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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东、西部的区域位置划分早在《史记》中就写道“河以东强国六”，“及秦并吞三晋、燕、
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这里的“河”即黄河，“山”即秦岭。
如果说黄河与秦岭相连一线以西的戈壁、沙漠、草原、湖泊、江流、河源、平野、峡谷、山岭、沟壑
、雪峰、大阪、弄场、田垌、坝子⋯⋯构成的西部的奇特、多彩、壮丽的地理面貌特征而令人为之神
往，那么，西部散文家凭其对艺术的执著的探索精神和不倒的理想信念，作品所强烈凸显西部人文精
神、大自然本质，凸显西部民族生存意识和生命体验，凸显西部的阳刚大气、豪宕正气。
同样令人为之惊叹。
她像舞袖长风抚慰了中国文学漠野，像古老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的朝阳，那暖洋洋的鲜活，为中国文
学塑造了一种旷世的大美⋯⋯　　中国西部散文的出现，应当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
其时，著名散文家碧野和李若冰分别以《天山景物记》、《柴达木手记》锃亮的光芒，初步镂刻出了
一个西部散文的轮廓。
《天山景物记》、《柴达木手记》的那种西部粗犷美、豪放美，在中国文坛开始登台亮相。
到1985年左右，西部散文，从涓涓细流，汇成一条直奔浩渺大海的文学之河，并开始以恢弘的气势张
扬西部的人文精神和民族个性，以独特而深厚的精神内蕴揭示西部文化在历史与自然中呈现出的巨大
张力和深邃内涵，展示西部作家独有而强烈的生命体验。
这时的西部散文已初步形成西部散文这一流派，并日益受到文坛的重视。
在这个阶段，代表散文作家除陕西的李若冰外，还有内蒙古的许淇、甘肃兰州部队的杨闻宇、陕西的
刘成章等人。
　　李若冰不但是延安文学到新中国文学的连接人，更是西部新时期散文的连接人，著有散文集《在
勘探的道路上》、《柴达木手记》、《旅途集》、《红色的道路》、《山。
湖。
草原》、《神泉日出》、《爱的渴望》（合作）、《李若冰散文选》、《高原语丝》、《塔里木书简
》、《李若冰散文》等。
李若冰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祖国大自然的怀抱，融入了西部的大漠中，他的散文从始至终贯穿着一种
文学殉道精神，自由、奔放而且豁达，充盈着一种时代意识与自然意识，表现了人和自然相知的主题
。
他的代表作散文《龟兹乐舞之乡》以其磅礴大气的风格、深邃凝重的意蕴和文化色彩、历史深度的精
神内涵形成了独有的魅力。
苍劲、雄浑，在艺术表现方面和语言方面都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许淇从5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他的散文趋向诗意的追求。
出版散文集《第一盏矿灯》、《呵，大地》、《北方森林曲》、《城市意识流》、《许淇散文选集》
、《草原的精灵》、《许淇随笔》、《美的凝眸》、《在自己的灯下》、《伞语》等。
他的作品画面感强，对人、景、物的动态描写和借于色彩的摹绘，使作品有着诗的韵美。
他的代表作散文《追赶马群》笔势凝重，富有情韵，奔走，体验，感悟，身体完成，心灵完成，再交
给语言呈现出诗的节奏美，可谓散文中的大餐、美餐！
　　军旅散文家杨闻宇在作品中不动声色却又力透纸背地渗透出深层次的道德准则、人生哲理、民族
大义，使人在愉悦的欣赏中领略到巨大的思想力量。
杨闻宇著有散文集《绝景》、《不肯过江东》、《灞桥烟柳》、《白云短笺》、《江清月近人》、《
笑我多情》等。
杨闻宇的笔，很像他在《雄性的日出》中形容日出的那杆“强劲凶悍的电焊枪”，他笔头确是“用尘
世间的血、火以及全部花蕾所提炼出的最鲜活、最灵动的精液合铸而成，殷汁灼亮，大热若冷，涌涌
沸荡着却怎么也化不开”。
尤其其代表作《骆驼城春色》既给人以历史厚度感，又给人以现代广度感。
不是对历史人物、现代事件、地方掌故、民间风情等等烂熟于心，是绝然难做到的。
　　“在中国当代散文界，刘成章是独立的，而且立得很高，是鹤，不是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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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语）“鲁迅文学奖得主刘成章是大器晚成的散文家之一，著有散文集《黄土情》、《刘成
章散文选》、《纤丽的阳光》、《刘成章散文集》、《羊想云彩》、《安塞腰鼓》等。
他的散文多以黄土高原为题材，从实在的生活出发，通过诗性的感受、联想，信天游式的比兴、抒情
，信天游式的民间风情展示，发现并攫出了陕北人的元气和神魂！
尤其代表作散文《安塞腰鼓》，自由挥洒，淋漓酣畅，尽情尽兴。
思维开阔、视角独特、想象奇伟，可谓是一曲陕北人生命、活力的火烈颂歌，是一首黄土高原沉实、
厚重内蕴的诗性礼赞。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五情发而为辞章。
”“情者文之经，辞者文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
”语言既是作家情感的负载物，更是情感的形式。
无疑，《安塞腰鼓》大泼墨、大写意的笔法，巧运的匠心，宏伟的气势，铿锵的节奏，带给我们力量
的奔腾。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前期的西部散文创作，就其数量上看，远不及80年代中期之后。
