进枪里头去了。结果砰

的一枪，把个“杜鲁门”没打着，把田志清老汉的孙子给打死了。

田志清老汉也在人伙伙里看社火呢，这一下社火没心境看了，抱着个

孙子把肠子都哭断了。

说来真是复杂得很。

田志清老汉的那个孙子，说来也不是他的亲孙子，田志清老汉是个羊

把势，一个人过了半辈子，一天，门上来了娘儿俩要乜帖。庄里人劝田志清

老汉，干脆把这娘儿俩留下来一搭过日子。当时的情况是那娃还没有离开

他妈的奶头。田志清老汉当然是没二话说，满意得很。女人却不愿意。她

说她是有男人的。不过田志清老汉要是想要这个娃娃，她可以留下的。庄

里人都笑起来，说老汉留娃娃干啥嘛，他就是想把你给留下，要是你同意

留下，把你那个小累赘留下也是可以的。这事当然是没得成。人家自个有

男人嘛。结果是田志清老汉给了女人一脸盆面，把那个碎娃留下了。田志

清是个羊把势嘛，偷着让母羊奶那个娃。队长说老田你再偷队里的羊奶我

把你一绳子捆了去。就这么着把个娃娃拉扯大了。眼看着能得上济了，叫

人家一枪给打死了。

田志清老汉鼻涕涎水地哭着，大家都觉得这个老汉命苦。

很快队伍上就作出判决，把那个碎解放军判了个死刑。

这一来炸了锅，简直是比打死田志清老汉的孙子还要震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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