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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美家园——“岜莱诗会”作品选析》
（以下简称《壮美家园》） 一书是《广西民族
报》“岜莱副刊”专栏《岜莱诗会》的作品选
析。90 余首 （组） 诗作，是全国多民族诗人
和作家的心语与歌吟，风格各别、手法多样，
异彩纷呈、斑斓满目，然而大多篇章都凝结着
一个中心意象——中华民族的美好家园。多民
族诗人和作家们的倾情抒写，正是中华民族美
好家园的诗意呈现。

民族的家园就是祖国，中华民族的家园就
是中国。爱国主义的情感在《壮美家园》中弥
漫燃烧。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
祖先和世代的居住地。祖国是具象的，祖国也
是精神的。在杨克的《我的中国》中，祖国是
山川地理，祖国也是天空海洋，是语言、文
字、神话、传说和诗篇，是中餐佳肴、图腾生
肖、文房四宝、二十四节气和五行八卦，是熊
猫和丝绸、《茉莉花》和《梁祝》……今天的
祖国，北上广深矗立着簇新的高楼大厦，然
而，诗人的心中还有疼痛的柔软和不熄的梦
想：“航天潜海，我依旧怀抱颓败的小小村落
/ 银杏树缓慢生长，让人痛苦揪心 / 两鬓染
霜，身体里流动着青春五四的热血 / 念兹在兹
我永远梦想的少年中国”。吉狄马加《兹兹普
乌》一诗歌咏：“火焰改变肉身的形态超过其
他方式，/ 它将存在之物送至形而上的国度”，

“解脱的灵魂，穿越了星座的门扉，/ 音乐从群
山的白昼宣称楼梯的曙色”。位于云南昭通高
原腹地的兹兹普乌，是彝族人灵魂回归的圣
地，是彝族人灵魂的家园，也是祖国大地的一
隅，是中华历史文化多样性的一处见证。在艾
克拜尔·米吉提的《红艳艳的石榴花》中，祖
国是五十六个民族，是五十六个民族像秋天满
园的石榴，“鲜红的石榴籽 / 紧紧地/ 抱在一起
/ 透着那石榴花的芬芳”。祖国是想象的共同
体，祖国又是具体的现实，九百六十万平方公
里的每一处都是祖国。“岜莱”一词是壮语，
意即花山。2016 年广西宁明县的花山岩画文
化景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在田湘的 《岜
莱，或者花山》中，花山岩画是“千年岁月留
下这盛大场面 / 那是一个民族无声而强大的气
场”，“我的祖国就在这里：花香遍野 / 胜过所
有的梦境”。祖国是空间，祖国也是时间。在
宋安群的《“七一”颂歌》中，祖国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奋进的新时代：“开辟新时
代，迎接新挑战，/ 强国强军富民，强壮自
己”。祖国是人生的意义，祖国也是祖国的儿
女心头和肩头上的责任：“种一粒种/用心/让真
诚守护/浇灌成长/温暖祖国胸怀”（农秀红《团
结花盛开》）。在唐成茂的《每一块石头都承

载着国家的使命》中，石头象征宠辱不惊，象
征坚贞和坚持、清醒和清白，“每一块石头 /
都承载着一个国家的使命 / 就是粉身碎骨 身首
异处 / 对天下人之爱 也 / 坚如磐石 有时还 /血
脉偾张”。祖国是家园、是故乡，家园和故乡
也是祖国：“看，我们的家园 / 花团锦簇，勤
劳的乡民 / 长着如此朴实的面孔 / 我们走在大
街上 / 我们走在祖国的土地上 / 迎着风，目不
斜视 / 我们心怀远大的理想/ 战天战地战贫
困”，“啊，这是祖国的土地 / 啊，想起祖国 /
我就想起我的桂西北 / 那里草木葱茏，人心向
上 / 人间处处有庄园 / 啊，想起祖国 / 我就想
起我的故乡”（费城《我的桂西北》）。祖国是
民族的依托，是幸福的保障，也是生死荣辱所
系：“今天，黄泥鼓不再是悲情的符号/ 它向世
界传递一个民族的欢喜 / 你听！幸福的鼓声响
彻大瑶山 / 那是对祖国最深情的祝福”（王秋
娟《黄泥鼓，舞出瑶乡幸福生活》）；“在春夜
喜雨里 / 一个哑巴居然喊出来— / 谁能看见祖
国山川内心的美 / 谁才有资格去死！”（刘频

