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历史的长河中，甘肃以其独特的地理

风貌、悠久的人文历史和丰富的民族文化，书

写着属于自己的华章。《如意甘肃·甘肃省情

研究》一书正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描绘，它不

仅是对甘肃省情的全面梳理，更是一幅展现

甘肃现代化征程的壮丽画卷。

《如意甘肃·甘肃省情研究》并非简单的

地理志或历史书，它更像是一部充满激情的

叙事诗、行动篇。全书十八章，以“如意甘肃”

为主题，如同一串串璀璨的珍珠，串联起甘肃

的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

以纸笔为马、以时代作舟，穿越河西走廊，从

敦煌到兰州，从戈壁沙漠到黄河岸边，用笔触

丈量着这片土地，用心灵感受着甘肃的脉搏。

感受厚重 激发憧憬

《如意甘肃·甘肃省情研究》一书的开篇，

宛如一位智者，以深邃的视角回望甘肃的往

昔，娓娓道来这片土地上的古老传说与辉煌历

史。从丝绸之路的起点敦煌，到长城的雄伟轮

廓，从伏羲女娲的神话故事，到汉唐盛世的繁

荣盛况，甘肃的历史长卷在读者眼前缓缓铺

开。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更承载

着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传承。从远古的

辉煌到历史的荣耀，从诗意的陇右到甘肃的演

变，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演变的历程，使

我们对甘肃的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这种跨越时空的叙述，不仅让我们感受到甘肃

历史的厚重，也激发了我们对甘肃未来的无限

憧憬。“历史省情”篇章中，在历史省情的叙述

中，黄河的流淌见证了华夏文明的悠久历史，

丝绸之路的印记依旧鲜明，这种跨越时空的叙

述，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甘肃的历史厚重，更

让我们对甘肃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揭示特色 展现优势

“基本省情”部分从五个独特视角深入剖

析了甘肃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民族构成、

人文背景和饮食习惯，揭示了甘肃独特的地

域特色。从地理位置到地形地貌，从自然资

源 到 生 态 环 境 ，全 面 展 现 了 甘 肃 的 地 理 优

势。“民族省情”部分彰显了甘肃的多民族文

化构成了这片土地的多元魅力。文章描绘了

甘肃多民族和谐共融的景象，各民族如同一

家人，共同构建了甘肃多元一体的社会格局。

以“五个独特”为切入点，全书深入探讨

了甘肃在地理、气候、民族、人文和饮食方面

的独特性，加深了我们对甘肃的认识。以“五

色土地”为题，描绘了甘肃独特的地理环境。

从河西走廊的广袤沙漠，到陇东南的秀美山

川；从黄河的雄浑壮阔，到高原的辽阔无垠，

甘肃的自然风光宛如一幅幅水墨画卷，让人

流连忘返。

以“现代化发展”为主题，展示了甘肃在

工业、农业、科技等领域的崛起，以及现代化

建设的快速步伐。以“和美敦朴”为主题，讲

述了甘肃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从教育事业

的蓬勃发展，到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完善，

甘肃的社会发展成果显著。以“安全屏障”

