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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平原湖沼面积，在清代和民国时期达到
历史最大值，其中，人为造成的渠间洼地湖占很
大比重。这类湖沼普遍不深，但在不同季节的面
积变化较大。它们原本或是农田，或是良好的草
场，成湖后经济增值不高（或根本没有增值），却
常给周围农田带来土壤次生盐渍化的严重后
果。渠间湖沼的出现主要是灌区不合理开发的
结果，是水利变成水害的典型例子。

在封建社会，人们无法限制平原水体过多所
造成的消极影响，但创造了一些利用湖沼资源的
有效办法。人们于部分高地种麦豆，部分洼地开
沟种稻，对这些耕地加强灌溉洗盐，然后将盐水
排入低洼处的荒地，由此形成了与农田交错分布
的盐碱荒滩，形成了好地种庄稼、盐碱滩放牧、湖
沼捕鱼割苇，这样一种独特的传统经营方式。

史载，明代中叶银川平原盛产菱、藕、荸荠、
茭白、蒲笋、苇芽等水生蔬菜，并有天鹅、大雁、野
鸭、鸳鸯、鸬鹚、鸥、鹭等水禽。当时的田赋制度
规定，每年秋季，屯田军丁须于官湖（指所有权属
于官府的湖泊）采运秋青草作为军马草料，其征
赋数量竟为农田谷草的8倍。清末民初，以湖中
芦苇、蒲草为原料加工的芦席、蒲纸是宁夏著名

的外销商品。
城市附近的湖泊，还常被开发为风景游览

区。明代宁夏府城四周均为湖泊包围。在当地
王公贵族的主持经营下，城东金波湖“垂柳沿岸，
青阴蔽日，中有荷菱，画舫荡漾，为北方盛观”；城

南南塘“地势低卑，每夏秋之交，加以流潦潋漶，
与路旁明水湖混为巨汇”，后经垫路整修，“植柳
千株，缭以短墙，注以河流”，于是形成了“杨柳夹
堤，周道如砥，湖水浩浩然也”的壮阔景观，“菰蒲
萍藻，鸥鹭凫鱼，杂然于中。泛以楼船，人目之如

西湖，居民喜为乐土”，成为当时银川城郊的著名
风景区。

新中国成立后改一些水体为农田，是当时的
人们有意识地改善环境的尝试，多数（主要是渠
间洼地湖类型）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
益。这是因为，排水沟系统完善畅通后，许多渠
间洼地湖自然疏干而恢复成田，灌溉余水有了出
路，避免了严重水害。同时，土地盐碱化程度也
大大减轻，不仅原有的农田产量猛增，而且在湖
沼基础上建起来的大型国营农场，如灵武农场、
青铜峡连湖农场、吴忠巴浪湖农场、银川西湖农
场等，也都成功地发展起了稻旱轮作生产，增加
耕地50万亩，粮食亩产达500公斤以上，为西北
地区提供了大量商品粮。这些农场也是全国农
垦系统中最早实现盈利的先进典型。

在西北干旱地区，水是最宝贵的资源。从水
量平衡的角度分析，渠间洼地湖面积大而水深
小，水分自然蒸发量极其可观。湖沼水分下渗部
分也并未起到调蓄地下水的作用，反而使地下水
位抬高至临界深度以上，咸化了一些地下水和土
壤。将它们改为农田，大多为稻田，其全年水分
损耗可大大减少，而生长季保持大气湿度、减轻

干热风之类的生态效应却差异甚微。由此可见，
在银川平原绿洲生态系统中，渠间洼地湖害多益
少，疏干还田利大弊小。

然而，其他类型湖沼，如构造湖、扇缘湖和部
分牛轭湖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首先，它们深度较
大、蓄水多，一般水深1米到3米，有的深达5米，
要排干改田比较困难。其次，它们成湖历史悠
久，一般都处于地面沉降较多的地段，沉降的幅
度往往抵消了泥沙淤积的幅度，从而有利于湖盆
的保存。同时，其底质多为沼泽土、泥炭土、沼泽
盐土或白僵土，水域饵料丰富，通过渠沟与黄河
相通，灌排水易控制，常成为黄河中多种鱼类洄
游、产卵、育肥、越冬的好场所。

历史上，银川平原是著名的“塞上江南”鱼米
之乡，鲤鱼、鸽子鱼等美味脍炙人口，“村居多以
渔为业”等诗句也反映了渔业的悠久历史与在当
地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些深度较大的湖沼所
处地理位置也与渠间洼地湖不同，常成为滞蓄山
洪、河洪的调蓄水库。可见其生态效应（防止水
灾和调节气候）、环境美学效应（自然景观的多样
化与美化）和经济效益都是明显的，而对农田次
生盐渍化的不良影响则相对较小。

坚守与创新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时代使命

“‘山花奖’是我终身的追求。”宋笑珍说，尽
管此次“山花奖”的最终评审结果尚未揭晓，但
通过在广州参展时与全国顶尖民间艺术家的交
流，她更加确定了黄河石画的发展方向。“别人
用画布，我用黄河石；别人画技法，我画文化。”
正是这种独特性，让她的作品入围了此次“山花
奖”的初评。

