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群农民作家
既扛锄又拿笔，种农家

地，耕文学田，写出时代精
气神

白天，扛起锄头下地干农活；晚上，

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西吉县将台堡

镇明星村村民康鹏飞，已发表作品超过

50 万字，文学是他的精神食粮。

康鹏飞自幼家贫，15 岁初中未毕业

就踏入社会打工。“日子过得如同晾衣

绳，总是紧巴巴的，好像看不到舒展的

希望。”对于那段岁月，康鹏飞有着难以

磨灭的深切感受。

1997 年，康鹏飞迷上了路遥的《平

凡的世界》，他说书中人物的奋斗故事

“像一颗石子一样扔进了我的心里”，并

就此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在务农与打工的间隙坚持文学创

作，康鹏飞以文字养心性，创作的小说

《夜班车》获得全国首届进城务工青年

鲲鹏文学奖优秀奖。2016 年，他以农民

身份当选固原市文联副主席。

与康鹏飞一样，文学已成为当地不

少农民侍弄的新“庄稼”。放下锄头握

笔头，耕罢农田耕砚田，他们在田间地

头构思、在灯下疾笔写作。

“写作和种地一样，都需要辛勤耕

耘，也都有发现的喜悦。”西吉县吉强镇

高同村村民单小花，原本是普通农家妇

女，2012 年遭遇家庭变故，又患上重病。

入院治疗期间，为排解苦闷，她给女儿

写了一封信，恰巧被主治医生看到。朴

实无华的文字打动人心，医生建议她联

系西吉县文联试试投稿。

怀着忐忑的心情，单小花敲开了西

吉 县 文 联 办 公 室 的 门 ，作 品 很 快 在 杂

志 上 发 表 ，单 小 花 收 获 了 平 生 第 一 笔

稿 费 ——300 元 钱 。 她 像 个 孩 子 似 的

跳 了 起 来 ，“当 时 ，我 在 挖 蒲 公 英 补 贴

家用，挖一天才能卖 20 多元，300 元稿

费 对 我 是 巨 大 的 肯 定 。”此 后 ，单 小 花

写作的劲头更足了。

地 里 的 荞 麦 洋 芋 、家 里 的 牛 羊 鸡

狗、生活的点滴日常，都成为单小花创

作的灵感来源。在生产劳作的间隙，她

总会抬头看看天空，瞧瞧周围的环境，

顿感心胸变得宽阔起来；尤其到了傍晚

时分，看着山头披上金黄色的“衣裳”，

牛羊在泉边畅快饮水，单小花更觉温暖

慰藉。

看着、写着、读着，单小花的精神世

界日渐充盈，她直面家庭变故和身体患

病的双重打击，靠写作走出人生低谷。

2019 年，她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苔花

如 米》，书 名 来 自 一 句 古 诗“苔 花 如 米

小，也学牡丹开”，单小花希望自己如苔

花般勇敢绽放。

2023 年 10 月，凭借 100 多万字的作

品 ，单 小 花 正 式 成 为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会员。

“身为农民作家，我有责任讲好农

村故事，说出农民心声。”单小花坦言，

她不懂高深的写作手法和技巧，但希望

能如照相机一样，实事求是地写，写出

原汁原味的农村生活。她最想写的，依

然是身边的农人农事、西海固大山里男

女老少的故事。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西吉作家们

互相欣赏、互相激励、“相亲不相轻”。

“我的文学道路离不开朋友们的鼓

励与关照。一群像叔叔婶婶一样的文

学人‘团宠’着我，用爱意托举着我，来

到了这充满大爱的文学世界。”获得骏

马奖后，马骏由衷感慨。

走进位于吉强镇杨河村的木兰书

院，一群面庞黝黑的农民围桌而坐，用夹

杂着乡音的普通话朗诵诗歌、交流创作

心得，这是书院日常举办的一场改稿会。

“敞开心扉、畅所欲言，为的是写出

真正优秀的作品。”史静波说。2019 年，

西吉县作协主席史静波创办木兰书院，

并聘请了当地 40 多名农民文学爱好者，

经 常 在 改 稿 会 上 开 展 文 学 研 讨 ，带 动

300 多名乡村文学写作者创作。

除了木兰书院，西吉县还有诗词楹

联协会、北斗星诗社等 10 余个民间创作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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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

