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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遍野春正浓
——神木文学现象扫描

王 静

神木，一块神奇的土地。它不只蕴藏

着绵延百里、富甲千年的丰富资源，更有

勇毅卫国的杨门家族千古留名。这片历

史底蕴深厚的黄土高原，在旷远的高天

之下，大气、激情地突动着强健而抒情的

脉搏。新时期以来，因煤而富的神木，文

化事业也以蓬勃发展的势头向前推进，

而文学创作更是异军突起，以一派勃勃

生机，成为榆林乃至陕西文坛一支功力

扎实、底气十足的中坚劲旅。

神木县创作队伍质量齐整，老中青三

个年龄段的作者都锐气十足，没有断代现

象。以塞北、刘志成、闫秀娟、单振国、肖

峰、北城、李莱栓、黄浩、韩万胜、梦野、薛

立娥、乔明芳为主要代表的神木作家群在

《人民文学》、《诗刊》、《中华散文》、《散文

选刊》、《小说选刊》、《人民日报》等国家

及省级重要文学报刊接连不断地发表长、

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各

类作品并获奖；相继出版和发表长篇小说

12部、散文集 15册、诗集 13册、报告文学

8册；创办文学报刊 10余种。在举世滔滔

皆言利的今天，神木的文学氛围竟愈来愈

浓厚，有如此多不计名利、甘耐寂寞的文

学人才涌现出来，作品的深度与影响力与

日俱增，引起不少人的啧啧赞叹。

县委、县政府撑起一片蓝天

神木曾是国家级特困县之一。但随着

神府煤田的发现和开发，神木的经济和社

会建设事业在短短数十年内取得了骄人

的成绩，如今已跃升为全国百强县、陕西

第一县。

伴随着经济建设的号角声，神木县

委、县政府制定了建设文化大县的奋斗目

标，并将其落实在行动上。2003年，神木

县率先在榆林市成立了县级文联，使神木

县的文学艺术人才有了自己的“家”；2005

年，一本以文学艺术作品为主、兼顾其它

文化文本的杂志《神木》在县委、县政府

主要领导的直接关怀下创刊。由塞北担任

主编的《神木》杂志，注重精品意识、大众

意识、文化意识，不断改进和提高办刊质

量，到 2006年下半年，即由季刊改为双月

刊，到 2007年，又由内文黑白印刷改为全

彩印刷，使印刷和内容质量基本达到了全

国县级一流杂志的水平。

现任县委书记郭宝成、县长雷正西对

神木县文学事业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他

们不但在经费上大力支持，而且亲自为

《神木》杂志供稿。郭宝成书记先后为《神

木》杂志撰写诗歌 20余首。2006年，他的

两首古体诗在《诗刊》发表，标志着他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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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体诗创作具备了相当的水准。雷正西县