《在燕山上》）。祖国，意味着爱，也意味着被
爱：“这个中国，舍得用这么白的银子 / 把光
堆在我身上 / 我的母语和它有着臂膀的关联 /
它在天幕中写字，叫‘月亮’/ 笼罩有长江长
黄河黄的地方，叫‘月光’/ 所以，我爱你，
中国”（陈一默《北部湾的月亮》）；“大哥还
说，他的唢呐声 / 是祖国山川喂养的，是山 /
丰盈了唢呐的音色”（许伟《大哥的唢呐声是
山川喂养的》）。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的灵
魂，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凝聚着中华大地上各
民族的团结统一，召唤着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
感和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拼搏奋斗的精神意
志。爱国主义也是《壮美家园》一书最重要的
价值与意义。

中华民族的家园辽阔而多彩，神奇而美
丽，在本书的诸多篇章中也有丰富的表现。在
石才夫的眼里，“云散霞飞 / 家园明媚”，“岜
莱花山 花山岜莱 / 木棉花开着风吹着百鸟在
飞”（《时光是你额上深深的凝眉》）。在牙韩
彰的笔下，家园则是红色的故事：“每当踏进
这个坳口 / 总是久久流连 / 那一次战斗你英勇
倒下 / 留下的故事动人心弦”（《红军坳》）。
在黄佩华的《梦回句町》中，家园曾经是云贵
高原与大海之间、红水河与驮娘江流域的句町
古国，先人们播撒五谷，刀耕火种，繁衍生
息，而“马帮的哨声已然远去 / 今天的高地沐
浴在和煦的阳光之下 / 南昆高铁早已穿境而
过，田西高速即将于虎年通车”，“回望句町，
明天的天空更蔚蓝”。在娜仁琪琪格的《远山
装着巨大的神秘》中， 家园是内蒙古扎鲁特
草原的绮丽景象：“草原之上是墨绿的丛林 而
后就是连绵的山峦”，“静默着坐下来 便触摸
到了柔软的绒毛/ 漫卷的云遮住烈日 将天空压
低 / 此时 我是离天庭最近的人 此时凡尘远离
了我 / 纷扰远离了我 我只管静默着望向天际 /
瞬息万变的瑰丽 屏住了我的呼吸”。在安海茵
的诗中，家园是新疆阿克苏的塔里木河和多浪
河，两条河犹如无缰的野马：“浪花与蹄印所
经之处 / 生灵全都擎举着得福的杯盏 / 每一处
居所都有庇佑的灯光 / 每一盏灯光都有丰盈的
遇见”（《阿克苏的水， 都是饱含热泪的名
字》）。 在黄鹏的诗里，家园是壮美的花山：

“许多历史的色彩已经苍白平淡 / 多少曾经的
喧闹已经不再声响 / 而花山岩画依然鲜艳闪耀
/ 山峦与河流涌动幸福快乐的向往”，“家乡泥
泞的山路变成了硬化大道 / 村里危旧的瓦屋变
成了崭新楼房 / 高速公路、高铁动车 / 拉动壮
乡巨变的喜悦来来往往”（《壮美花山》）。在
荣斌的心中，家园与黄姚古镇有着内在的牵
连，因为“人在黄姚，可以遇见自己 / 遇见半
城清秀，半城芳华 / 所有景象都是被放大的记
忆 / 所有的人 / 都在这里误以为回到了故乡”
（《遇见黄姚》）。在石朝雄的《左江·斜塔》
中，兀立在左江江心的归龙塔，千百年来默默
地见证和坚守着这片血色土地上的家园：“我
的祖先在这里生活过 / 笑过，哭过，醉过 / 还
一定爱过，甚至恨过 / 斜塔曾见证数百年风月
/ 忽远忽近的硝烟和帆影 / 祖先繁衍生息的土

地 / 珍藏左江源远流长的传奇”。又见则从一
碗螺蛳粉里看见各民族的家园并闻到其散发的
气息：“我看见它向我走来 / 从稻作民族的厨
房 / 从各家各户的门廊 / 从壮乡瑶寨的房前屋
后 / 从侗家人家的坛坛罐罐里 / 还散发着苗人
的气息 / 走向四面八方”，然而，却又“分不
清天南和地北 / 酸来自哪里 / 辣是谁家院 / 那
汤水又是哪条河的味道”（《仰望一碗螺蛳
粉》）。在杨辉的诗中，秋天的江南家园令人
陶醉：“我是在江南的望安亭下 /在一声声横笛
里相遇秋天 / 那时节啊，白月光与笛声 / 倾泻
下来，从四面八方 / 覆盖了我，也覆盖了 / 亭
前波光粼粼的湖面”（《秋天的新娘》）。在钟
纪新的诗中，家园被红色岁月洗礼：“一颗颗
红绣球划出了爱的彩虹，/ 一把把红豆豆情深
义重，/ 一条条红背带正托起新生的希望，/一
岭岭红山茶正展现时代的新容”（《广西
红》）。在陈雅北的诗中，家园的面貌正在刷
新脑子里的记忆：“一个全新的小镇 / 在旧林
地的后面 /正在改变它以往的旧模样 / 田园阡
陌 情满四季”（《情满里高》）。三个 A 从家
园的变迁感受到五十六个民族的命运联结：