就散文艺术精神说，也有一些较大局限，诸多篇什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散文桎梏中递进、突围，审
美格局与构思模式还没有从根本上变化，思维定式过于传统了些，作家的主体意识也显得薄弱了些，
似乎还在一种习惯势力的巨大惯性的泥淖中艰难跋涉。
但作家们挣脱了“工具论”的束缚和僵化、封闭、极左概念，通过对人文地理、风景名胜、文物古迹
、历史人物、宗教文化、民族风情以及戈壁、大漠、草原、高原、山川河流等自然风光的描述，展示
了一个时代的兴衰与荣辱，写出了西部独有的“大漠孤烟直上天”、“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粗犷，对
此后西部的散文创作影响巨大。
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中坚作家还有描写青藏部队生活的作家王宗仁、贵州的徐成淼、云南的淡墨、汤
世杰、青海的朱奇等人。
这批作家的意义在于开拓了中国西部散文创作的处女地，像浩荡温暖的春风为今后中国西部散文的发
展催开了万紫千红的丛丛花簇⋯⋯　　中国西部散文的第二个阶段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0年之间
。
这一时期，散文的自我意识，散文家的独立人格和自主的意识空前解放，散文中的“个性”、“自我
”、“独立精神”等这些久违的概念，重新被人们所关照、关注，并最终走出“三大家”的模式，向
着多元、多极、多样化、多层次、全方位拓展，开始全面觉醒。
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人文精神危机（即世纪末文化批判，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首肯，对人性
真善美和人文理想信念形而上的思考）的大讨论，为整个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时代氛围和宏
美的艺术天地，西部散文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叩问灵魂，探寻人生终极价值，富有生命意识和
生命体验的大手笔散文，出现了许多负荷生活深度和精神高度的优秀随笔札记。
　　在第二阶段，散文家已从政治为中心的写作调整为独具性灵、心灵和风格的写作。
黄宗羲言：“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
古之人，情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
”（《南雷文集》卷一《黄孚先诗序》）王国维云：“景非独谓景物也。
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
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人间词话》）心灵的大释放，水到渠成地诞生了中国西部散文的大时代！
从而使中国散文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格调雄壮、冷峻，具有纵深感、历史感”的雄性豪放的全新境界
。
除第一阶段的作家在散文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外，这一时期西部散文创作的优秀作品有新疆周涛的《
巩乃斯的马》、《稀世之鸟》，碧小家的《辉煌的葡萄》，陕西史小溪的《黄河万古奔流》、《陕北
八月天》，西藏马丽华的《渴望苦难》，甘肃林染的《苍茫乌鞘岭》、马步升的《绝地之音》、裕固
族散文家铁穆尔的《苍狼大地》、甘肃部队师永刚的《梦留西凉》，云南于坚的《火炉上的湖泊》、
张乃光的《流动在歌声里的记忆》，成都部队裘山山的《在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四川蒋雪峰的《
蜀道的绝唱》、高旭帆的《最后的驮队》，青海藏族散文家野鹰的《黑色圆舞曲》、土族作家祁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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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敦煌》、燎原的《源地》、《落日中的亚洲高地之鼓》，内蒙古蒙族作家冯秋子的《蒙古人》等
。
而实力派散文家有青海的梅卓、陕西的李汉荣、朱鸿、耿翔、厚夫、宁夏的冯剑华、内蒙古的郭雨桥
、甘肃的王若冰、贵州的杨村（苗族）等人。
目前这批散文作家有的出版了专门的散文作品集（或合集），有的在全国性的一些散文大赛中获得奖
励，有的入选一些全国权威性的选刊选集课本，具有引人注目的成就。
他们在散文创作中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坚持内容的坚实深厚的同时，注意广泛学习和吸取新
的艺术表现手法，在作品中更加突出了散文的艺术特征。
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一个特点是，几乎所有作家都有意无意地进行散文创作。
以小说闻名的四川作家阿来是这样；以评论闻名的甘肃雷达、陕西肖云儒、厚夫是这样；青海小说家
风马、甘肃诗人林染、云南诗人于坚也是这样。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西部散文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态势，以富有生命意识和生命体验，以感性的语言
