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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利用假日，阅读了段怀君近50万字的新作《故乡春秋》。
这本由近百篇文章组成的文稿，是段怀君描写灵武风土人情、轶闻趣事，讴歌灵武沧桑变迁的文学专
著。
翻阅篇什，透过他对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故乡的物、故乡的事、故乡淳朴厚重的乡风民
俗所作的情真意切的文字描述，一股浓烈的乡情跃然纸上。
他写的那些有关家乡灵武的怀旧文章、纪事文字，或豪放飘逸、或雄奇爽畅、或意蕴悠长、或峭拔奔
放、或恬淡闲雅，无不显示他对故乡刻骨铭心的挚爱与赞美，掩卷细思，美感尽收，不由得勾起人无
边的遐想。
    我自2009年到灵武工作，不觉间已历两年有余，两年多来与灵武广大干部群众朝夕相处，早已使我
不经意间融入灵武这片灵性山河；投身灵武这方开发热土，为她奉献，为她付出，为她奋斗，灵武早
已注入我的情感，我的心灵深处已经而且必将更深地刻入浓厚的灵武烙印，灵武已经成为我人生历程
中足以魂牵梦绕、慰藉心灵的故乡。
我痴情于灵武山川秀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我钟情于灵武2200多年的建县史，历代优秀儿女铸就
了灵武人淳厚诚实、正直刚毅、自强不息的风骨；我深情于灵武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锻熔了灵武
人重情意能忍辱负重、修德性总是坦诚憨厚的秉性，也历练了灵武人憨而有义、诚而有信、实而有德
的精神。
相信这就是段怀君对于故乡灵武热情讴歌、深情表述的精神所在，是《故乡春秋》所折射出的精华所
在，也是所有真正热爱这方水土的灵武人读过《故乡春秋》后定会产生共鸣的根源所在。
    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灵魂，历史是文化事业发展的根基。
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积淀，都必须探寻一条追根溯源的幽长通道，都必须在时间车轮碾过的岁月足迹
中找寻前人蹒跚跋涉的踪迹和经纬峥嵘的步履，进而为在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今天提供强有力的指导
和借鉴，为在充分共享发展成果的今人提供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向历史祈求。
在岁月流逝、沧桑更迭中挖掘一个事件、抢救一段历史、还原一域真实，不仅需要一份爱好，更需要
一份执著和挚爱，以及由此聚合而成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和意志力。
作为一名业务工作十分繁忙的领导干部，作为一名非专业的历史挖掘者，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灵武人
，段怀君凭着他对家乡灵武的深厚情感，凭着他在灵武工作多年所积累的认知、感悟和激情，凭着他
对文化艺术的忠诚和崇尚，凭着他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力、对人生独特的感受力，虽身处繁忙之境而“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坚持近20年民间采集、笔耕不辍，搜集整理濒临消失的文献资料，
使大量已经遗失或即将遗失的“灵武”重新诞生，使灵武的历史更加丰满鲜活，其精神和意志令人赞
叹。
段怀君的作品平实中见情景，传统中见真意，淳朴中见清新，让百年以来沉睡在灵武大地上的一件件
鲜为人知的历史记忆重现天日。
他写的《清代灵武城的三个书院》《灵武南郊的三件宝》《灵武东郊教场滩今昔》，在朴实的语言叙
述中透露出他对于故乡的深情眷恋；《灵武百姓生活中的磨坊、油坊、火盆及其他》《灵武城市井人
物》，以包含真情和温馨的笔触把家乡人民的生活写的那么真实，读来令人倍感亲切；《家乡的沙枣
树》《灵武传统水果寻访略记》等，无不把他对于故乡的种种情愫沾染在自己的笔触上，展现出他对
于故乡一草一木的爱恋；《悠悠思念不了情》《灵武教场滩果园叼荷包习俗》，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
真善美的展示与颂扬，对假恶丑的揭露与鞭挞，其流淌出的真情感人至深；《风情灵武》《灵武赋》
《枣花五月香》等，无不表达出他对于故乡变迁感触笃深的情怀，字字句句渗透着他对故乡由衷的自
豪。
读着这一篇篇诚实而生动的描写与记录，就如同置身于旧灵武那些古色古香的县城村居间，置身于那
些如诗如画的生活画图中，令人不由得为昨天蹉跎岁月的流失而感叹，为今日阳光灿烂的日子而庆幸
。
    岁月如山隽，沧桑似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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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不仅是地域的概念，也是心灵的归属，更是意味着奉献与付出。
今天的灵武，正向着中国百强县跨越奋进、全力冲刺，我们有幸身处其中，亲手创造历史，亲眼见证
历史，不能不说生逢其时；今天我们阅读《故乡春秋》，感念故乡旧人、旧物、旧事，感慨故乡世事
变迁，明天我们的后人同样会总结我们、评述我们。
人心如碑，泾渭分明，瑕瑜互见。
在灵武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历史时期，在灵武不断掀起一波又一波大建设、快建设、大发展、快发