“危房改造 / 房子变漂亮了 / 扶贫政策 / 日子有
盼头了 / 城市与小乡村 / 连着一条路 / 闪电穿
过云层 / 连着天与地 / 五十六个民族 / 你连我
/ 我连着她”（《命运相连》）。

家园之所以美好，是因为人，因为人的进
取、人的奋斗、人的风貌。许多篇章抒写了在
中华大地上栖居的各族人民相濡以沫，守望相
依，以信仰信念、聪明智慧、勇毅坚韧和创造
美的天赋，开辟和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
在藏寨的“藏靴作坊里，老人在干活，孩子秉
灯”，“灯芯燃烧产生了一点儿烟，这并不阻挡
老人凝视孩子的眼神，/即使灯火熄灭，他们
也不会淹没于黑暗。/ 因为，正是这个孩子，
给老人带来了全世界的光”（扎西才让《藏靴
作坊里的护灯者》）。内蒙古草原上，“人们用
长调侍奉春天，越悠扬 / 草原越辽阔 / 蒙古马
背上的上苍越仁厚”（龚学敏《蒙古马》）。新
疆尉犁乡间的夜色，因为美丽的姑娘而迷人：

“美人啊，你是一轮皓明皎洁的昆仑月 / 照亮
我戈壁一样辽阔、一样荒凉的人生 / 你是塔里
木的骆驼泉，滋润我焦渴的心田 / 你是绿洲上
的桧柏，安妥灵魂的故土家园”（彭惊宇《听
吐尔地·尼亚孜弹唱〈红玫瑰〉》）。广西万龙
大山村屯的元宵夜，是各民族兄弟姐妹幸福欢
乐的大团聚：“壮家扛来最干爽的竹子柴炭 /
汉人运来不逊都市迪吧的音响设备 / 苗家抱来
一袋袋香甜的糯米粉 / 瑶人拉来亮闪闪的打糍
粑工具 / 仫佬族老弟们抱来一坛坛香酒 / 侗家
带来手拉手的芦笙多耶舞 / 布依族姐妹的山歌
情意缠绕 / 像风铃串串飘过云端”（陈宁《同
心糍粑大又圆》）。而北部湾的沿海城市，除
了“这里的绿色，会说话，有喜怒，能自己走
路”，“这里的风儿温暖，阳光温柔，沙滩洁
白”，更有着“来自东西南北的人”：“这些浪
漫主义者，这些理想主义的信徒 / 以大海的名
义，举诗为号，相邀向南 / 丝绸路上看世界，
心胸坦荡，山青水碧”（庞白《向南的海》）。
信仰是人的精神脊梁，是人的灵魂。人有信
仰，理想可期；人有信仰，家园可兴：“他们
心怀信仰 / 他们坚定革命 / 他们不断壮大 / 成
为有力的战斗队伍”（桐雨《花开巴暮山》）；

“从大山要来挺拔 / 从大地要来辽阔 / 从江海要
来浩荡 / 从人民要来磅礴 / 信仰是首不变的
歌”（何述强《不变的色彩》）。改天换地的奋
斗，带来天翻地覆的巨变。今日的家园，风光
秀丽，人心欢悦：“女人们在讨论一双新袜子
/ 玻璃丝袜崭新，紧实又透气”，“从没有穿过
丝袜的这一群女人/ 从墙上的光束里走进去 /
在婴孩小嘴翕动的涟漪里 / 鹅颈鹤步的女孩越
上群山，摸到了 / 自己想要的月亮”（蓝敏妮

《小月亮》）；秋天的甘蔗林里，人们在谈论
“甜的构想”，更懂得“甜的意义”：“从林中穿
过的拿刀子的农妇 / 暗暗地和蔗叶的锋芒对抗
/ 回忆里充满了甜的风 / 搬运甘蔗的老汉 / 他
们扛着梦想 / 走在奔小康的大道上”（安乔子