，打造中国西部强势散文品牌，在中国文坛上取得了必不可少的地位，而且是保持了领先水平。
　　在第二阶段，代表性散文家是周涛、贾平凹、张承志、史小溪、尚贵荣等人。
　　周涛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由诗歌创作转入散文写作的作家，著有散文集《稀世之鸟》、《逃跑
的火焰》、《周涛散文》、《游牧长城》、《山河判断——大西北札记》等，曾获全国第一届鲁迅奖
和全军八一奖等。
他的散文从自我开刀深入地挖掘人性，把创作的视角投向了人与大自然，带给人们对人类自身命运和
生命的思索。
他的散文一直延续着他作为“边塞派诗人”的身份意识，无论是创作语言、风格、结构、意象、张力
还是其毕生追寻的“自由的自我”，都无不折射出壮美的诗性魅力。
鲜明的个性特征、雄浑大胆的文风、气势磅礴的语句、独特的文化视野和独立的精神追求，让文学史
家陈思和在《当代文学史》中称赞他这格调雄壮、冷峻且具纵深感、历史感的散文是“来自大西北风
情的歌唱”。
周涛的代表作散文篇章《巩乃斯的马》以一种由点向面发散，由局部向整体辐射，由具体向抽象升腾
，由表象向本质突进的顿悟的方式，以奇特的想象力、强劲的语言张力、对西域文化独到的理解力以
及汪洋恣肆、纵横捭阖中独具的深刻穿透力，营构出西北地区独特的阳刚之美、粗犷之美和原始野性
之美。
　　贾平凹是以小说为主的业余散文家。
著有散文集《月迹》、《爱的踪迹》、《心迹》、《贾平凹散文自选集》、《坐佛》、《朋友》、《
我的小桃树》等。
他的散文严格来说是一种江南小情调的书写。
他的散文的空间意识比较独特，它既是现实的又是梦幻的，既写实又高远，但一味的褒扬遮蔽了对局
限性的探讨，论者的批评精神和作家的自省意识处于缺席状态。
他的散文浸透醇酽的生活情致，以博杂、丰富、琐细和质朴的日常性，详尽地传达出那种必然的、合
理的、独到的、无限广阔的内容来。
虚实结合，相映成趣，空灵和玄妙得就仿佛在与一位年高德劭的哲人探讨人生，他能带给你一份独特
的感受，一种与众不同的审美追求。
他的代表作散文《秦腔》少了狭窄、单薄、小气、功利和干枯，而多了广阔、深厚、大气、书卷气和
滋润，也使之从整体上超越了中国当代散文的世俗化格局，具有了超然自得的境界与意态。
　　张承志和贾平凹一样，也是以小说为主的业余散文家。
著有散文集《绿风土》、《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鞍与笔》、《以笔为旗》、《谁是胜
者》等。
他的散文，显示出一种独立不羁、庄严深邃、冷峻热烈的审美品格，并且完全靠一腔热血的铺散来支
撑，直接地触及生命的本质，触及灵魂的骨髓，如在厚实的木板上钉粗长的铁钉，穿透力凝聚在每一
次对心灵的捶击之中。
他的散文中呈现出的独立意志、批判精神、忧患意识和宗教信仰，是在试图表达底层人实质上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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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中心。
他的代表作《静夜功课》，如静谧、孤寂中的老僧坐禅，化入冥冥，谛听到了最内在最深刻的神谕，
如寒冷、辽阔、宁静、孤独、坚韧、正直⋯⋯这些好像能构成一种维持人的精神平静和独立环境的词
语一样，闪着幽蓝的圣光。
　　史小溪是扎根于陕北的散文家。
著有散文集《澡雪》、《西部一个男人的叙说》、《高原守望者》、《纯朴的阳光》、《泊旅》、《
秋风刮过田野》等。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陕北散文家刘成章是歌唱陕北的第一小提琴手，那么，史小溪则是黄钟大吕铁板琵
琶。
史小溪写出了陕北的厚重、陕北的悲壮、陕北的真实、陕北的独特、陕北的雄浑、陕北的大气。
他笔下的陕北高原具有史诗般的雄浑壮美和精神的图腾美。
他对当代散文的一个开拓性的贡献是：促成了散文从柔媚向刚健的位移。
他的散文暗含了人类的终极关怀，如一坛老酒，越品越让人沉醉。
如一块白羊肚手巾，也许上面有着尘土和汗垢，但那是温暖的生活的气息，朴素、自在、本色。
他的代表作《黄河万古奔流》是一种人生人性至深本能的欲望和巨大的生命力呼喊，并把这种呼喊缝
合到一个大的民族的、精神的底气之中。
雅健与温情，深沉与豪爽，自始至终牵动着人的神经，充满对生命本体的歌颂。
　　尚贵荣，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流浪的云霓》、《中国当代散文诗
人15家》（合著）、《爸爸手记》、《野马西风》、《塞外随笔》等。
他的散文语言、感觉正像雪的飘舞，马蹄在草尖上滑过，陷在淤泥中的车轮下沉，打破了过去传统散
文旧有的僵局，从而引领这一时期的散文家拓出了一片新的广阔天地。
他的代表作《闲居塞外说羊肉》摸准了羊肉文化源远流长的脉向，视角深入了民俗的内核，以沙子般
粗粝而且纯净的语言呈现了一条雄浑朴实，开阔大略的羊肉食文化的链条。
大气磅礴，结构别出心裁。
　　在这个阶段，西部散文作家集体实力的展示，应当归功于著名散文家史小溪。
力量只有联合，才能成为大纛。
1998年，史小溪历经两年心血编选的《中国西部散文》，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卷，选
收作品多为汉、蒙、藏、回、锡伯等西部民族作家所写的有关西部的散文。
全书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中国西部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再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部中国丰富