长的散文也很到位，他的散文作品曾在各

级报刊发表，并被收入《绥德文库》。在县

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神木的文学社

团组织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如今有

“神韵”、“心雨”、“馨声”、“新叶”、“青

苗”、“沙泉”、“杏雨”、“慧泉”等文学社团

10余个，文学工作者及爱好者达数千人

之众。

2008年，为了解除生活困难的文学

创作骨干的后顾之忧，神木文联开始试行

《有特殊困难的文学骨干生活补贴制

度》，为 5位文学骨干每月发放生活补贴

1500 元。《神木县文学艺术成果奖励办

法》也同时出台。2008年，为在省级以上

展发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发放奖金 7万

余元。这些举措都在全国先行一步，得到

业内人士的普遍赞誉。

健康氛围吸引众多人才

神木文学的领军人物塞北，系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

省作协青年文学委员会委员、榆林市作协

副主席、神木县文联主席。

塞北于 1962年 10月生于神木县城，

上世纪 80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

已出版各类文学专集 8册，发表 200余万

字，获奖 50余次。他是一个多面手，他的

中篇小说《魏延悲歌》在《草原》发表后，

夺得该年度《草原》文学奖；散文《喊山》、

《向日葵》、《陕北自深情》等被《中国西部

散文精选》、《陕西百年百家文艺经典》等

多种选本收录，诗歌《陕北结构层》、《思

念远方》、《历史》等被《中国当代诗人代

表作》、《青春诗历》、《中国西部诗歌选》

等选本收录；他的长篇报告文学《绿色丰

碑》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他

创作的 10集电视专题片《陕北是个好地

方》曾在多家电视台热播。

1989年，时任县文化馆干部的塞北

会同王振兴、李艾平等一批文学骨干，创

建起了“神木县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

千方百计筹集经费，坚持每年搞数次大型

活动，如“榆林地区散文大赛”、“红碱淖

文学笔会”等，不定期地举行本县作者作

品研讨会，营造了良好的文学氛围，吸引

了一大批文学人才。

从那时起到现在，神木县一直保持着

健康向上的文学氛围，文学圈里的人相互

团结，相互帮助，相互促进，深受其他地

方文友们的羡慕。

神木的文学圈子能够保持近 20年的

健康发展，是一件很不容易办到的事情。

人们不但在文学上互相勉励，而且在生活

上也相互扶持。青年农民作家北城，原本

在内蒙古靠在建筑工地打临工度日，贫困

潦倒。神木的文友们将他召回神木，凑钱

为他租赁房屋，扶助他办起了文学培训

班。北城谈了对象，众文友又你一千、他

两千地借钱给他，并帮他把喜事办得圆圆

满满。坚持不让任何人因为写作而贫困潦

倒，是神木文学工作者的共识，因此，神

木至今没有特别贫困的文学作者。

良性竞争赢得硕果累累

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话

在神木却并不应验。

在神木，一个作者发表了文章，或是

出版了书，大家都会由衷地祝贺，认真阅

读其文，以各种形式进行反馈，好的地方

肯定，不好的地方毫不客气地指出来，以

期精益求精。被批评者也能诚恳接受，认

真反思，不以发表为最后结果，而是一改

再改，终成上品。譬如刘志成的散文《怀

念红狐》、《舞蹈在狂流中的生命》，北城

的散文《浪迹飞云山》、《奠祭初恋》等，就

是经多次修改后终被《中华散文》等发表

并引起反响的。

在这样的良性竞争状态下，神木的作

家群进步很快，佳作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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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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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创作上，继塞北的《魏延悲

歌》之后，2008年新春伊始，就有 70后青

年作家苗雨田的长篇小说《红柳林·蓝柳

林》在安徽《长篇小说·海外版》第 1期发

表，紧接着，单振国的中篇小说《一样的

月光》在《安徽文学·长篇小说》2008年第

4 期发表，长篇小说《爱的另一只眼睛》

在《长篇小说·海外版》2008年第 2期发

表。单振国的短篇小说《红日熔金的秋

天》、《母狼》、《一片苦心》等在省级报刊

发表后，分别被《小小说选刊》、《传奇小

说选刊》等处选载。农民作家凯拓，靠着

在县城卖豆腐积累的一点钱，一头钻进

神木南部栏杆堡镇山庄沟村“闭关”数

年，连续写出了《八月红》、《红尘》等 3部

长篇小说，直写得眼睛患病，甚至得了中

风症，也不肯放弃。2008年，经省作协推

荐，他的短篇小说《何家阳湾》被选入由

中央六部委“扶持百位农民作家百部作

品”第一辑，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

行。

在散文创作方面，70后青年作家刘

志成、北城充满激情，势头正旺。2005年

与 2006年，刘志成散文两度登上《散文选

刊》“全国散文排行榜”，散文《怀念红狐》

被选入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课本中。这位

至今在内蒙古打工的青年作家，曾连续获

得内蒙古“索龙嘎文学奖”和“五个一工

程奖”两项权威大奖。北城的《浪迹飞云

山》、《朝拜乌拉寺》等多篇散文在《中华

散文》、《草原》等处发表，并有多篇作品

被选入《中国西部散文百家》、《中国西部

散文诗百家》、《中国西部散文地图》等

书，评论《大西北的岩石与鹰》被收入苏

教版高中语文选修课本。黄浩的散文《草

原绝唱》、女作家乔明芳的散文《怀念一

座城市》、闫秀娟的散文《感谢骆驼》在

《草原》发表后，分别获得 2005、2006年度

《草原》文学奖，黄浩的散文《高原的春》

获得中国散文学会、《散文选刊》“2007年

度中国百篇散文奖”，显示出了应有的实

力。

神木的诗歌创作紧贴大地的脉搏，与

现实息息相关，真诚而热烈地传递着生命

的信息，表达着心灵的困惑和希望。女诗

人闫秀娟的诗歌，无疑是整个榆林诗歌的

焦点和亮点。她的《布鞋》、《认识一头牛》

在《诗刊》2006年第 3期发表后，即引起诗

坛的注意，先后在《诗刊》“新星四人行”、

“女诗人专号”等重点栏目连续推出，至

今在《诗刊》、《诗潮》、《星星》、《绿风》、

《扬子江诗刊》及其它省级以上报刊发表

诗歌 100余首。白亮的诗曾入选《中国新

诗人千家》、《2004年中国诗歌精选》等选

本。2006 年，他的诗集《守望家园》出版

后，国信集团董事长赵云龙在榆林参加慈

善活动时，偶然看到白亮的诗集，并被其

中《羊说》等诗歌感动，遂聘白亮为诗歌

顾问，年薪 10万元，并为其员工举行诗歌

创作与欣赏讲座，以激发创业精神，提高

员工的整体素质。梦野、北城、肖峰、李莱

栓、韩万胜、破破均有大量的诗歌作品在

省级以上文学期刊发表。

2006年春，神木县编辑出版了《神木

文艺丛书·文学卷》（四册），在首发式上，

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草原》杂志主

编尚贵荣说：“在陕北的一个县，看到了

这么多重量级的作家和作品，我感到非常

震惊。”

回顾近年来神木的文学创作，我们感

受到了一种沉甸甸的收获和希望。在经济

飞速发展的同时，神木的作家们团结一

致，甘于清贫和寂寞，虔诚与执著地坚守

着文学这一方美丽的原野。这种和谐发展

的氛围，这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齐头并

进的努力，带给人的思索是深远的。神木

的文学创作成就，已成为了一张宣传展示

神木的有说服力的名片，而神木文学的未

来也必将蔚然成林，绿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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