《秋天的甘蔗林》）；家不再是石山区的房子，

人不再是“在屯内养牛，每天将它们放出去吃
草 / 趁日落再赶回来，无数重复的日子”，新
的时代，人生再度出发，命运掀开新的一页：

“即使四十岁年纪还在县城找工作/ 打零工，开
店铺，摘茶油 / 她布满厚茧的双手 / 在七月，
更多了一缕芒果清香 / 那些山，掩盖她明亮的
轮廓 / 而她仿佛正在燃烧，让自己释放 / 再也
不用羡慕山外的人间”（李道芝 《移民搬迁
户》）。周统宽的《梦回大良石门》，畅写生活
在已成为 4A 级风景区的故乡的乡亲们焕然一
新的生活：“年逾古稀的小学老师 / 教乡亲们
讲外国话 / 也教游客讲土语 / 讲芋头粥和红薯
窑 / 也讲走出大山的狗娃”；王忠民的《土瑶
歌堂会》，惊叹瑶家人如今的豪情和气度：“今
天我察看到生命，比预想的/ 更高贵，更坚决
/ 开垦蛮荒的姿态 / 折射脱贫致富的优美舞
姿”；徐仁海的《把诗写在海水里的民族》（节
选），讴颂京族人自信满满地面向大海与世
界：“逐梦的飞翔不再敛翼 / 热忱锤炼的渔声
几乎覆盖了潮声 /海水葱茏的梦绽放乡村振兴
的繁花 / 在捕捞船上海水养殖场里火红 / 在一
间间别墅在一张张笑脸上火红 / 京族人依然把
致富的诗写在海水里”；卢颖莹的《织壮锦》，
更展现了广西多民族的文化创造与成就：“刘
三姐的山歌，黑衣壮的天琴 / 桂北的彩调剧，
西江的水上民谣 / 层层叠叠的梯田，日出日落
的沙滩 / 编织又一个春天的故事”；白来勤的

《在八桂，品味新乡村》，挚情咏赞新乡村里广
西各族人民的襟怀与精神：“八桂乡村的眼睛
很小很窄 / 窄得容不下半颗沙粒乃至尘埃 / 八
桂乡村的眼界很大很宽 / 宽得能容下山川河海
狂风巨浪”，“八桂乡村的爱河很窄很浅 /仅容
纳仁义礼智信真美善 / 八桂乡村的爱海很深很
宽 / 能熔冶温良敦厚诚让恭谦 / 幸福的鸟儿在
蓝天下自由飞翔 / 理想的种子在红土地茁壮成
长”。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教传统博厚悠远。这
部诗集的大多作品承载着中国诗歌传统的教化
功能和现实主义品格。然而，对于诗歌作品来
说，文学的审美价值也规约着它们内在的创作
走向。不少篇章显现出诗人在诗歌创作艺术上
的不凡才华与新意，其中有的已在上文列
举，还有不少尚未论及。如琬琦的诗：“当一
只飞鸟爱上一条漓江鱼 / 也许只能怪水过于
清澈 / 让我们瞬间确认了彼此的眼神”（《漓
江》）。一般而言，水上的鸟与水中的鱼是吃
与被吃的敌对关系，而两者竟产生了爱情，
因为两者“瞬间确认了彼此的眼神”；而“瞬
间确认眼神”何以能发生？因为“水过于清
澈”。此诗的绝妙，不在于拟人修辞，也不在
于作者想象力的完美逻辑，而在于如此生动
的修辞、如此高超的想象，所不动声色地烘
托出的漓江的美。漓江是今天的漓江，漓江
的美是自然的美，然而亦不尽如斯，因为其
中有人的治理、人的呵护，默默的江流里回
响有时代的声音，闪现着时代的精神。其实
这是一首体现“主旋律”的诗歌，而它的写
作艺术与经验，岂不能为主旋律题材创作带
来一些启示？

广西民族出版社和广西民族报社于 2022
年1月成立了共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
践联合体，编辑出版这部诗集亦为联合体的一
个阶段性成果。祈愿本书的出版，能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是为序。

□ 石一宁（壮族）

——《壮美家园——“岜莱诗会”作品选析》序

▲《壮美家园——“岜莱诗会”作品
选析》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一宁，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
委员，《民族文学》 主编、编审，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著
有文学研究专著《吴浊流：面对新
语境》、评论集 《走向文学新天
地》、散文集《薄暮时分》、传记文
学《丰子恺与读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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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美好家园的诗意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