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
《中国西部散文》的出现，对西部散文作家，甚至整个中国文坛来说，有着一种“扫开云雾呈光景，
流尽潢污见路歧”的珍贵而超前的启示。
这部非常丰厚的“文学辞典”的出现，真乃“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的雄奇飞动之立体
绝唱，“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的神气磅礴之凝固乐章，使西部的一群散文散雁终于组
成了一支坚实的队伍，飞上了梦想已久的蓝天。
　　一加一等于二。
但西部散文家的集中亮相绝不是简单的加法，它像核聚变一样，产生更大的能量和效应。
佛语讲：古镜未磨时光照天地，磨后则黑漆漆。
《中国西部散文》的编选，正是一面光照天地万物的禅镜！
《中国西部散文》的出现，也绝对是一条前无古人、振奋人心的观念、精神之路！
史小溪身上的那种陕北人天性中的坦诚与厚朴，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大气魄，那种泰然自若的奉献，是
“凤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人格和价值标尺的标榜。
史小溪编选完成后，又撰写了西部散文论文《西部散文，一片明朗高原的天宇》，这标志着西部散文
这一流派在中国文坛真正的崛起。
如果说《中国西部散文》张扬了中国西部之壮气美气，对当代东西文学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整个
西部的交通、旅游、生态事业也有综合利用的价值，其意义不亚于登山队员登上珠穆朗玛雪山峰顶，
那么，《西部散文，一片明朗高原的天宇》站立在西部散文研究至高点上，界定的西部散文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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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审美方式等，使此文成为新时期以来第一篇研究“西部散文”的专论，它必将像凛冽的北风肆
虐地横扫大地，捧至登峰造极处。
也将像山行百里，水流九曲，留给当代中国文坛巨大的启迪。
　　中国西部散文的第三个阶段为2000年至今。
　　文学是一个国家文明与发达的象征，是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在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榆树，它不求闻达，不图热闹，顽强不屈，任狂风将身子扭成麻花，沙石打
得遍体鳞伤，也绝不低头，依然向着蓝天；它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土壤好也罢，环境恶劣也罢，总
长得枝繁叶茂，充满生机；它所求甚少，却慷慨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树冠庇护着羊群，树皮晒干磨
成粉与玉米面和好能做成香喷喷的饸饹。
其实，榆树的忍辱负重，坚韧不拔，正是西部一代代作家精神和崇高品格的写照——无私无畏的坦荡
，无尽无限的奉献，构成了西部散文家人生的主旋律。
在这个阶段，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西部散文的繁荣，生于70年代初的内蒙古散文家刘志成像第二阶段
的史小溪一样，肩负起了浩浩使命，像榆树的婆娑一样为西部散文的建设竖起一面呼啦啦的旗帜！
2005年的一个冬夜，曾以散文《怀念红狐》选入高中语文选修课本的知名散文家刘志成基于西部散文
建设继史小溪之后无人问津的现状而彻夜未眠。
他遥望夜色里的苍穹，幽深而诡秘，思绪沿着淡淡的星光飘向渺渺天际⋯⋯人的真正价值在于奉献，
刘志成决定编选新的《中国西部散文百家》。
经过一年多的艰辛约稿、编选，2006年，近百万字的《中国西部散文百家》（上、下卷）由作家出版
社出版。
《中国西部散文百家》从多元文化选择、边塞传统展示、现代生命书写三个最能反映西部散文独特性
的角度入手，共收选当代103位各民族作家的散文作品，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成长的作家为主，将
一个完整的西部新散文阵容全方位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使我们看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部中国丰富复
杂的社会生活和时代风貌；看到西部民族融合演变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看到西部大地上色彩斑
斓的自然本色。
2007年，刘志成编选了近60万字的《内蒙古60年散文选》，该书由远方出版社出版，这是内蒙古60年
来散文家一次全方位的展现，也是迄今较全面的内蒙古散文大卷。
在2007年这一年，刘志成东奔西走，经国家机构批准创办了一家介于省级和国家级之间的作家团体—
—中国西部散文学会。
2007年7月，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正式挂牌成立。
在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穷人阿里巴巴念了一句“芝麻开门”的秘诀，意想不到地打开了
放着许多金银财宝的山洞之门。