为主题，讲述了甘肃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

努力，以及如何推动绿色发展。以“绿色崛

起”为主题，探讨了甘肃如何通过产业结构

调 整 ，实 现 绿 色 崛 起 。 以“ 得 天 独 厚 ”为 主

题，介绍了甘肃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及如何

发展全域旅游。以“一带一路”为主题，阐述

了甘肃如何把握“一带一路”的机遇，构建对

外开放的新局面。

回眸成就 展望未来

《如意甘肃·甘肃省情研究》是一部充满

智慧和力量的著作，它不仅回顾了甘肃的过

去，更展望了其未来。从三线建设的历史机

遇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从西部大开发的

政策扶持到如意甘肃的全新机遇，甘肃在发

展中不断壮大。作者对甘肃的未来抱有殷切

的期望，呼吁甘肃人民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更

加主动的态度和更加有力的行动，共同努力

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和

谐的幸福美好新甘肃。

“纵横捭阖”一章，为甘肃的未来发展勾

勒出一幅清晰的蓝图。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

力，不仅揭示了甘肃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

位，更指明了甘肃在未来发展中可能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

“潜力无限”这一章，展现了甘肃发展的

动力源泉。在这里，作者详细分析了甘肃在

地理、资源、文化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以及如

何在这些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和改革，将

潜力转化为现实，让甘肃在发展的道路上越

走越宽广。

在“美好未来”章节中，作者深情地描绘

了甘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实现这

一愿景所应遵循的道路。这里既有对传统文

化的继承，也有对现代化建设的期许，展现了

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甘肃。

抓住机遇 谱写华章

面对甘肃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作者倡

议认真挖掘“大美陇原、如意甘肃”的内在品

质，努力抓住历史机遇，全面点燃时代魅力。

《如意甘肃》是一本值得反复品读的书。

它不仅是对甘肃的一次全面介绍，更是一次

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

热爱和向往。《如意甘肃·甘肃省情研究》的出

版，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殷

切期盼。我们相信，甘肃必将谱写出一曲省

情交响曲的辉煌乐章，成为现代化中国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

《如意甘肃·甘肃省情研究》，张建君主

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作者供职于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甘肃发展

研究院

□ 朱韵洁

跨越历史长河的如意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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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推

早就对河西走廊这片神秘的土地心仪

已久。秋天里，我们踏上旅程，从长沙出发，

开启了为期十天的西北简牍出土遗址考察。

我们选择从西安乘高铁先到天水，再从

天水乘高铁至兰州，参观甘肃简牍博物馆，

正式开启了我们的访简之旅。甘肃简牍博

物馆设置了四个展区，即“四大发现”“简牍

时代”“书于简牍”“丝路简牍”。“四大发现”

