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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书院，是古代培养人才的摇

篮。宁夏崇文尚学，据史书记载，

明 朝 正 德 年 间 宁 夏 开 始 试 办 书

院。明清两代，宁夏书院从小到

大、由少到多，不断壮大。每一座

古代书院都见证了一段历史，也蕴

含着当时读书人的家国理想。

一地一特色，一院一风格。近

年来，在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带动

下，宁夏基层涌现了一批由社会公

益人士打造的具有鲜明特色和人

文品质的公共文化新空间，如青铜

峡作家之家、西吉木兰书院、银川

嘉麓书院、海原南溪书院等，它们

融合书院、公益活动、文化+旅游等

多种功能，将看似“高大上”的书院

文化以创意传播、喜闻乐见的方式

深入民众之中，让传统文化真正走

入当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成为文明

实践的重要阵地、文脉传承的重要

高地、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新人

培育的重要载体，在满足当地群众

精神文化需求的过程中实现文脉

传承落地生根，成为具有特色的文

化公益品牌。

格物穷理，致知力行。让我们

走进这些隐身于乡村、老巷子、黄

河岸边的书院中，探寻它们的诗意

故事。

走进位于西吉县吉强镇杨河村的
木兰书院，树木葱郁，书院建筑古朴典
雅又不失现代感，交织着脉脉乡愁和缕
缕书香。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纯朴民俗中
的传统文化，可以体验原始自然中的静谧
生活。无论是交流思想、碰撞智慧，还是
静坐书房看书听雨，沉浸在文学的海洋
中，抑或登上高处远望群山，都能让人忘
却尘世的喧嚣，沉浸于陶渊明式的田园生
活之中。”来访的作家王建邦告诉记者。

“书院汇集了天南地北作家们的心
血，他们的文字、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真善
美爱，共同造就了一座乡村书院、一片精
神的芳草地。”在一篇散文里，木兰书院创
办人、作家史静波这样写道。

2019年春天，史静波辞职返乡，在杨
河村创办了木兰书院。它总占地面积 40
余亩，由书院、农庄、农场三部分组成，在
文学+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的探索中，先
后建成了西海固文学教育馆、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诗人墙、非遗园、作家林、农
耕文化墙等研学体验场所，先后被命名为
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文创基地，自治区
社科联科普基地，自治区教育厅劳动教育
基地和西吉县文史资料采集基地，四星级
乡村旅游示范点和丙级民宿。

“作为一个文学的传道者和苦行僧，
一生一定要来一次西海固，会一会西海固
文学和西海固地区的作家，感受生长于这
片土地上的他们对于文学的敬畏、炽热和
执着。近期，著名作家郭文斌、石舒清、马

金莲，还有刚刚获得骏马文学奖的青年作
家马骏在书院设立了创作室。”史静波告
诉记者，西吉县是中国首个“文学之乡”，
长期进行文学创作的有 1300多人，其中
包括一大批农民文学爱好者和写作者。

五年来，依托当地独特的文学资源，
木兰书院推动“文学赋能乡村振兴”实践，
主动联系全国各地作家，打造文学创作交
流平台，举办各类文学活动和教学研讨
会，以及文学讲座、艺术展览、诗歌朗诵
等，不仅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同时也
积极推动了“文学赋能乡村振兴”和“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吸引了众多
作家以及游客前来参观学习，为文化旅游
事业和民族团结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023年 5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宏森率中国作家协会
调研组来到木兰书院调研。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各地
先后有 1200多名作家陆续走进书院采风
和创作。这些采风、创作、交流活动为乡
村引入了优质文化文学资源，形成了浓厚
的文化文学氛围，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建设
内涵，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文化动能，
同时也推动了创作回归泥土与人民，实现
了文学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昔日偏
僻的小村庄，变成了众多作家向往的精神
家园和文学福地，木兰书院“文学杨河”一
时成为极具关注度和影响力的热门话题
和文学现象。

“木兰书院是西海固文学的又一个出
发点和最美乡愁的落脚地。”作家马金

莲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木

兰书院还聘请了 40多名当
地的农民文学爱好者，经
常性开展文学研讨和改
稿会，建立区、市、县三级
作协会员与农民文学爱
好者结对子帮扶机制，
辐射带动 36个村庄和
300多名乡村文学写作
者，驻院农民作家完成
散文、小说、诗歌手稿
200余万字，已出版文
学著作6部。

通过举办各类文
学活动、研学旅行和手
工艺制作等活动，木兰
书院吸引了大量游客
前来参观体验，带动了
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同
时，还积极推动当地农产
品的销售和特色手工艺品
的开发，帮助当地村民增
加 了 收 入 ，改 善 了 生 活
条件。