而中国西部散文学会的成立，也成为中国西部散文作家的一个奏响跨世纪文艺创作雄壮旋律的秘诀。
这个散文领域的开天之举，无疑促进了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散文家的交流，迫使中国西部散文家在
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一条路，在一片渺茫中选定前进的方向。
当年，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在刘志成主席的努力下，又创办了国家正式公开发行的《西部散文家》杂志
。
由西部散文学会主办的《西部散文家》为全国唯一一家专刊中国西部（陕西、四川、甘肃、内蒙古、
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广西、贵州、云南、重庆12个省市、自治区）散文的大型省级纯文学期刊
。
本着“盘点经典美文，推举新锐作家”的《西部散文家》杂志无疑成为西部散文作家进行灵魂洗礼的
阵地，滋润心灵荒芜的心园。
它氤氲着一种崇高、宁折不屈的圣光。
2008年，刘志成又编选了近50万字的《中国西部散文诗》；2009年，刘志成还编选了近65万字的《中
国西部散文地图》，创办了每天浏览人数达5000多人的中国西部散文网，这些工作，体现出一个作家
对新时代文艺大潮的探索与奉献魅力。
从地上捡起一个丢失的麦穗，它的价值已超过了麦穗本身。
那为西部散文事业执著的奉献精神，那一部部砖头厚的中国西部散文作家的作品集中亮相，那风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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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的永恒开拓辉煌⋯⋯都是不朽的！
　　泰戈尔诗曰：果实的事业是高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叶是谦逊地专
心地／垂着绿荫的。
刘志成，这一片扶衬红花，奉献果实，令人嗅着有清鲜之气的绿叶，被西部散文的魅力照亮了心灵的
光焰。
他已经预感到这项工程留下的巨大思考空间和无法估量的远景。
在他的努力下，2009年8月1日至3日，为期三天的中国首届西部散文节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隆重举行，来
自全国各地各族各界的著名作家145人，本地作家文学爱好者55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中国作协及西部12个省作协和20多家地方作协为活动发来贺信贺电。
这次活动中有两道亮丽的风景：一是认真总结了从1979年1月至2009年6月期间的西部散文现象，评选
出了首届中国西部散文奖；二是成功举办首届中国西部散文论坛，有十几位著名的作家发表热情洋溢
的讲演，认真回顾了文学创作的发展脉络和艰难历程，当前文学创作的理论研究对文学领域的地位进
行了冷静的客观的全面的分析，文学创作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有待于
我们克服和改进。
散文节的举办，不仅增进了作家们的交流，让西部散文撑起了一片明朗高远的天宇，而且，像这样全
国规模的、高层次的文学艺术盛会在西部实属第一次。
无疑，这次盛会续写了中国西部散文史上辉煌的一页。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这是多么崇高的人文品格、精神和纯洁的道德操守呀。
　　仿佛被巨大的磁力吸住了。
第二阶段的史小溪在这一阶段同样为西部散文的发展在呼在鼓。
2009年，由他编选的《中国西部散文精华》（四卷）由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这无疑是迄今中国文学史上关于西部散文最权威最厚重最全面最精华的一套选本，包括西部十二省（
市）260位作家改革开放30年来创作的西部题材散文精品。
在史小溪看来：打着西部深刻的人文自然文化胎记，激扬西部的精神向度和生命维度，传达着沧桑而
温情的生存体验，引领读者跨越地域获得广阔的精神世界和深邃的心灵空间，便是一个自立于世界之
林的“大西部”艺术精神世界。
他说：“西部散文从来不是狭隘封闭的，它自有它的文化审美的包容性、开放性和价值取向。
西部散文除了它的‘地域’特征，更有自己独具的精神特质。
那种张扬的原始自然生命力，不屈的生命激情，雄阔、凝沉的意象，悲凉、悲苦、悲壮的生存意识，
无疑是它的质核和根系。
在沿海和中原地区被后现代思潮扫荡时，西部散文所展示的自我生命精神因其‘超凡的脱俗和纯净’
而傲然独立”。
可以说，《中国西部散文精华》（四卷）的出版，无疑对芜杂混乱的当代散文是又一次的傲视、反叛
与冲击。
　　——遗留胎气的西部散文，喷张血性的西部散文！
这是怎样一条充满挑战、充满志趣，造福社会、完善自我之路呵！
当富庶富饶之地那些散文在呻吟“吹大的泡泡糖”、“巴儿狗乖乖”、“不想上床”、“我是一个花
心男人”的苦恼慵懒、浮躁喧哗、文化消费的时候，你尽可从这里领略帕米尔万山之宗，黄河长江之
源，西陲长城，茶马古道，雪域的阳光，昆仑长云，蜀道绝壁，苍茫乌鞘岭，黄金蒙古包，香格里拉
佛宫，陕北高原的流脉；领略野马，牦牛，北疆鲵，大漠胡杨，戈壁花芷，还有龟兹乐舞，黔南傩戏
，康巴羌笛，青海花儿，以及西部散文家的艺术良知、理想信仰和心灵倚仗，他们与底层劳苦大众、
弱势群体、不幸者息息相关的命运，博大的人文情怀⋯⋯鲜花美酒、颂歌盈耳之外的惊涛骤起，只有
泰山压顶，矢志不移，刚健挺进的西部文学奉献者才能体会到。
神秘而崇高的信念，展现出了骆驼的负重跋涉精神，狮子的勇于拼搏气魄和婴儿的勃勃生机。