面对非遗传承的挑战，宋笑珍将“传帮带”视
为己任。她不仅在贺兰文创基地开设工作坊，还
开发“黄河石研学课程”，带领孩子们在石头上绘
制作品。“我想让年轻人知道，黄河石不只是石
头，更是会讲故事的文化载体。”同时，宋笑珍注
重知识产权保护，每完成一件作品便申请版权，

避免电脑复刻等侵权行为对非遗的伤害。
谈及未来，宋笑珍计划深入创作“贺兰山东

麓葡萄酒文化”系列，用黄河石的纹理表现葡萄
藤的虬劲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的醇厚。“黄
河石画要走出去，不仅靠艺术，更要靠文化的厚
度。”宋笑珍说。

从黄河滩的普通石头，到承载地域文化的艺
术品，宋笑珍的创作之路，既是对非遗的坚守，也
是对传统艺术的创新。正如她所说：“我在石头上
画的，是黄河的魂，是宁夏的根。”这份对土地与文
化的热爱，让黄河石画在她的笔下，成为流动的历
史与鲜活的传承。

本文所用作品图片均已注册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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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上午，由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第十七届
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
间工艺美术作品初评（展览）活
动在广州人民艺术中心隆重开
幕。宁夏民间文艺家协会雕塑
艺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黄河
石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宋笑珍
的作品，成为入围“山花奖”初
评的5件宁夏作品之一。其代
表作“宁夏21景”系列，巧妙利
用石头纹理与质感，打破了传
统的石头画理念。

1+7模式
非遗创新与文化赋能的实践

宋笑珍独创的“1+7模式”，是她深耕
黄河石画的核心理念。其中，“1”代表黄
河文化根基，“7”涵盖非遗传承、传统文
化、艺术价值等多元维度。因为在宋笑珍
的心中，黄河石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绘画载
体，而是一种“文化的容器”。

在非遗传承层面，宋笑珍打破“石头
画非科班出身”的局限，以专业功底重塑
创作格局。她的作品既保留传统绘画技
法，又融入现代设计思维。创作贺兰山文
化系列时，宋笑珍将岩画中的羚羊形象与
石头的天然线条结合，用矿物颜料模拟岩
画的古朴质感，让千年岩画在石头上重
生。这种“自然+创意”的模式，让她的作
品成为宁夏文旅厅的展示藏品，并在“宁
夏好礼”评选中获奖。

在文化赋能方面，宋笑珍将宁夏“十
四五”规划中的产业元素融入了创作。在
枸杞文化系列里，她用黄河石的暖黄色泽
表现枸杞的饱满，将“黄河岸边枸杞香”的
地域特色转化为立体艺术。在法治文化
系列中，宋笑珍以31件作品构建了“信仰、
底线、廉洁”的主题矩阵，用艺术语言诠释
法治精神。“每个主题系列至少12件作品，
这是对文化深度的探索。”宋笑珍的12个
主题系列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文化”等，均已成为本
土文化传播的鲜活样本。

市场与艺术的平衡，是宋笑珍的另一
重探索。宋笑珍将作品分为“典藏级”与

“文创级”。前者如“天地人合一”系列，结
合百年根雕底座，成为博物馆级藏品。后
者则开发吊坠、摆件等小物件，以“牡丹富
贵”“苹果平安”等吉祥题材贴近百姓生
活。“老百姓喜欢的，才是有生命力的。”宋
笑珍的文创作品，既保证了艺术价值，又
让非遗更加深入生活日常。

石上生画石上生画，，绘写动人宁夏故事绘写动人宁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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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平原的湖沼变迁
汪一鸣

夏日大雁湖。本报记者李振文摄

宋笑珍。

以上均为宋笑珍黄
河石画作品。

结缘黄河石
从国画到非遗的艺术转向

在黄河边长大的宋笑珍，与黄河石的缘分始于童
年捡石玩耍的经历。作为宁夏美术家协会会员，宋笑
珍早年以花鸟山水国画创作闻名，却在偶然间被黄河
石的天然纹理吸引——那些历经亿万年冲刷形成的
石纹、石质与石缺，在她眼中是独一无二的“天然画
布”。“我是黄河的女儿，石头里藏着母亲河的灵魂。”
宋笑珍这样形容这份特殊的情感。

后来，宋笑珍开始尝试在黄河石上创作。初期，
她将国画技法与石头特性结合，绘制花鸟鱼虫等题
材，在艺术界广受好评，但后来她开始意识到，“本土
文化才是艺术的根”。于是，宋笑珍转向以“宁夏21
景”系列为代表的主题创作，耗时大半年完成的“宁夏
21景”系列作品，不仅让宋笑珍成为黄河石画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更入围了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项“山花
奖”初评。“宁夏的贺兰山岩画、须弥山石窟，都应该在
黄河石上活起来。”宋笑珍说。在一幅作品中，她将岩
画的古朴线条、石窟的斑驳质感与石头的天然坑洼融
合，让作品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艺术冲击力。

宋笑珍说，与传统绘画不同，黄河石画的核心在
于“依石创作”。国画是在空白的宣纸上构思，而她
需要顺应石头的形状、纹路甚至残缺，将自然痕迹转
化为作品的一部分。比如在创作“大漠星空”时，宋笑
珍选用宁夏黄河滩的“黑金刚”石，利用其深邃底色与
天然星点纹理，勾勒出了腾格里沙漠的浩瀚夜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