主要展现了一百多年来简帛文献的四次考

古发现，形成了一门新的学问“简帛学”。“简

牍时代”通过对简帛书的研究整理，揭示了

一千多年简牍书写文化所记载的有关秦汉

时期行政、法律、军事、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状

况。最有新意的展陈是“书于简牍”板块，以

书体演进的时间为轴，突出简牍书写艺术来

设计展陈。

告别兰州，我们驱车奔向武威。武威虽

然不是此行考察的重点，但武威汉简却是绕

不 开 的 。 1957 年 、1959 年 、1972 年 、1981

年，在磨嘴子汉墓群先后发掘出土了一批汉

简，最有代表性的是《仪礼》简，计有 469 枚，

保 存 完 整 ，字 迹 清 晰 ，是 非 常 成 熟 的 汉 隶

书。另一个就是《王杖十简》。武威市设置

了汉简文化研学中心，正在展出当地书家创

作的简牍书法作品，水平比较高，可见当地

非常重视本土书法资源的开掘。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奔波，到达酒泉时已

是傍晚。次日清早，我们驱车驰往内蒙古额

济纳旗。沿途经过金塔县，胡杨大道两边一

闪而过的金黄色胡杨树扑窗而来，分外耀眼。

正午时分，我们抵达冠以 A35 标号的古

遗址。西北简学专家张德芳介绍，“标有 A

或 P 表示汉代遗址。标 A 的指城障，标 P 的

表示烽燧。A35 居延遗址就是汉代的居延都

尉府”。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益发戍甲

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

泉”，置 居 延 县 并 置 居 延 和 肩 水 两 都 尉 府。

居延烽燧、城障，被誉为“20 世纪考古重大发

现 之 一 ”。 居 延 遗 址 A35 城 出 土 了 大 量 汉

简。1930 年贝格曼在此发掘汉简 850 多枚

和 50 多件汉代遗物，如麻纸、封泥、笔砚、木

版画等。站在太阳高照下的城障前，空阔的

荒原蓝天白云，历经两千年的日光云雨，残

破泛黄的城墙，在蓝天的映衬下，有如大漠

里横卧着的一块金砖。经半小时车程，我们

到了居延遗址 A32 障，这里一片荒芜，只剩

下几个灰黑的沙丘土堆，这就是有名的肩水

金 关 故 址 。 走 三 五 分 钟 就 到 了 额 济 纳 河

边 。 沿 河 步 行 七 八 分 钟 ，就 到 了 居 延 遗 址

A33 障。此障门洞朝向河边，外围还残存一

角墙砖，城障不大，呈倒梯形，四方周正。这

里出土了 1217 枚汉简。脚踏戈壁沙砾，身登

残垣汉墙，行走黑河弱水，诗意油然而生。

离 开 肩 水 金 关 ，傍 晚 时 分 抵 达 额 济 纳

旗。额济纳旗境内出土汉简的城障烽燧遗

址是我们此行考察的重点。这里天气昼夜

温差很大。次日晨温很低，戈壁滩旷野寒风

朔朔。车行一个多小时就进入居延遗址 A8

障，又称破城子。远远望去，只见沙滩上一

处灰黑的土丘，静静地枕卧在戈壁滩上。这

里先后有过两次考古发掘，共出土了一万两

千多枚汉简。站在经两千年风吹日晒的一

堆堆沙丘上，会想什么呢？用一首诗记之：

“朔风贴面透身寒，断壁残砖是破城。汉塞

边关苍穹下，陡见流云气势增。”