世界文豪显克微支说：从杜卡里昂（普罗米修之子）抛出来的石头，必定是生出了各式各样的不同的
人，彼此完全不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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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碧野、李若冰、史小溪、刘志成这三代人是从水晶石中生出来的几个。
海可以枯，石可以烂，而他们对中国西部散文作出的贡献将永远令人铭记。
　　在第三个阶段，第一、二阶段的“文化红人”继续笔耕不辍，并写出有血有肉扣动人心的篇章。
这一时期，代表作家除内蒙古的刘志成外，还有新疆的孤岛、刘亮程，甘肃的铁穆尔、阿拉旦·淖尔
，西藏的唯色，重庆的吴景娅，云南的余继聪等。
　　获得“首届中国西部散文奖”的孤岛是从诗人转入散文写作的，著有散文集《新疆流浪记》等。
孤岛的散文以诗歌般精练的语言，使得语言传神入化，达到“寓义于情，而义愈至；或寓情于景，而
景愈深”的美感境界，让人重新唤起对语言的信心。
他的代表作《寻找朋友》、《翻越天山：崇高站在美之上》，发挥了属于诗人的想象与创造的能力，
新颖的感觉与听觉的结合，语言犹如矿琢金、铅拧银般的张力，个体情感和时代脉搏的交融，使作品
达到了一种内在的文化情感和独具的人格力量的精美情韵。
　　“第二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获得者刘亮程是2001年迅速在中国文坛崛起、名声大振的。
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风中的院门》、《库车》等。
他的散文是当代散文寻找语言出路的一次突围。
他以自己的故土为立足点，以儿童的眼光和情怀叙述故事，多用拟人或是拟物的手法，进行人与物的
角色调置，在不慌不忙中叙述着一种人类久违的自然生存。
他的散文是体验式的，充满着一个生命对所有的生命的感悟、理解和感觉化的表达。
他“乡土哲学”的语言。
使散文的生活质感清新朴素，从容沉静。
美的根源不在事物，感觉，乃至眼睛，而在心灵。
严格来说，他的散文经不起思想的推敲，语言的背后是思想的苍白。
他的代表作《狗这一辈子》构架了一种独特的乡土哲学境界，使生命回归了本色的美丽和尊严，将生
命的内省推向了极致，具备了一种无法抵御的撼动人心的力量。
说的是狗，写的是人，几分辛辣，几分调侃，几分幽默，几分沉郁，较之鲁迅先生《狗的驳诘》，有
同样的老辣，却多了些人生况味的沉厚。
　　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铁穆尔是现在只有一万余众的裕固族后裔，著有
散文集《星空下的乌拉金》等。
这位裕固族“太史公”，始终在努力寻找拯救本民族道德的精神乳汁，他的散文像一支厚重的抒情古
谣，负载着草原上的雪山、幽谷、丛林、草滩、荒漠的凝重、宽阔、艰难，具备了一种悲壮的拯救意
味。
语言犹如奇峰兀石，大气纵横、充满悲悯而又铁血柔肠。
他的代表作《苍狼大地》，悲怆、灵性和雄浑的语言，饱含强烈民族心灵叩询的精神呼唤，给文坛注
入荡人心魄的生气，带给入更多感性的冲击和形而上的思考。
　　第二届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的获得者阿拉旦·淖尔是一位裕固族女作家，著有散
文集《萨日朗》等。
她的散文，是一幅既有历史厚度，又有现实生动性的风俗画卷，语境如草原辽阔旷达、语调如远山苍
茫绵长、语句明丽而不失洁净、语义清新而不乏自然。
她的代表作《萨日朗》以质朴的情感表达方式、丰富的修辞手法、如诗如歌的节拍武语言韵律，强化
了抒情的力度和强度，建构出一个最本真状态的民族精神和内心世界的再度发现与张扬的草原文化意
蕴。
　　出版有散文集《镜中》、《与谁共赴结局》、《美女铺天盖地》的吴景娅，散文的气息中竟然含
有诗韵的芳香，野草的生命力和玫瑰的矜持般之文字，惊艳之质感，令人拍案叫绝。
她的代表作《看吧，这群沉默的家伙》，那全新的视角，前卫而优美的文字，独有而强烈的生命体验
，以及所呈现出的人文关怀、多元开放心态等现代意识的巨大张力和深邃内涵，竟然令人有眼热的冲
动。
　　刘志成是世纪之初西部青年散文家队列中的领军人物。
他的第一方阵的地位与名声，绝不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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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散文开创了苦难散文的先河。
他的文字张扬着西部不屈的血性和精神风骨，是西部当代散文不可多得的收获，也是独标生命意识、
生命体验的西部绝唱。
他的代表作《舞蹈在狂流中的生命》、《裸袒的渴意》、《待葬的姑娘》、《怀念红狐》、《一条歌
的河流》等散文，以诗意盎然的笔触，富有象征意味的宏大气势，表现了人类原始最淳朴的生存欲望
、生存意识，他的笔触探向自己植根的土地，注目的却是更为广阔的境界。
这些文字，余秋雨一定做不得。
真正清高的文人，不仅要往前看，往后看，往上看，更要往下看。
而刘志成充满泥土和风沙的气息的文字绝对是对良知、灵魂的叩问！
是蘸着血液在进行写作。
　　在第三阶段，“七十年代群”、“八。
后”的散文家已站到了前台。
比起第一、二阶段的散文家，他们的起点更高，更好的生活条件造就了他们的基本功更扎实，接触艺
术门类和科学知识更亲密，视野更广阔。
更重要的是，其思维比较第一、二阶段的散文家，不知少受了多少艺术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在文学的
毫米汞柱上，呈现出青胜于蓝的升高。