展热潮的重要时刻，在灵武向着强市富民、建设和谐幸福新灵武目标阔步前行的关键点上，作为一名
灵武人，无论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唯有真心关注灵武，诚心关心灵武，热心服务灵武，倾心
发展灵武；唯有把握机遇，审时度势，创新开拓，以每个人的勤劳智慧和辛勤付出为灵武的发展倾心
倾力、尽职尽责，把一腔热血倾注于灵武的发展和进步中，把人生的理想播洒在灵武的城乡山川中，
才能真正称得上拥有我们共同的故乡灵武。
    灵武腾飞正逢时，故乡祈盼贤能旺。
《故乡春秋》的问世，为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我市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开了个好头。
我们期待段怀君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期待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到加快我市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
之中，期待灵武的发展揭开更加辉煌的篇章!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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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段怀君所著的《故乡春秋》中那些有关家乡灵武的怀旧文章、纪事文字，或豪放飘逸、或雄奇爽畅、
或意蕴悠长、或峭拔奔放、或恬淡闲雅，《故乡春秋》无不显示他对故乡刻骨铭心的挚爱与赞美，掩
卷细思，美感尽收，不由得勾起人无边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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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段怀君，男，汉族，陕西省神木县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高级建筑工程师。
    多年从事文学创作及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研究，曾出版50万字散文集《故乡旧事》。
二十多年来先后在《宁夏日报》《共产党人》《银川晚报》《黄河文学》《灵州文苑》《灵武文史》
等报纸杂志发表作品。
作品被收人《时光之轴》《临风的泥香》《神韵灵州》《遥远的蓝》《灵性山河》《灵武文史资料》
等十多种书刊。
主编《珍藏的时光》《岁月的风声》及《灵武同艺试验场场志》《芬芳的果树园》等书籍。
系灵武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灵武市书法协会理事、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硬笔书法协会会员、宁
夏林业协会常务理事、宁夏收藏协会副主席。
供职于宁夏灵武市园艺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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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武驻军暂九师的军声剧团
 清代灵武县城的三个书院
 解放初期灵武县推销胜利公债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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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武城里的水塘洼坑
 灵武城的一座水磨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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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范军烈属陶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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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骨神手张玉林
 灵武一中名师李永茂蒙难记
 园艺场劳动模范杨玉英
 灵武园艺场场长白凤魁
 灵武劳动模范杨河
 灵武拉大锯的匠人
 万花丛中忆梅林
 灵武长枣专家喻菊芳
 灵武县建筑行业的名师们
 农民“状元”李珍
 灵武市井人物党积善、李生金、李斌
第三辑 四味书斋随笔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委员长视察灵武园艺试验场
 老屋的故事
 悠悠思念不了情
 父亲去世二十年祭
 家乡的沙枣树
 灵武长红枣赋
 己丑年初春随笔
 丁亥年端午节随笔
 我和伙伴去薅草
 灵州礼赞
 雄邑灵州
 寂寞长夜笺墨香——读王璞云先生《穿透岁月的记忆》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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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磅礴的《灵州神韵图》
