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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稼地长出茁壮文学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剡文鑫 樊 帆

“耐得住寂寞，头顶纯净天空，就有诗句涌现在脑海；守得住清贫，脚踏厚重大地，就有情感激荡在心底。在这里，
文学之花处处盛开，芬芳灿烂。”2011年，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西吉县“文学之乡”称号，西吉县也因此成为中国当代文
学史上首个被命名为“文学之乡”的县。

如授牌词所言，在西吉，文学如一眼清泉，滋养着人们的心灵，照亮生活、改变人生，醇厚而浓烈。生长在这块土地
上的西吉文学，倾诉对家乡的热爱，赞颂人性真善美，启迪人们爱的觉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曾说：“文学不仅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生长最好的
庄稼，西吉也应该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一个粮仓。”

“时光也未辜负我，心心念念终于
将你盼来……”2023年 12月 13日，对
马骏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他拿
到了自己第一本散文集《青白石阶》的
样刊，难掩心中激动，第一时间在微信
朋友圈分享自己的这份喜悦。

今年 1月 13日，马骏写的散文集
《青白石阶》首发，这是他的第一部文
学作品集，入选中国作协 2023 年“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
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

马骏坐在轮椅上，用手中的笔描
写愿景、刻画心灵，用文学的美妙实现
心灵沟通，成为西吉、固原乃至宁夏文
学新生力量代表，被誉为“西海固新时
代的小史铁生”。

1995年，马骏出生在西吉县一个
普通家庭，新生命带来的喜悦仅维持
了几个月。“不爱动，学翻身、爬行的阶
段也毫无反应。”父亲马凤祥发现儿子
异常后，带他到多家医院检查，均没有
结果，但可以确定的是孩子终身无法
站立、行走。

喜欢读书的马骏，在 9岁那年，见
妹妹上学特别羡慕，央求父母报名。
自此，开始在父母背上上下学。“上学

背我到学校，放学再背我回家，爸爸有
事，就由妈妈背，风雨无阻，一直背到
高中毕业。”12 年苦读，马骏没有辜
负父母期望，2016 年高考，如愿被宁
夏大学录取。

继续上学，还是放弃，马骏陷入矛
盾之间。“弟弟出生时因右侧神经拉伤
导致右半身瘫痪，不能走路，父母像对
我一样背着上下学。尤其父母年纪大
了，同时照顾我们兄弟二人，明显吃
力。”马骏想，自己如果上大学，父亲就
得陪读，母亲一个人根本无法照顾弟
弟，决定把上学的机会留给学习更好
的弟弟。

在那段时间里，马骏反复阅读史
铁生的作品，试图寻求生活的答案，最
终在看到《我与地坛》中史铁生摇着轮
椅拯救小女孩的片段时豁然开朗。

“那一瞬间我在想，我为什么不能
像史铁生一样走出去感受这个世界？”
马骏坐着电动轮椅去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西吉县图书馆。徜徉在文学海
洋，让他变得安静，学会自珍自爱，强
烈的创作欲望在心底萌发。

马骏捕捉生活灵感，抓住希望的
“光点”，用文字汇聚成一首首诗歌、一

篇篇散文，不知不觉就写了几十万字。
2019年，马骏的散文《静夜思》被

《宁夏文艺》刊登。自己的作品第一次
被公开发表，他深受鼓舞，之后陆续在
不同刊物发表文章。

2020 年，马骏根据个人经历，创
作了长篇散文《青白石阶》，并在《六盘
山》杂志新人专栏上发表。同年，他的
病症得以确诊，为脊髓性肌萎缩，有特
效药可以延缓病情持续恶化，并且国
家医疗保险能够报销大部分。

双重的喜悦给了马骏药剂般的力
量，让他更加坚定了创作散文集的念
头，并付诸行动。

2023年 1月，马骏完成散文集《青
白石阶》初稿，就在他为出版发愁时，
看到中国作家协会发布的征集“2023
年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公告，
《青白石阶》符合全部要求，马骏当即
在西吉县作家协会和固原市作家协会
的帮助下申报了项目。

同年 6月 21日，中国作家协会公
布最终入选的 10 部作品中，《青白石
阶》名列其中。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欣
喜、感激等情绪充斥着马骏的内心，一
切经历最终化为满足。

“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
的感觉。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
奉献。”这是路遥的人生信条，李成山
用大半生践行着这句话。