这一时期，散文创作好像闪闪烁烁的火烬里又添上木柴，散文的火焰冲天。
散文创作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全民散文的全新境界。
除第一、二阶段的作家在散文创作上像羽翼丰满的鲲鹏在高远的蓝天祥云间继续振翅翱翔外，这一时
期西部散文创作的优秀作品还有新疆王族的《望昆仑》、《班公湖边的鹰》、陈漠的《在路上，棉》
，甘肃孟澄海的《落日般辽远的张掖故地》，青海藏族作家江洋才让的《在藏地：风马时段录》，陕
西高宝军的《吴起秦长城》，西藏凌仕江的《你知西藏的天有多蓝》，内蒙古白才的《鄂尔多斯三章
》，四川蒋蓝的《熄灭的马蹄》等。
而实力派散文家有青海的海桀、曹建川，内蒙古的刘军、艾平，甘肃的人邻、杨献平、习习，云南的
阮殿文、雷平阳，四川的冯小涓、陈霁、阿贝尔，新疆的沈苇、黄毅、锡伯族作家傅查新昌，贵州的
吴学良、土家族散文家刘照进、彝族作家王鹏翔、毛南族作家孟学祥、维族散文家阿舍，陕西的崔子
美，西藏的藏族作家白玛娜珍等人。
进入新世纪后，一批大器晚成的散文家也写出了代表自己散文创作高峰的重要篇什，如宁夏的杨天林
、内蒙古的白才等人。
　　回顾中国西部60年来的散文创作，意在使历史烙证中国散文创作重要的收获和成果。
我们都知道气势磅礴的中国万里长城，玄奥的埃及金字塔，那是古代人类的大手笔。
闻名于世的古罗马庞贝城，法国南部的加德桥，那是纪元初人们的大手笔。
而中国西部散文的崛起，无疑是20世纪末中国文坛的大手笔。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西部是明天的太阳，中国西部散文精神是生命的光芒。
　　是的，中国西部散文创作在各民族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再加上各民族间的文化渗透与融合，西部
自然、历史、文化的滋养，使西部散文呈现出了西部色彩斑斓的大本色。
爱能使石头开花。
生命的大爱能挣裂岩石。
生命的大爱能辟开峡谷。
从这些作家和这些作品来看，从越来越多的人对散文发生兴趣并参与其中的现象来看，西部作家深厚
的创作功力、严肃的创作姿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在形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西部作家会以左宗棠23岁时在新房门口贴的一副对联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屈原《离骚》中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
民生之多艰”；郑板桥的《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为自己心灵的坐标，会更贴近
心灵、更贴近生活、更贴近大众，更自由，更生动，更放得开地吟诵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唐风”“宋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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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部自然、历史、文化的滋养，使西部散文呈现出了色彩斑斓的大本色。
爱能使石头开花。
生命的大爱能挣裂岩石。
生命的大爱能避开峡谷。
从这些作家和这些作品来看，从越来越多的人对散文发生兴趣并参与其中的现象来看，西部作家深厚
的创作功力、严肃的创作姿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在形成。
　　由中国西部散文学会推出的这本首届西部散文奖获奖作品集，旨在汇总最值得品读的西部散文名
家名作并推举新锐作家，呈现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西部大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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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黄河万古奔流红嘴鸦及其结局走遍内蒙古蒙古人待葬的姑娘空山鸟语苍狼大地日落大麦地瓦蓝青稞空
鸟巢人生秋语（五章）天湖追赶马群云南冬天的树林冷暖成都安塞腰鼓羊皮扇鼓穿过风景的旅人陕北
的羊群大漠生存骆驼城春色在路上，棉看吧这群沉默的家伙自我的镜像唐玄奘出关——唐朝僧人玄奘
西出阳关求法的随笔吴起秦长城走在智者的边缘松桃地理西海固情节渥洼池畔望天马血色黄昏迷城—
—《七城书》之一对一朵花微笑高原风鄂尔多斯三章大通六章云南黄昏的秩序（节选）那天下午忧郁
或微笑的乡村陕北的山半坡的声音蒙莱河的鱼客居在城市的玉米那拉提神话昭觉的冬天天灯坡望月东
峡的秋天一棵树你知西藏的天有多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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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内蒙古东西长二千五百多公里，南北宽一千七百多公里，一百一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我有
涯之生，大概永远也无法走遍。