 五十年代的一篇简讯
 俞学保和他的《人之初》
 灵武市滨河大道唐代风格建筑之管见
 灵武街上的小人书摊
 荒野汗滴润百花
 灵州城在建造时的地理位置
 工作日志中难忘的章节
 在丰厚和秉持中固守——读王学江《石头的生命》
 书法家萧允中的一件小事
 陌生的门槛
 灵武赋
 长河流金
 风情灵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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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修灵武西湖记
 和文友在灵武文庙撰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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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州兴唐苑和谐宝鼎基座铭文
 灵武园艺试验场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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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记灵武五十年代的一次剿匪战斗    20世纪50年代，灵武武装部、公安局部署了一场艰巨的剿匪任务。
这次战斗虽已过去50多年了，但是当年参加过战斗的一些老同志还健在，他们每当谈起那次战斗时，
仍非常动情。
因为在那场剿匪战斗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的战友闫伟同志光荣牺牲，鲜血洒在了宁夏这块大地
上。
    1958年7月，灵武县东部磁窑堡乡的农民谢元来公安局报信，说同心县锁家岔的一个土匪锁成银和另
一个同伙持枪流窜到灵武的磁窑堡地区，在一些村庄杀鸡宰羊，抢夺财产，危害乡邻。
    接到报告后，县政府领导非常重视，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组织人力剿匪。
会议决定由公安局副局长马天海任剿匪分队队长，武装部王智任副队长，抽调公安局部分干警和县中
队的队员闫伟、冯育才、马振福、保万祯、白汉珍及武装部干事张大权等人组成剿匪分队。
    第一天，剿匪分队赶到了石沟驿，详细地了解了锁成银和另一个土匪的去向。
第二天剿匪分队又到青山螂、方家圈等地侦察晴况。
听打柴的百姓讲，两个土匪干了不少坏事后向南流窜。
队员们聚在一起，对土匪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根据掌握的情况看，这两个土匪还不知道剿匪分队已开始抓捕他们。
为了不惊动土匪，分队决定派两人先化装成收皮毛的小贩，到前面侦察，以防人多目标大，暴露了抓
捕计划，使土匪闻讯后流窜。
经研究，保万祯(时任县中队指导员)和另一个队员化装前去。
到了下午，队员们和他们在石沟驿的沙窝井汇合。
他们到了一个羊圈旁，放羊的人告诉他们，有两个人上午来到羊圈，手里都拿着步枪，态度非常凶恶
，强行将一只羊宰杀，吃完饭又很快向南走了。
    得到这个消息后，剿匪分队又进行了分析，此时天已黑了，再加上地形不熟，不好追寻，分队领导
决定就地休息。
吃完饭后，那个报信的农民谢元说他熟悉当地情况，可以由他前去侦察一下，并提出要一支步枪和子
弹。
因为分队不熟悉谢元的情况，但考虑到他熟悉地形，只是同意他去侦察了解情况，而没有给他枪支和
子弹。
    谁知谢元出去后，整个晚上都没有回来。
天快亮时，马天海思考了一阵，又准备派张大权和闫伟去看看情况。
就在他们即将出发时，天下起了大雨，于是取消了再派人出去的计划。
    早晨7点多钟，羊圈的总管骑着一匹马来了。
总管说，在孙豹子滩马振武家的一个羊圈里，金积县公安局吴局长领着几个干警，捉住了一个流窜的
土匪，正在审问。
得知这个情况后，马天海和王智、闫伟先到孙豹子滩去了解情况，其余人原地待命。
马天海带着两支枪，领着王智、闫伟出发了。
将近中午时，剿匪分队正准备做饭，羊场的另一个羊把式跑来告诉他们，马天海等三个同志在离方家
圈十几里路远的骆驼脖巷和土匪撞上，双方已打了起来。
剿匪分队立即出动。
当他们赶到骆驼脖巷时，情况十分不好，马天海的腿上中了弹，闫伟同志已身中6弹负了重伤。
凶恶狡诈的土匪又逃走了。
从当时的战斗情形来看，土匪使用的是射程远的步枪，而且熟悉地形，居高临下，而剿匪队员身处低
洼之处，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中。
看到此种情况，大家紧急商量，一部分人抢救伤员，看护闫伟同志，另一部分人继续追击。
因为战友闫伟负了重伤，大家非常气愤，追击的速度也加快了，一直追到同心县一个叫红崖子的地方
，找了几个老乡询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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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老乡讲，下午有个放羊人，看见有两个人在红崖子的山坡下坐着休息，两人都有枪，脸上的表
情都很凶恶，看样子不是好人。
放羊人看到情形不对，赶着羊绕道走了。
得到这个信息，剿匪队员立即商量抓捕方案。
武装部的王智讲他曾在同心县工作过，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由他去联系当地公安局配合这次抓捕行