1964年，李成山出生在西吉县吉
强镇高同村，作为家中长子，照顾弟妹
帮衬父母义不容辞。

“十几岁时，土地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实行，家里分到地后，弟妹还
小，父母两个人忙不过来。恰好，次
年我考中专失利，彻底断了继续读
书的心思，专心帮父母务农。”李成
山说。

放弃学业后，李成山并没有放弃
学习，而是抓住一切闲暇时间，如饥似
渴地阅读，小说、散文、诗歌……看得
多了，也就有了写的想法。

“一写就收不住了，家里的旧本
子，被我用颜色更深的笔，覆盖了一遍
又一遍，作品倒是很多，可惜无法发
表。”1989 年，李成山无意间得知《葫
芦河》文学社，聚集了当地的文学爱好
者，他带着自己的作品慕名而去，当即
被吸纳为社员。

“第一次遇到那么多志同道合的
人，他们欣赏我的作品，还帮我投递稿
件。”自从加入《葫芦河》文学社，李成
山再忙也不落下每一次社团活动，作
品在报纸和杂志上频频刊发，甚至还
有几篇获奖，让他欣喜不已。

李成山觉得，文学之路，未来可
期。然而，变故突生。

1995 年，西海固一带遭遇旱情，

地里收成减少。“总不能让妇人娃娃饿
肚子，我父母也还等我拉过冬的炭
呢。”已经成家为人父的李成山，为了
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外出务工。
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在工地，他从小工干起，逐渐成为
大工，靠着手艺，把子女们养大成人。

“3个孩子都上了大学，我也算完成了
使命。”李成山在自己 50岁那年，决定
结束务工生涯。

多年来，李成山从未放弃文学梦，
抽空便会写写短诗、散文。

2014 年，李成山返回家乡，面对

昔日亲切熟悉的生活，创作欲望再次
喷发。他联系昔日的文友，又通过弟
弟李成东介绍，认识很多本土作家。
2021 年，随着新作品的发表，他的文
学之旅重新扬帆起航。

“现在养着几十头牛和十几只羊，
还种了几亩地，生活幸福美满。”李成
山擅长用质朴的语言表达淳朴的情
感，对家乡的、对亲人的，正所谓“一切
景语皆情语”。

最近，李成山又有《燕麦沟风光》
《闽宁村》等多首组诗被《六盘山》等刊
物发表。

“记得上初一时，一次语文老师
分享李白的一首诗《把酒问月》，诗的
开头两句‘青天明月来几时，我今停
杯一问之’引人入胜，再仔细品读，古
诗的韵律美和意境美彻底征服了
我。”17岁的张嘉祺，是西吉中学高二
年级学生，就这样和文学结下不解之
缘。升入高中第一年，他毫不犹豫加
入学校创建的《月窗文学社》。

《月窗文学社》如同一双翅膀，带
着张嘉祺奔赴更悠远华丽的文学殿
堂。在这里，他结识了“九死南荒吾
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苏轼。“面
对生活艰辛和苦难挫折，却能保持从
容，泰然处之，这种乐观和超脱深深
吸引着我。”为此，张嘉祺特地买了一
本《斑斓志》来读，希望能深刻了解苏
轼跌宕起伏的一生。

喜欢文学的孩子，感情总比旁人
细腻一些。张嘉祺每每阅读文学作

品，总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中生出
不少心得体会。一次，参加文学社社
团活动，老师带领社团的同学们品鉴
一首名为《减字木兰花·淮山隐隐》的
宋词后，张嘉祺有感而发，创作了小
小说《淮上女》。

“在充满战乱的年代，女子们身
不由己，最终沦为了时代的牺牲品。”
创作完成后，张嘉祺在语文老师帮助
下，参加“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
文大赛，最终该作品获得了省级三等
奖，这给了张嘉祺莫大的信心和鼓励。

自此，张嘉祺更加勤奋地练笔，
随手记录所思所想。平时看到书里
的好词好句，马上摘抄；看书有了感
悟，立即记录。高二分科，学业逐渐
繁忙，张嘉祺仍然坚持参加社团活
动，从中汲取文学养分。

“也许到高三，我会退社，但现在
我还是希望能留更多时间给文学，与
老师和同学畅谈对某些文学作品的
见解，让我心灵得以安放，脑海得以
清明。”张嘉祺说。在西吉，校园文学
如漫山遍野的丁香花一样，顽强地盛
开在这片土地上，成为西吉文学中引
人注目的一枝。