这一天的行程被张德芳称为神秘之旅。

因为要去的地方必须穿过一片荒无人烟的沙

碱地，没有信号，没有植被。车入无人区，过沙

碱地，一路颠簸，一路烟尘。冲上一片沙砾高

原后，远远望见一堵土墙平卧在天际线。这就

是汉代卅井侯官烽燧遗址 P9，当地称作博罗松

治。这是我们此行考察居延地区的最后一个

烽燧。在茫茫戈壁荒原上还有一百多个这样

的遗址，天远地阔之间，历史的烟云聚散流走。

敦煌，是我们西北访简的最后一站。次

日辰时，我们一行惜别居延向敦煌而去。午

时经过嘉峪关，在嘉峪关长城博物馆见到了

七棱木觚“汉武遗诏”。这片木觚共削修成

七面，每面写有隶字，一部分是诏书，一部分

是急就章，从原物墨迹来看，用笔还显稚嫩，

结字亦欠精熟，应该是汉时的习字简。还有

一封检原物，上书“第八隧关封”字，真实反

映了汉代封检的完整样式。

在夕阳落山之前，我们赶到了距敦煌只

有 65 公里的悬泉置遗址。悬泉置是丝绸之

路的千年邮驿。据出土简牍记载，汉武帝时

悬 泉 置 称“ 悬 泉 亭 ”，汉 昭 帝 时 改 称“ 悬 泉

置”，东汉后期又改称“悬泉邮”，唐以后复称

“悬泉驿”。之所以以悬泉为名，是因其紧靠

山口，山间有泉从高台悬空而下。在夕阳的

余晖中，站在悬泉置遗址，可以感受到历史

烟尘中的那个时代，虽历史久远，时空深邃，

但通过木简上光鲜亮丽的文字墨书，可以真

切地触摸到那个熠熠生辉的时代。

在敦煌的晨曦中，我们首先赶赴距敦煌 95

公里的马圈湾遗址。马圈湾在小方盘城往西

11公里处，因简记载，确定小方盘城就是玉门

关遗址。比之悬泉置，马圈湾出土汉简不算

多，只有 1217枚，但这里出土了最早最集中的

草书墨迹。是最原始的古老草书的集体亮相，

那率意苍茫浑厚灵动的用笔，恣纵多变自然天

成的结字造型，淳朴憨态趣味盎然的原生状

态，是汉以后章草所难以企及的，其艺术表现

力独具魅力，不得不惊叹古人的神来之笔。

这是此行西北访简的最后一站。却因马

圈湾遗址施工维护，未能近身。站在空旷的

荒原上，在云压天际的苍穹下远远地观望，更

会感觉到人渺小如荒壁戈滩上的一粒沙石，

一阵风沙过后，你不知道自己会落在何处。

简牍记下了那时的人那时的事，被千年的风

吹落在了今天。驱车千多公里，匆匆一瞥，将

记忆永远落在了玉门关外的沙砾里。

（摘自《中国艺术报》2024 年 11月 6日，

有删节）

□ 倪文华

西北访简

近期，徐兆寿的诗集

《凉州心经》与读者见面了。

该诗集分为“永昌小传”“鸠

摩罗什”“日常悟道”“祁连山

下”“新凉州词”五辑，收录了

作者创作的 80 余首短诗。

这些诗作中，有寄语友人的

深情与怀念，有踏寻历史遗

迹时的思考，有庸常琐碎间

静下心、俯下身时对生命的

感悟。诗作以简洁凝练的语

言对历史和日常生活进行抒

写，呈现出视野开阔、意蕴悠

远、情感深邃、风格独特的艺

术特色。

徐兆寿可谓多面手：

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

样样都写，已出版长篇小

说《荒原问道》《鸠摩罗什》

等 8 部 ，其 余 作 品 30 多

部 。 据 他 介 绍 ，《凉 州 心

经》里的诗歌都是闲下来

时，兴之所至完成的。他

感言：年轻时一心想离开

故乡，所以在四十岁前不

曾写故乡。四十岁后，竟

然退回故乡。返乡之旅是

另一种建设，是世界观、伦

理观、生活观的重建。

徐兆寿的诗，别有一番韵味：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

网/可以诵诗、唱歌，荒唐到天亮/一心一意为一夜/一夜一灯

一知己/那时候想念一个人/不发短信，不打电话/跋山涉水

去看他/他却孤筏重洋在远方……那时候/我们富有时间/一

生不行，许下另一生/那时候/我们都怀着淡淡的忧伤/天很

蓝，月亮很亮/大地广阔，路很漫长（《怀念》）下雪了/下雪了，

下雪了/下在了北京诗人的一条微信上/下在了南方失眠者

困乏的眼睛里/下在了兰州一粒古老的黄河石上/下在了一

座名叫阴山的脊背上……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下在了古

老中国的城里/下在了河图洛书里/下在一只万年老龟的水

井里/下在古老羌人的羊圈里/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该望

望西北的昆仑了/该读读中国的羊皮书了/该写一个象形的

方块字了/该诵一首唐诗宋词了/下雪了/该出门去迎接被放

逐的山川河流了/他们在外面站得太久了

《凉州心经》是一部讲述丝绸之路重镇凉州及河西走

廊历史文化的诗集。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致力探寻博大精

深的凉州文化内涵，将凉州文化所蕴含的包容性、丰富性、

连通性和生长性呈献给读者。凉州文化是以武威为中心，

以古雍州为大范围，以五凉为主要时期，以唐诗中的边塞

诗及隋唐乐舞等为文化征候、美学意象而形成的一种区域

文化。在《凉州心经》中，作者通过对凉州历史与现实的深

入观察和抒写，展现了五凉文化兼收并蓄、多元包容、融合

创新的鲜明特征。

《凉州心经》展现了深刻的思想内涵。作者通过凉州

这个特定文化空间，为读者解读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这

种视角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新思路。在快节奏的现代

社会中，徐兆寿的诗歌创作体现了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

这种坚定的文化自信，对于当代文学创作和社会文化发展

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这本诗集中，有相当多的篇什融入大量的凉州元素，

不仅展现了凉州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还呈现了凉州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凉州心经》中，作者通过诗歌的形

式，详细梳理和展示了凉州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特征，对凉

州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挖掘和吟咏。他的诗歌，通过对凉

州文化的赞美和讴歌，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种

文化自信不仅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上，更体现

在对当代文化创新和发展的积极探索上。

《凉州心经》体现了一种弥足珍贵的家国情怀，具有独

特且积极的意义体现。同时，作品在艺术上也具有强劲的

表现力，彰显了具有凉州文化特色的诗歌艺术魅力。

（《凉州心经》，徐兆寿著，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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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县域治理中的

人、财、物、事、权等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勾勒，主要

从构建高效县域治理体制、创新县域治理机制、县域治

理体系结构及其运行、基层干部晋升流动、县域治理事

务与工作激励等五个部分展开论述。

杨 华 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

《大国县治》

红旗渠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典型代表。本书作者团队历时 5 年

多，采访了 120 多位红旗渠修渠劳模、普通建设者及红

旗渠精神传承人，形成 117 篇人物口述录，入书 72 篇。

书中还原了全国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奋斗场景，弘扬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

精神，展现新中国成立初期战天斗地的劳模风采。

马福运 刘建勇 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行记忆：红旗渠精神口述史》

“雕龙凭文心，雕虫非小技。”本书是语言学泰斗王

力先生的散文集，主要收录了其抗战时期在昆明所写

的小品文，以及后来所作的知识性散文和回忆友人的

散文。全书既体现了作家“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文

学热忱，亦诠释着大师对读者的拳拳亲近之心。

王 力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龙虫并雕斋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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