动，由保万祯继续带人追捕。
队员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同心的罗家庄附近，听到狗的叫声很凶，同时还听到一声枪响，估计是
土匪在打狗和抢夺食物。
剿匪队员立即分成两部分在庄子的东西两个方向埋伏，等土匪出来后抓捕。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在昏暗的月光下，只见两个土匪手里都提着长枪和口袋，一个家伙还骑着一头毛
驴，从庄子里鬼鬼祟祟地出来。
可以断定这就是锁成银和另一个土匪。
这时，队员白汉珍用枪对准那个骑驴的土匪就是一枪，不知哪个队员还甩出了一颗手榴弹。
由于这些队员没有参加实战的经历，加之距离稍远，枪没有打准，手榴弹也因为受潮而没有爆炸。
这两个土匪如惊弓之鸟，在夜幕的掩护下，利用罗家庄沟多岔多的复杂地形拼命逃跑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
尽管土匪凶残狡诈，但也逃不脱人民的铁拳。
第二天早上，由于王智的求援，土匪被熟悉地形的同心县公安局干警包围，密集、复仇的子弹如暴雨
般射向了两个穷凶极恶的土匪，两个土匪被当场击毙。
    剿匪结束了，但闫伟却光荣牺牲了。
闫伟，1924年12月20日生于灵武县白土岗乡，自小家境贫寒，给地主放羊放牛，在贫苦中度过了童年
。
由于自小受苦，他非常憎恨黑暗的旧社会。
1949年，他报名参加了公安队伍，先后在灵武磁窑堡派出所、阿拉善左旗等地工作。
在磁窑堡派出所工作时，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多次受到表彰。
在阿拉善左旗剿匪时他冲锋在前，勇敢作战，被内蒙古公安厅授予二等功。
在这次剿匪战斗中，根据现场勘查，他为了掩护战友，只身从正面进攻，开枪吸引敌人，掩护战友从
侧面佯攻。
他用的是双枪，右手中弹，左手持另一支枪向敌人射击，中了6枪后才倒下，牺牲时年仅34岁。
    7月6日，灵武县在县城西操场为光荣牺牲的闫伟同志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认他为烈士，并号
召全体党员干部向闫伟同志学习。
剿匪工作结束半月后，针对这次剿匪战斗，吴忠自治州警察大队队长汪海和政委段自华来到灵武，召
开了座谈会，对这次剿匪工作进行总结，会上，他们分析了这次剿匪的成功和不足，并告诫全体干警
，要加强训练，迅速提高业务素质。
一个多月后，吴忠公安处负责人董怀月和顾银又来到灵武，对剿匪工作进行了座谈，分析了剿匪战斗
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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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剿匪战斗已过去50年了，尽管岁月流逝，但是人们清楚地记得那一场正义和邪恶
的较量。
在这次战斗中，闫伟同志冲锋在前，用生命维护了社会的安定，他的鲜血洒在了宁夏的黄土地上，他
的名字永远镌刻在灵武的青山绿水间。
    20世纪50年代末，我出生在灵武县城一个普通干部家庭。
父亲是一位老红军，善良耿直，忠诚于党的事业，一生多坎坷磨难；老母亲豁达贤惠，泼辣能干，几
十年勤俭持家。
他们的品德言行深深影响着我。
灵武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这里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哺育了我，使我一步步成长，成为了一名领导
干部，灵武对我其德深厚，其恩大兮。
    少时家贫，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的浩劫，使我过早地懂得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道理。
中学毕业后，便早早地去白芨滩林场当知青，后招工到县一建公司当了一名架子工，成为攀高杆、捆
铅丝、卖力气的工人。
也许是靠卖力气吃饭，和一些贩夫走卒常年接触，一些市并流传的灵武奇闻逸事常常灌入我的耳中。
在建筑公司工作的几年，我知道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一些事。
后来我调到县基本建设委员会工作，负责城市规划工作。
城市规划的第一步工作即收集整理城市的基础资料。
这个期间，走街串巷，下乡进村，我和很多年逾花甲的老人聊天，又积累了大量关于灵武的资料。
    岁月如梭，往事如烟，即便是昨天才发生的事，不留意不经心的话，也会石沉大海。
灵武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时常涌起一种冲动，想用文字记载过去的一些人和事，由于文字功底不深
，迟迟不敢动笔。
后来，也许是一种激情，也许是一种感悟，在一种感谢社会、感谢师长、感谢故乡的感恩心理的驱使
下，2005年，不揣浅陋，奋笔疾书，写下了50万字的《故乡旧事》。
    令我感动的是，在百忙之中，灵武市市委书记白尚成同志亲自为我作序；两任市长郝有民、高贺昕
鼓励我打消顾虑、一鼓作气，将书稿早日出版。
更有一些文友热情鼓励我，使我克服种种困难，坚定信心写下去。
2006年8月，我的50’万字的散文集《故乡旧事》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故乡旧事》出版后，在灵武引起不小的反响。
市土产公司近80岁的退休干部张根生、磁矿的76岁的马永发老教师及我书中写过的人物“赵骡子”“
曹小鬼”“周大个子”“瞎陆陆”“郭砍脖子”的后人都跑到我的单位要书。
看到书内的有些章节后，有的人甚至泪湿衣襟。