席、作协主席郭文斌说，西吉的文学创

作具有群众性和规模性的特点，农民作

家们吐露心声，激扬精气神。

一批文艺佳作
书写山乡巨变，记录乡

村全面振兴，作品与时代同
频共振

“发奋图强，否‘难以生存’之定论。

人造梯田，绿饶山巅；现代农业，遍地花

开 …… ”西 吉 作 家 樊 文 举 生 于 斯 长 于

斯，创作了一首《西吉赋》，道出自己对

脚下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热爱，也揭开了

它“难以生存”的旧伤疤。

西吉所在的西海固地区，曾被国际

组织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

之一。这里生态脆弱、水资源匮乏、气

象 灾 害 频 发 ，有 作 家 曾 经 这 样 形 容 ：

“纵目所及，这么辽阔而又动情的一片

土地……有的只是这样只生绝望不生

草 木 的 光 秃 秃 的 群 山 ，有 的 只 是 这 样

的一片旱海。”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时候，人更需

要 精 神 力 量 。”樊 文 举 说 ，放 眼 皆 是 荒

山，但文学想象超脱出一方天地，飞向

无限广阔的远方。

翻开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1987 年

的浆水和酸菜》，西吉作家马金莲描写道：

“干燥的风里含着很多肉眼看不见的细刀

刃，把我们的手和脸划开了无数细密的小

口子……”随着笔锋一转，又透出坚韧倔

强：“但是这有什么呢，从我们来到这个世

上，从我们离开娘怀在地面上爬行的时

候，开始在土院子里一步一步学步的时

候，风吹日晒的自然磨砺就开始了。”

“贫不薄文，曾经恶劣的环境和贫

瘠 的 生 活 ，让 我 们 对 精 神 世 界 的 追 求

迫 切 而 自 觉 。”马 金 莲 说 。 几 个 月 前 ，

她 的 长 篇 小 说《亲 爱 的 人 们》出 版 ，书

的 封 面 印 着 这 样 的 推 荐 语 ：生 动 还 原

中 国 乡 村 社 会 现 代 化 历 程 ，讲 述 西 北

人 民 如 何 走 向 美 好 生 活 ，书 写 中 华 民

族生生不息的坚韧与温良。

1982 年 ，国 务 院 启 动 实 施“ 三 西 ”

（即甘肃河西、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农业

建 设 专 项 扶 贫 计 划 ，开 创 了 我 国 有 计

划 、有 组 织 、大 规 模 减 贫 行 动 的 先 河 。

此后 40 多年里，从闽宁对口协作到精准

扶贫，在党中央关怀下，西海固人民拔

掉穷根。2020 年 11 月，西吉退出贫困县

序列，标志着曾有“苦甲天下”之称的西

海固地区全部脱贫摘帽。

文 章 合 为 时 而 著 ，歌 诗 合 为 事

而作。

马 金 莲 出 生 在 西 吉 县 什 字 乡 一

个 叫 扇 子 湾 的 自 然 村 ，这 里 土 地 贫

瘠 ，40 余 户 村 民 一 度 生 活 困 难 。 精 准

扶 贫 政 策 春 风 吹 来 ，扇 子 湾 要 易 地 搬

迁 。 马 金 莲 的 第 一 反 应 ，就 是“ 要 记

录 这 个 村 庄 ，要 记 录 这 次 易 地 搬 迁 ，

要 记 录 这 群 人 ，要 记 录 这 个 滚 滚 向 前

的时代。”