“我们想在中国首个‘文
学之乡’，探索文学赋能乡村振
兴的可复制的基层经验，为彰显
中国乡村振兴中的文学力量作出
应有的贡献，也为西吉县努力创建
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作出文学人的
贡献、体现文学人的担当。”史静波说。

西吉木兰书院

以文学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张 涛

①木兰书院。

②银川嘉麓书院。

③海原南溪书院。

古香古色的砖瓦，木制的牌匾门楹，
门口一对石狮……走进银川文化城，嘉麓
书院映入眼帘。这里静谧而庄重，没有熙

熙攘攘的人群，在竹林流水环绕中，这
座精心打造的中式小院里，藏匿着

一个 3至 6岁孩子的“后花园”。
他们在这里诵读经典，也玩泥
巴；擦地洗碗，也探索艺术，
感受着自然节气的更替，
跟学礼节，在亲近自
然、探索古人智慧的
时光里开启童蒙养
正之旅。

“书院创办
的这几年里，我
思考最多的就
是 什 么 是 文
化，怎么才能
成 为 文 化
人。”银川嘉
麓书院负责
人杨雅莹介

绍，她和丈夫十分喜欢传统文化，有了孩
子后就想在传统文化的空间里让孩子得
到学前启蒙，“那个时候国内传播传统文
化的机构还十分少，南方城市相对于北方
热度比较高，我还去外地学习了一番。”
2018年，经过一番筹备后，嘉麓书院正式
建成，坐落于银川文化城内。

“区别于传统幼儿园和西式幼儿园，
我们是一所‘面向未来’的传统私塾学
堂。”杨雅莹说，随着对儿子、女儿进行传
统文化启蒙行动的落地，与她有共同爱
好、志向的人也纷纷把孩子送到学堂。在
学堂里，孩子们以诵读经典为核心，辅以
礼仪、劳动、自然、节气、书画、文字、武术
等课程，探索“养勤知礼，用艺术滋养生
命，用经典启迪智慧”的养正教育，在日复
一日的熏习下，培养孩子孝敬长辈、热爱
劳动且知礼懂礼，帮助孩子形成健康的身
心、独立的人格、乐观的性情、正向的思维
和良好的习惯。

“对孩子们幼小心灵的浸润不是一下
子让他们在学业成绩上有什么直接的结

果，而是润物细无声般伴随着他们成长的
轨迹。”杨雅莹说，她还记得带着孩子出去
旅游时，孩子们对美丽的风景也会有很多
感触，但更多关注到的是古书里讲的哲学
和道德层面的问题，在处理小同学之间的
关系时也时时以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
信”来作为准则。留给她印象最深的，是
一位离开书院已经上小学四年级的孩子
再回到书院时，对书院的深深眷恋。

杨雅莹坦言书院开办至今全靠爱人
做生意来支撑，几年来书院一直处于亏损
状态，“即便如此，在这里的收获足以支撑
我们把它坚持下去并且做得更好。”杨雅
莹说，如今，书院除了开展各种讲座、学术
活动，还策划诸如古籍研学、文字变迁等
主题的研学活动，将传统意义上的书院进
行了延展和活化，赋予它更多的生机和活
力，从而吸引更多人走进书院。

“传承传统文化不是守旧，不是回到
过去，一定是面向当代的，是这个时代人
们喜闻乐见的，是年轻人愿意传承的。”杨
雅莹说。

银川嘉麓书院

活化传统书院的当代价值
本报记者 刘惠媛

海原县海
城街道幸福社
区的南溪书院，
虽然面积不大，
却透着缕缕书香、

墨香。
“南溪书院就像

孕育海原县城百姓的
五桥沟的溪水一样，让

涓涓不息的中国传统文
化，慢慢地浸润我们的生

活。”南溪书院负责人——宁
夏作家协会会员、海原县书法家

协会主席仇建国说。
用仇建国的话说，南溪书院的创

办，纯粹是机缘巧合。
2023年 7月，海原县安排驻村帮扶工

作，在县文联供职的仇建国，被派驻到幸
福社区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自己一无资
金、二无项目、三无人脉，怎么驻村帮扶？

看到社区移民的精神生活比较匮乏，
仇建国提出可以利用自己是文化工作者
的优势，在社区给移民的孩子举办国学公
益课堂，这可乐坏了街道办事处领导和社

区书记，并迅速推动落实。于是，社区提
供了最大的一个功能室当教室。投影电
视是旧物利用，古色古香的桌椅板凳是仇
建国从倒闭的餐厅借用的，笔墨纸砚也是
仇建国自己垫付，其他设施由社区兜底支
持。来书院授课的作家、书法家以及班主
任、两位助教都是志愿者。