但是我的脚走不到的地方，我的梦却可以到达；我的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我的心灵却可以去感受，正
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是也。
　　内蒙古的沙漠主要集中地分布在它的西部，以阿拉善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鄂尔多斯
市的毛乌素、库布其等沙漠最为著名。
那确实是一片又一片沙的巨流，沙的海洋，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更恰当的表达。
波迭浪涌，海海漫漫，横无际涯。
站在这里，你只感觉到自己已经遗世而独立，在和世界末日对话。
那么藐小，轻浮，一如草芥、微尘。
那重重叠叠的沙流肆意堆砌，把天也挤得那么狭小，使人透不过气来。
面对这种吞没一切的恢弘气势，还需要什么呢？
　　有一次，我独自伫立于家乡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漠之巅。
我不知道这片沙漠究竟有多大。
总之我像是一瞬间被一股无名的风吹落下来的苇叶，我的周围完全是漫漫无际的黄沙。
我努力从我来的方向望去，总算隐约看见了极远的地方浮起来一层朦胧的烟气，这是有人的标志。
而朝南望，只看见天与沙的交接处那一条若浮若飘的优美的虚线。
不过我知道，这黄沙逶迤不断，一直汹涌到几百里以外的榆林城下，榆林城北的长城，完全被沙子掩
埋了。
啊啊，这万古荒凉的死寂的世界！
现在，我是真的与世隔绝、遗世而独立了。
我一边静静地观察日落时分沙漠、天空、云影的色彩、明暗变化，一边体验日落时那一瞬间的辉煌与
壮丽。
此时，一切都是无比的和谐、宁静。
那一轮巨大的红色球体和万顷沙波形成的那种对比，那种角度，那种构图；那优美飘逸的沙浪之上镀
上的那一层如梦如幻的朦胧的橘红；那天光云影间弥布的那一种使人战栗的宁静的气氛，此时，我感
到我的灵魂已经做了又一次超越，我的心灵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淋漓尽致的愉悦的体验，我的意识
，我的思维面对此景，已经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
我就想，唉唉！
让我就这样良久地愚蠢地站着吧，干脆站成一棵树，或者一茎小草，让那些有毒的枝丫和叶子去触摸
这种庄严与永恒吧，去寻找另一种表达吧。
也就在这时，我忽然听到一种声音，一种低沉压抑，但却极有力度的声音。
这声音由远而近，由小到大，到后来干脆毫无遮掩地响成了雄浑的一片⋯⋯后来，我回去请教村人，
一位老人极其悲凉地对我说，那是海魂的哭诉和呐喊。
　　在茫茫的鄂尔多斯高原上，还横亘着一片叫库布其的大沙漠；大沙漠里，有一湾月牙形沙丘，就
常常发出惊天动地的鸣响来，人称响沙湾，当地百姓叫银铿沙。
有一年四月，我有幸带着多年积攒的种种疑问迷惑，随《草原》文学创作笔会朝谒了这个神奇的所在
。
银铿沙呈新月状，宛如一道凝固了的黄色瀑布，静静地矗立在罕台川的西岸。
空阔的罕台川带着一股不大不小的水流，不舍昼夜地由南向北缓缓流去。
这是一条季节河，平时水量不大。
但一到夏秋山洪暴发，柔顺得像绵羊羔子一样的罕台川，会一霎间变成一头发了疯的狮子，凶悍不羁
的洪水夹带着成千上万吨库布其的黄沙，一路汹涌着咆哮着扑入黄河，为这条本已是浊流滚滚、泥沙
俱下的老河添声壮色。
　　一下车，人们便迫不及待、争先恐后朝那道黄色巨瀑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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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跑几步，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住了，所有的人都回过头去。
川东岸是高耸的连绵起伏的土山，山体被洪水齐刷刷地冲开了，裸露出了表皮下的岩层，红褐的、浅
黄的、灰白的，层次清晰，轮廓分明，像树木的年轮，忠实地记录着历史的演变。
空阔的罕台川在壁立的沙山和峻峭的山岩的对峙之下显得狭窄了，川底遍地皆是鹅卵石，俯拾即是，
偶尔川里一片死寂，人们一个个瞠目结舌，面面相觑。
我觉得，我好像突然从喧嚣烦扰的现实世界中回到了远古洪荒里。
　　从万分惊讶中醒悟过来，人们纷纷涉过河水，开始攀沙山。
沙山陡立，几乎与地面垂直。
举头望去，顶巅直接云端。
细碎的沙粒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亮得耀眼。
人登上去，一抬步一动脚，成片的沙子便滑泻下来。
你再仰首看一下，感觉整个的沙流朝你迎头盖脸倾泻下来。
我们一帮年轻人最先上去，没走几步，鞋里便灌满了沙子，给本已艰难的脚步增加了重量。
于是，只好将鞋子脱掉；又没走几步，滞涩的沙砾将袜子磨出洞来。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脱了袜子，光着脚向上攀去。
滞涩稠密的沙砾磨得脚心痒酥酥的，怪舒服。
后面的人们吸取“前人”的教训，早早脱掉鞋袜，一开始就光着脚。
而我们几个‘‘先驱”，不得不累累赘赘将鞋子提在手里。
壁立的沙山实在太陡了，我简直就像在一幢摩天大楼的光光的外壁上徒手攀缘，时时有一种四肢朝天
仰脸倒栽下去的危险感。
到了沙山半腰，腿发软、手发抖，气喘心跳，力不能支了。
我就势坐下来，歇一会儿再说吧。
沙顶上，几片薄云移来，天蓝得叫人心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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