历时多年，马金莲根据采访所得和

亲身感受，完成著作《亲爱的人们》。全

书 80 余万字，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写到

当下，围绕西海固地区一个农民家庭脱

贫奔小康的奋斗故事展开，呈现出一幅

西部山乡巨变新图景。

村 里 第 一 次 通 电 、村 民 齐 心 协 力

修 桥 修 路 、村 里 年 轻 人 做 起 了 直 播 带

货……“时代底色是充满希望的，我这

本书的内在也是明亮的。”马金莲说。

书 写 山 乡 巨 变 ，记 录 乡 村 全 面 振

兴。2023 年底，单小花出版了她的第二

本散文集《樱桃树下的思念》，专设“扶

贫记忆”章节。

在往昔的艰苦岁月里，文学为西海

固人点亮一盏心灯，他们笔下的文字不

乏光明与温暖。摘掉贫困帽后，文学的

根在这片土地越扎越深。西海固人对

文学的热爱纯粹又热烈，正续写着家乡

的时代变迁。

当一篇篇反映西吉脱贫攻坚题材

的小说、散文、诗歌等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西吉作家的笔下，贫困、苦涩、沉闷

的气息渐渐消退，山更绿、水更清、民更

富的笔墨更浓。

“过去十年九旱，庄稼长势不好，收

割时只能一把一把地拔。如今春麦换

成了冬麦，产量翻了不止一倍，家里余

粮破天荒地压满了库房。”康鹏飞回忆

童年的艰苦日子，看到如今庄稼丰收，

他根据生活经历创作了《麦子》《糜子》

等 10 余篇小说，描绘家乡翻天覆地的

变化。

“辛苦了大半辈子，我把孩子供进

了大学。现在政策好，生活没那么大压

力了，干农活之余就写一写。”吉强镇高

同村村民李成山年轻时爱琢磨诗，后来

为生计操劳奔波，因生活压力而放弃写

作，如今又因精准扶贫改变生活而“回

归”创作。他写作的内容也发生变化：

早年写苦难，现在写变迁，写每年都在

变化的新生活。

为此，李成山的小儿子很有感慨地写

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我读着三十

年前的手稿/父亲泡上一杯春茶/在甘苦

回味间提笔/这一次/以农民的名义”。

“这一次，以农民的名义”。口袋鼓

起来、脑袋富起来、生活美起来，新时代

农民找回了自信与热爱。

“种地时思考，闲暇时阅读。”李成山

见缝插针地用手机记录生活随感，描摹乡

村巨变，迄今已发表诗歌、散文 300多篇。

黄河水深，黄土地厚。人类历史上

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

脱贫攻坚战，是观察新时代中国蓬勃发

展的绝佳视角；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乡村全

面振兴，是感受中国精神的时代现场。

作为亲历者，越来越多的农民受到

洗礼，他们更加主动地建设家乡，也更

加自信地抒发所见所思所感。

“作家们以崭新的叙事主题、审美形

式，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和精神蝶变。

苦难正在淡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越来越多地被叙述。”宁夏社会科学院文

化研究所副研究员许峰如是感慨。

一个文学摇篮
出 作 品 、育 人 才 、树 品

牌，文学之花处处盛开

路 ，无 法 用 脚 去 蹚 ，却 能 用“ 笔 ”

去拓。

95 后残疾作家马骏靠文学“站立”，

去年 11 月荣获骏马奖的作品《青白石

阶》，是他躺在炕头用手机一个字一个

字“抠”出来的。

马骏踏入文学家园的起点，可追溯至

2018 年底结识文学刊物《葫芦河》主编樊

文举。在樊文举的鼓励下，马骏在《葫芦

河》上刊发了不少作品。无独有偶，单小

花回顾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时也常提及：

“我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葫芦河》。”

在西吉，记者遇到的写作者，几乎

都会提及《葫芦河》杂志。

隆冬时节，朔风猎猎，长空寥廓，山

脚下的葫芦河已然冰封。对于十年九

旱、山大沟深的西吉来说，葫芦河孕育

着生命与希望。

“葫芦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所以西吉

第一本文学季刊就叫《葫芦河》。”这条河，

将樊文举的思绪拉回到上世纪 80年代。

1987 年，西吉县部分文学爱好者成

立了宁夏首个文学社——葫芦河文学

社，自费购买油印机和纸张，将他们创

作的诗歌、散文刻字油印，装订成 48 页

的《葫芦河》赠阅。

没钱给作者发稿费，《葫芦河》的编

辑们就给每位作者认真回信，无论来稿

采用与否。《葫芦河》渐渐成为西吉文学

主阵地，吸引了一批文学爱好者，文学

社社员从 7 人发展到 60 多人，其中就包

括作品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的

作家郭文斌。

1991 年，《葫芦河》因经费、人员面

临困难，被迫停刊。2007 年，在县委和

县政府全力支持下，西吉县文联重新刊

印《葫芦河》，投稿人数不断增加。

走进《葫芦河》编辑部办公室，樊文

举拿出一本即将付梓的样刊。记者翻

开一看，虽已审校过一遍，每篇文章仍

满是修改痕迹。

“西吉县财政并不宽裕，但这些年

来，每年 12 万元的经费从来不少，让我

们能安心办刊。”樊文举转过身，指了指

墙上挂着的多幅照片，“你看，这些文化

活动的合影，县委书记一般都在场。”

2009年，西吉县制定了创建“文学之

乡”规划，成立以县委书记、县长为组长

的领导小组，并在全县各乡镇和县直部

门设立基层文学艺术协会。此后，西吉

陆续投入 2000 余万元，建成了以西吉文

学馆为重点的 10个文艺创作基地。2024
年 8月，宁夏首个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落户西吉。

“从西吉走出的作家，不少都受到

过《葫芦河》的影响。”樊文举说，这本杂

志尽可能地接纳、鼓励创作者，并不断

提高办刊质量，是西吉作家的摇篮。

2011 年 10 月，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

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西吉“文学之乡”

称号。13 年多过去了，西吉县文学创作

者已从 600 多人增至 1600 余人，其中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 23 人、宁夏作家协会会