少年插上文学翅膀

张嘉祺在校园阅读文学著作。

“老人家，咱们村里啥时候开始
演社火，有社火就有仪程（春官）了
吗？”冬季，趁着天气晴朗，自治区春
官词代表性非遗传承人胥劲军带着
相机，来到西吉县新营乡甘井村，寻
找村里年逾古稀的老人，开始了一项
他进行了 30年的工作——民间春官
词搜集。

西吉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中华
文明历史绵延不断，如同蜿蜒曲折的
道路、宽广宏阔的河流，滋养了西吉
的进步和发展。

“大概在我 10岁时，村里就有社
火了，那时候只要有社火，就有仪程
官，仪程官没有衣服，家家户户卖家禽，
换钱买衣服……”随着村民马骞君老
人的讲述，胥劲军的思绪飘回 20世纪
70年代，他与春官词结缘的日子。

1972年，胥劲军生于西吉县震湖
乡党岔村。那时的农村，文娱活动相
对较少，每年春节，各村自发组织社
火表演，深得群众喜爱。

“六七岁时，村里恢复社火表演，
在一众表演项目中，我最喜欢的是说
仪程，也就是春官词。‘春官’激烈对
决，虽然听不懂人家说的啥，但是那
种紧张的氛围以及颇具韵律的词句，
让我深深着迷。”胥劲军说。

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中，穿红
着绿、手持羽扇的“春官”，是年幼的
胥劲军眼里最威武的人。从此，每年
村里表演社火，胥劲军都会跟着社火
队走村串户，只为多听一会儿春官
词。这一跟就跟了10多年。

耳濡目染中，胥劲军不仅听懂了
春官词，还能像模像样地跟着喊几句。
村里的老春官见此，教他说词技巧。

“初中毕业，我已经能带社火队
了。”胥劲军对春官词的热爱，让他不
满足于成为一名春官。在学会了西
吉本地全部春官词后，胥劲军开始到
周边市县村落搜集，也让他认识到春
官词也是“山外有山”。

时间一晃，来到 90年代，西吉的

一些老春官相继离世，胥劲军在悲
伤的同时，也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
紧迫感。

“春官词是咱们民间文学的‘活
化石’，因其口头流传的特性，容易失
传。一代老春官的离去，基本上意味
着他们那一代春官词的湮没。”这让
胥劲军深刻认识到挖掘、收集、整理、
留存民间濒临灭绝春官词的工作刻
不容缓。于是，他与时间赛跑，在六
盘山区及甘肃陇东地区开展濒临灭
绝的古老春官词的研究，以及楹联习
俗抢救性保护。

经过数 10年挖掘整理，胥劲军整
理完成《西吉春官词》，收录 2000多首
民间春官词。在此期间，他尝试创作
春官词，力求让春官词兼具文学性和
时代性，做到雅俗共赏。如今，春官词
演艺团队，成为西吉大地上的一支民间
文艺轻骑兵。2021年，以西吉县为代
表的六盘山区春官送福被认定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活化文学“活化石”

被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文学
之乡”称号以来，西吉县当地作家
胸怀文学初心，辛勤耕耘，笔耕不
辍，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实力的作家
和有影响力的精品佳作。郭文斌、
马金莲、了一容、火仲舫、火会亮、
单永珍等一批西吉籍作家活跃在
全国文坛，先后摘取茅盾文学奖提
名、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

马奖、冰心文学奖、春天文学奖等
20 余项国家级文学奖项，《吉祥如
意》《花 旦》《1987 年 的 浆 水 和 酸
菜》《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等一批
优秀文学作品引起了国内外文学
界的广泛关注。

为不断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
化自觉、擦亮文学品牌，使中国首
个“文学之乡”品牌的成色更足、底

色更亮，近年来，西吉县依托独特
的文化资源，打造了以西吉文学馆
为中心，辐射带动西吉“文艺之家”

“苍天一滴泪”文创基地、将台堡红
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郭文斌工作
室、红军寨研学基地、龙王坝宁夏
文联创作基地等“1+9”文艺创作阵
地，持续推动“文学赋能乡村振兴”
实践。

文学照亮生活

逢年过节社火表演，胥劲军扮
演“春官”。（图片由受访者提供）胥劲军与老人交谈，搜集民间春官词。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剡文鑫 樊帆 摄）

记者手记

文 学 的 沃 土
剡文鑫

《青白石阶》首发式上，马骏有感而发。
手机是马骏主要

的写作工具。

逐梦文学从未言弃

农闲时间，李成山伏案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