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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个“文学之乡”授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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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文学是土地

上生长的最好的庄稼。

—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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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宁夏西吉县作协主席史静波回

到家乡杨河村创建木兰书院，通过文学交流、研

学体验等活动，探索文学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图

为史静波在录制介绍西吉文学的短视频。

▲今年 46岁的单小花，从事文学创作多年，

出版散文集《苔花如米》《樱桃树下的思念》，去年

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图为单小花在家中写作。

▲ 95后作家马骏是宁夏西吉县吉强镇团

结村人，他创作的散文集《青白石阶》获第十三届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因患脊髓性肌

萎缩而依靠轮椅生活的他，常在家门口的大柳树

下看书，笔名取为“柳客行”。图为马骏在阅读。

▲西吉县诗联和春官词学会会长、六盘山区

春官送福非遗传承人胥劲军在唱春官词。多年

来，他搜集整理春官词2000多首，助力非遗传承。

▲1972年出生的杨秀琴是宁夏西吉县将

台堡镇牟荣村人，著有《就恋这把土》《草长莺

飞》等作品集。她曾经这样激励女儿，只要女

儿能好好学习考上高中，她就努力创作争取

发表，自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图为杨秀琴

在劳作间隙。

▲▲木兰书院里木兰书院里，，赵玲与他的赵玲与他的““诗歌轮胎诗歌轮胎””合合

影影。。今年今年 5555岁的赵玲是宁夏西吉县偏城乡曹垴岁的赵玲是宁夏西吉县偏城乡曹垴

村人村人，，2020多年前罹患脑瘤导致双目失明多年前罹患脑瘤导致双目失明，，后来学后来学

会了用盲文阅读和写作会了用盲文阅读和写作，，如今经营一家按摩店如今经营一家按摩店。。

▲复旦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在宁夏西吉县三合中学与同学们合照。响应

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项目的号召，复旦大学自 1999年起

每年组织研究生支教团来到西吉支教，已坚持 25年。 穆昱宏摄（人民视觉）

◀木兰

书院内的改

稿会。木兰

书院聘请 40
多名农民文

学爱好者，在

改稿会上经

常性开展文

学研讨，影响

带 动 300 多

名乡村文学

写作者进行

创作。

▲今年 7 月，复旦大学社会实践基地在木兰书院成立，

服务周边乡村儿童和中小学生。图为复旦大学支教实践团

与孩子们的合影。

西吉县委宣传部供图

▲2021 年 12 月，在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命名 10 周年系列活

动中，西吉文学馆开馆，成为西吉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地标。图为西

吉文学馆。

▲李成山 1964 年出生在宁夏西吉县吉高同村，从小爱好文学，已在《六盘山》等刊物发表诗歌、散文 300 余篇。他用《平凡的世界》里的话形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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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李成山在放羊。

宁夏西吉县月亮山日出宁夏西吉县月亮山日出。。

宁夏西吉，六盘山下、西海固地区的

一个县。在这里，山乡是平凡的，梁峁相

间，沟壑纵横；山乡又是不平凡的，土地

上长出格外旺盛的“庄稼”——文学。

曾经“苦甲天下”之地，今以“文学之

乡”闻名。全县人口 47.2 万，1600 余人

从事文学创作，农民作家有三四百人，文

学爱好者更是众多……在西吉，农民是

播种者、耕耘者，也是书写者。他们书写

自己的生产生活，书写这片被注入丰饶

诗意的神奇土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今中外很多

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

对于新的文艺群体，“我们要扩大工作覆

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

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

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

有生力量”。

这里有深厚土壤，能给文学生长供

给丰沛的营养。一个县缘何涌现出这么

多作家诗人？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淳朴的

民风民情，地方政府对文艺事业的尊崇

呵护，写作者互相欣赏互相激励的文学

风尚，《六盘山》《朔方》《葫芦河》等文学

刊物的托举汲引，滋养着西吉文学的源

与流，而西吉文学的根和脉，无疑来自新

时代新思想。

新的“精气神”，积蓄成涌动奔流的

文学能量。从西吉乡亲的字里行间，总

能感到“情不自禁”的表达冲动——是讴

歌人性的善良，也是吟颂家乡的变化；是

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场景，也是自

强不息与命运抗争的身影。 95 后残疾

作家马骏靠文学“站立”，获得骏马奖的

《青白石阶》是躺在炕头用手机一个字一

个字“抠”出来的；辍笔 20 年的农民李成

山，在脱贫之后重拾写作；“我们的作品

就是要关怀生命的疼痛，给人以鼓舞、给

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如同阳光一样照

进人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盲人作家赵

玲这样形容文学的给予。质朴的文字背

后，隐藏着令人动容的故事。观照生活、

命运、情感，表达心情、心声、心愿，始终

追求真善美，是这片土地上最深沉的文

学力量。

这里有新时代的山乡巨变。西吉是

宁夏最后一个实现脱贫摘帽的县，见证

着西海固地区挥别“贫困”的攻坚步履。

“剁开一粒黄土，半粒在喊渴，半粒在喊

饿”，变成了“春赏花、秋尝果”，望得见

山、记得住乡愁。现代的养牛车间、整洁

的硬化道路、设施齐全的休闲广场、书香

浓郁的木兰书院……悄然的变化，可感

可知。更多新作家“冒”了出来，描绘家

乡的惊人变化；一些原本无暇写作的人，

也有了追求文学梦想的条件。广袤山乡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文学创作蹚出天

高地阔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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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当这群可爱的劳动者俯下身

聆听大地的心跳，拿起笔记录新时代的

山乡脉动，文学的诗篇在笔尖汇聚，生活

的诗情从心底流出。大地上长出的文

学，为壮阔的时代画卷增添新美图景。

生活的滋养 文学的交响
本报记者 陈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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