员 124 人，不少是新生代年轻作者。

西吉注重奖掖青年才俊，对文学苗

子倍加呵护。在西吉“文学之乡”命名

10 周年纪念活动中，10 名学生被授予

“文学新苗奖”。目前，全县有校园文学

社 20 多家、校刊 20 多种。

西吉中学月窗文学社已成立 30 多

年，拥有社员 200 多人。“月窗”寓意“让月

光照进心灵的窗户”。文学社创作的作

品最初以手抄报形式刊发，也经历过油

印机印刷出版，现在仍在结集成册。多

年来，月窗文学社获得过不少全国性荣

誉，培养出一批批忠实的文学爱好者。

西吉人爱文学，文学又赋能乡村全

面振兴。走进西海固农民写作者的家，

几乎都能看到码得整整齐齐的书架，摊

着纸页的书桌。文学给他们提供了生

活支点，也成为他们自我教育、自我培

养的有效途径。通过读书写作，他们影

响着自己的家人、孩子，带动家风、乡风

改变，为发展乡村文化注入内生动力。

文学泽被乡野，木兰书院所在地——

吉强镇杨河村即是缩影。村党支部书

记张世宝回忆，以前有的村民小组连续

多年没有高中毕业生，去年村里一下子

考出两名本科生。木兰书院假期向村

里 儿 童 开 放 ，村 民 们 也 经 常 能 接 触 到

“大文化人”，潜移默化中，争执纠纷都

少了。张世宝说：“建书院比给村民发

钱都好！”

依托独特的文学资源，近年来，西

吉县探索“文学+农文旅”融合发展，先

后 建 成 西 海 固 文 学 教 育 馆 、作 家 林 等

研 学 体 验 场 所 ，持 续 举 办 各 类 文 旅 节

庆 活 动 ，擦 亮“ 文 学 之 乡 ”金 字 招 牌 。

2024 年，西吉县累计接待游客 447.8 万

人次。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

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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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西吉正鼓励越来越多创

作者拿起笔记录新时代山乡脉动，培育

文学“庄稼”茁壮成长，让这座文学“粮

仓”更加丰足。

图①：小 学 生 在 西 吉 文 学 馆 研 学

参观。

图②：马骏在家中，炕桌上放着骏马

奖奖杯、证书和获奖作品《青白石阶》。  
                        师   龙摄

图③：西吉农民作家外出采风（资

料图片）。

    图①③均为本报记者伊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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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口不足50万的山区县，拥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3人，1600余人长期从事文学创作

走西吉，看文学“庄稼”茁壮成长
本报记者   徐元锋

记者调查记者调查2025年 1月 17日  星期五 1313

书桌前，单小花提笔凝思，墙上“文学点
亮心灯”的字幅格外醒目。她白天务农、打
工，晚上挤时间写随感，已出版两本散文集。

轮椅上，马骏双手捧书，看得入迷。他自
幼患病无法行走，坚持躺在炕头用手机写作，
前不久荣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

小店内，赵玲一边工作，一边和顾客收听
文化典籍诵读。作为一名盲人作家、按摩师，

他创办了“西吉县残疾人星光俱乐部”“慧觉
文化学社”，帮助更多人从文学中汲取力量。

…………
这串名字还可以继续列下去，他们都来

自六盘山脚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
吉 县 。 这 个 人 口 不 到 50 万 的 山 区 县 ，有
1600 余人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其中农民作
家超过 300 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3 人、宁
夏作家协会会员 124 人，先后荣膺鲁迅文学

奖、骏马奖等国家级奖项 6 次，获得人民文
学 奖 、冰 心 散 文 奖 等 全 国 性 文 学 奖 项 近 40
次。2011 年，西吉县被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的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文学之乡”称号。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是 物 质 文 明 和 精 神 文
明 相 协 调 的 现 代 化 。 2024 年 10 月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第 十 七
次 集 体 学 习 时 强 调 ：“ 要 着 力 激 发 全 民 族
文 化 创 新 创 造 活 力 ”“ 重 视 发 挥 文 化 养 心

志 、育 情 操 的 作 用 ，涵 养 全 民 族 昂 扬 奋 发
的 精 神 气 质 ”。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决
定》提 出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创 作 导 向 ，
坚 持 出 成 果 和 出 人 才 相 结 合 、抓 作 品 和 抓
环 境 相 贯 通 ，改 进 文 艺 创 作 生 产 服 务 、引
导 、组 织 工 作 机 制 。

一个曾经“苦甲天下”的山区县，何以兴
起新大众文艺的浪潮？记者近日走进西吉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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