他们的老人去世多年，生前寂寞平凡，没想到几十年后，生前的一些闪光的东西竞在我的笔下又出现
了，他们中有些人千恩万谢，无法言表。
    更使我感动的是，《故乡旧事》出版后，宁夏及灵武文坛上的一些知名人士也先后撰文给予褒扬。
杨森翔、季栋梁、刘振海、王璞云、杨东刚、周福琦、王文华、王学江、唐世俊、马登海、刘宏安、
俞学保、杨森君、圣雅兰、杨贵峰、王西平、陈丽娟、田鑫、吟泠、马晓麟、郭文秀、杨生山、杨献
平等写出了一篇篇书评，褒奖之词溢满纸笺，令我诚惶诚恐、惴惴不安。
区市的一些艺术家，吴善璋、柴建方、郭守中、郭佳荣、胡介文、萧允中、刘银安、王兆贤、崔占魁
、蒋峰等先生也泼墨挥毫表示祝贺。
我的母校灵武一中也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将《墨泊杯》文学一等奖的荣誉给了我，这都是我当初没有
想到的。
写到这里，我再一次深深地叩谢了。
2007年7月，按照组织的安排，我调到灵武园艺试验场任职。
60年前，宁夏灵武园艺试验场仅几个人，四周坟墓遍布、荒无人烟。
几十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来自全国18个省区的建设者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手挽着手，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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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肩，谱写了灵武城东大门绿色屏障建设的新篇章。
60年后，这里改天换地，生机盎然。
灵武园艺试验场从一个建场初期50亩的小果园发展到今日，拥有12000亩的大果园；从一个仅有几个拓
荒者发展到现在，拥有600余名林业工人；从一个只有几问简陋的土坯房发展到现在，拥有10栋职工住
宅区楼房。
园艺试验场从贫穷落后到繁荣昌盛，职工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生活条件极大改善。
    认真地回顾60年来园艺场的奋斗史、发展史，感触太多太多。
为加强园艺场文化建设，歌颂勇敢勤奋的林业工人，系统完整地总结这60年的历史，这几年我和同仁
们编著了40万字的园艺场文学作品集《珍藏的时光》、48万字的科技论文集《芬芳的果树园》、38万
字《灵武园艺试验场场志》、58万字《岁月的风声》，这四本书系统总结了林果科技工作者几十年的
科研成果，认真总结了建场60年的艰难历史。
这四本书出版前后，灵武市委、政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原灵武市委书记马汉成，市长李建军分别为
《珍藏的时光》《芬芳的果树园》作序，使我和同仁们为继续做好下一步工作奠定了信心。
    搞文学创作确实很不容易，是非常费神的事：睛。
白天我要去工作，并参加劳动，晚上万户寂静，在灯光下，我的烟蒂在烟缸中加高，浓茶如苦汤一般
难以下咽，但为了提神，不得已灌进嘴里去。
几年里，写出百万字的书稿，这次又出版《故乡春秋》。
是什么动力驱使着我呢?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是灵武这一片热土成为动力驱使着我。
灵武东山上长眠着我敬爱的父母；城区里行走着我的亲人和子孙；河流沃土滋润着我的灵感，给予我
智慧力量。
很多灵武人都曾深情地说，在灵武吸一口空气也是甜的。
这句话说得真好。
这方沃土给了我生命，让我长大成人，而且我的后辈也将在这片土地上生存。
我爱这片热土，尽全力用笨拙的笔触，用感恩的心情去赞美她，这是我的愿望。
    光阴逝去，岁月如梭，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历史需要人们记叙，遗憾的是我文字功底不强，很多
地方文字粗糙，还请读者谅解和指正。
当这本《故乡春秋》即将付梓时，我要感谢文友的支持和期望，更感谢陈淑惠市长，她工作繁忙辛苦
，当我请她为此书作序时，她出于对灵武这片热土的挚爱，及对文学工作者的支持，毫不推辞，欣然
提笔，为本书作序，令我非常感动。
我感谢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的编辑，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编辑和校对；我感谢为书名题字
的97岁高龄的书法家萧允中老先生及给扉页题字的刘银安先生；我还感谢为我打印书稿的王志春、周
筱同志，他们牺牲了大量的休息时间，不厌其烦、一丝不苟为我打印稿件。
正是他们的大力支持，才使我这本《故乡旧事》续集《故乡春秋》得以问世。
同时还要说明的是，有些照片选自《老照片》等书籍资料，在这里我深深地向编辑作者致以深深的谢
意。
    2012年6月18日于灵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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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段怀君所著的《故乡春秋》由近百篇文章组成的文稿，是段怀君描写灵武风土人情、轶闻趣事，讴歌
灵武沧桑变迁的文学专著。
透过他对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故乡的物、故乡的事、故乡淳朴厚重的乡风民俗所作的情
真意切的文字描述，一股浓烈的乡情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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