为了让书院尽快运行，社区书记带领
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起搬桌椅，钉
书法铁皮墙，安装设备，还专门配备了一
名工作人员管理课堂。

“南华山是海原县的母亲山。曾经
有一条山溪从山谷一处叫五桥沟的地方
流出，蜿蜒经过县城，流过我们曾经家院
的南面。虽然它早已断流，只存在于父
辈的记忆和传说当中，但它仍然是曾经
门前的记忆，是从南华山流出来孕育过
县城百姓的小溪，我叫它南溪。”仇建国
说，于是他就将国学公益课堂起名为“南
溪书院”，并邀请著名书法家王厚祥题写
书院名。

南溪书院成立后，邀请了中卫市和
海原县的作家和书法家到社区为孩子
们授课。尤其是在书法方面，应社区居

民的要求，举办了幸福社区书法（国学）
公益课堂，先后有 70多名孩子参加了培
训班。

在南溪书院的带动下，如今幸福社区
的墨香越来越浓郁，文化氛围越来越浓
厚，举办的公益文化活动得到社区居民和
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区内外多个部门和
机构到书院进行调研和观摩，都给予
好评。

谈及南溪书院的创办，仇建国感受很
深：“移民群众太需要零距离的文化服务，
而不是蜻蜓点水、昙花一现式的服务。”仇
建国说，文艺工作者要把优秀传统文化
带到移民群众的身边，让他们感受传统
文化的魅力，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认同，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点亮居民
文化生活。南溪书院的近期目标是办好
现有长期班和寒假新生班，同时邀请国
学老师带领社区的孩子们诵读经典国学
启蒙教材。

“书院打算在 2025年春节前，成立一
个南溪书院幸福社区书法公益课堂春联
书写志愿队，为海原县各社区和行政村的
群众提供服务。”仇建国告诉记者。

海原南溪书院

点亮居民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张 涛

进入 2024年，已步入知天
命年纪的鲁兴华在自己的跨年
小文中写道：一半书香，一半烟
火。过年对于挚爱读书的人来
说，也是一种回家，是心灵的回
家。今年过年，我要过一个特
别的年，寻一方静雅之地，捧读
几本心仪之作，让心拥有一次
短暂而意味深长的停泊。

正如文中所言，读书是她
的平生挚爱，写作则是改变她
命运的阶梯。18岁时她高考失
利进入企业成为一名工人，因
为热爱读书和写作，一路成为
乡镇干部、专业作家。“写作时
文字之间的情感流转，让我在
这条路上认识了很多朋友，接
触到一个个对文学孜孜渴求的
文学爱好者。”这些都让她萌生
了在家乡打造一个文学创作根
据地，用微薄之力为本土文学
积蓄更多力量的念头。

2016年，由鲁兴华自筹资
金创建的宁夏首家民间文艺创
研培训基地——青铜峡作家之
家建成。这个位于青铜峡市陈袁滩镇的院落，总面积
450平方米，院子里有木质长亭，有花有水有鱼有风。
两层小楼从正门走进去，渐次悬挂着有关机构授予的
牌匾和宁夏本地及全国多位著名作家的题词及书法作
品，屋内设有展览厅、作家书屋、多功能会议厅、培训
室、创作室等。

寒来暑往 8年间，作家之家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这里，先后策划组织了“文学照
亮生活”公益大讲堂、“青年作家读书创作”公益培训以
及“文学新锐”作品改稿会、文艺评论座谈会等。重点
培养的 100多名青年文学爱好者和 90多名校园小作家
的近 500篇作品相继被《人民文学》《小说月报》《青年文
艺家》《散文选刊》等刊物杂志刊发，70多名学员先后
被宁夏作协、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宁夏作协诗歌学
会及各市县作协、评协等吸收为会员。作家之家的
志愿者队伍由成立之初的 10余人扩大到近 100人，鲁
兴华个人也荣获了全国文学志愿服务优秀志愿者荣誉
称号。

“文学是绚烂的，它像点点繁星装饰了千万个多彩
的梦；文学是深刻的，像助力摆脱困厄的天马，它的力
量于精微之中震撼人心。作家之家将不忘初心、踔厉
奋发，把文学的火种根植在这片土地上，延续传承下
去，努力让小载体释放大能量，成为服务地方乡村振兴
的特色文化示范品牌。”鲁兴华说。

如今，作家之家已入选宁夏文联第一批文艺志愿
服务实践基地，并被宁夏作家协会、银川市文学院、吴
忠市作家协会、青铜峡市作家协会等单位列为文艺创
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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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院里的诗意文学梦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①青铜峡作家之家举
办公益培训班。

②银川嘉麓书院的孩
子们诵读古文。

③宁夏作协在木兰书
院举办青年作家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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