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0月27日

责任编辑：李道芝66 广西民族报
GVANGJSIHMINZCUZBAU岜 莱 评 谭

□ 黄 鹏（壮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
十八大以来，广西文联、广西作协主动肩负
时代使命，精心策划、组织举办“广西花山
诗会”系列活动，旨在推动新时代广西诗歌
高质量向前发展，凝聚文学力量构建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以诗歌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新时代壮美广
西建设。

一一

诗歌，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承载着丰富
多彩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以党的十八大
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作为中华民族伟大文化复兴重要
组成部分的诗歌，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局
面。

进入新时代以来，广西诗坛呈现一派繁
荣景象：各种诗歌活动的此起彼伏，诗人们
在《诗刊》《民族文学》《星星诗刊》《诗歌月
刊》《广西文学》《广西日报》等全国各地重
要刊物上的频频露面，一些重要奖项的获
得，《广西文学》持续推出的“双年展”等诗
歌活动，《广西民族报》副刊每月一期的“岜
莱诗会”，当代广西网频频推出的诗歌作品专
页，一些地市报刊不定期编发的诗歌专版，
都彰显了广西诗歌版图的丰富和火热。

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段里，广西的
诗歌发展亦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比如“表
里不一”，广西诗歌表面 “热热闹闹”，其实
比较脆弱，有全国影响力的诗人较少，区域
尚缺标签性质的诗人阵容，诗人入选全国重
要诗歌活动的更少，鲁迅文学奖、骏马奖等
品牌奖项更无广西诗人光顾；量多质低，佳
作少，没有形成鲜明的诗歌追求，没能集中
撞击读者的阅读神经；格低境小，多滞足于
抒发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的小感触、小情绪，
没能形成独属于个人的诗歌艺术追求，没有
升华艺术思想，缺乏厚度深度，难成大家名
家；状态松散，虽然有诗人队伍，有诗歌群
体，但大多处于各立山头、各自为战的松散
状态。

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
客观上缺乏有组织的规划和目标引领，主观
上诗人们的文化胸怀、人文情怀、创作热
情、诗艺素质等都需要全面提升。

总而言之，广西诗人群体在站位上急需
提高。需要从历史方位和时代主题聚焦创
作；需要在题材上更多更深反映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需要更热心书写热火朝天的当下
和多姿多彩的现实；需要更深挖掘、提炼和
转化广西传统文化；需要潜心静气提升诗歌
作品的质量和影响力。

二二

为解决这些问题，经过慎重考量，广西

文联、广西作协决定创办广西花山诗会，以
扭转广西诗歌实力弱、发展慢、质量低的局
面。七年来，进行了不断探索创新。

一是努力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从 2017 年第一届开始，主办方主动沟通汇
报，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
支持，每届诗会都有市委、市政府领导参加
并讲话，其中崇左、贵港、河池等市委或市
政府主要领导都出席花山诗会开幕式并讲
话，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予全面支持。

二是依靠地方有关部门的力量。七年
来，先后得到了崇左市、贵港市、来宾市、
贺州市、玉林市、柳州市和河池市的市委宣
传部、市文联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每一届的
诗会都能顺利成功举办。

三是着眼全区诗人。为团结全区广大诗
人，调动诗人创作积极性，挖掘发现新人，
诗会不明文规定，原则上一位诗人不连续两
届参加花山诗会，以便诗会尽可能让全区诗
人都有机会参与。据不完全统计，七年来，
先后凝聚一百多位诗人参加诗会，涵盖了广
西老中青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广西有歌海之
称，悠久的山歌文化也滋养着诗人。活跃在
中国当代诗坛的广西诗人，他们的内心传承
了从历史纵深处延伸下来的多民族传统文
化，这种文化传承对广西诗人有着深沉与潜
在的影响，激发一代代诗人丰沛的创作热情
与灵感，为推动广西当代诗歌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四是开展诗歌探讨与研究。每届都举办
诗歌主题的研讨，如就“广西当代诗歌的视
野和品质”“新媒体时代的文本”“当代诗歌
写作：三十年来文本诗歌创作的得与失”“广
西诗歌如何出名家名作”“新时代文学创作的
格局与创新”“南方的想象与表达”“广西诗
歌的发展与创新”“诗人的使命担当”“新时
代诗歌的新表达”“村庄诗歌的创作”“新时
代语境下的诗歌创作”“时代潮汐与个人经
验”“青年写作的当下性与历史化”等议题展
开创作研讨。先后邀请了《诗刊》《诗选刊》

《草堂》《天涯》《延河》《星星诗刊》《北京文
学》《扬子江诗刊》《十月》《山花》《青年作
家》和中国诗歌网等国内名刊领导、编辑莅
临指导。简明、聂权、李斌、马慧聪、杨
克、金石开、王十月、肖江虹、余思、龚学
敏、荣光启、丁鹏、顾星环、师力斌、郑小
琼、黄玲君、林森、王夫刚、敬丹樱、吴小
虫、李寂荡、熊焱等国内名家、诗人先后作
了辅导发言，提升了诗会的含金量和影响力。

五是开展诗歌交流与走进校园活动。在
崇左举行了“花山之夜”广西原创诗歌朗诵
会；在贺州学院西校区举行“小康生活 诗意
远方”主题诗歌朗诵会；在广西科技师范学
院来宾校区举办了“我和我的祖国”主题诗
歌朗诵活动；在玉林师范学院举行了“迈向
新征程·讴歌新时代”主题诗歌朗诵会；在柳
州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了“喜迎二十大 讴歌新
时代”主题诗歌朗诵会；在河池学院举办了

“山乡巨变·诗颂广西”主题诗歌朗诵会。诗
歌走进校园，既展示了诗人的精神风貌，也
扩大了花山诗会的知名度与影响面，培养了
诗歌新人，对促进广西诗歌持续发展起到了
积极作用。

六是开展“深扎”采风。共开展 7 次创
作采风活动，累计参与人员近600人次。“世
界文化遗产花山岩画”、西江黄金水道、大瑶
山文化、潇贺古道、客家文化、工业经济、
仫佬族文化等主题创作采风活动，激发了诗
人们为人民抒怀、为人民放歌的创作热情。

七是拓展联办。为壮大高品质诗会阵
地，积极整合资源，拓展诗会的发展形式与
路径，先后与广西民族报岜莱诗会、广西文
学、当代广西网等合作联动，共同提升诗会
的品质与格局。与岜莱诗会联办了两届花山
诗会；每届花山诗会的举办，岜莱诗会、广

西文学、当代广西网等都进行了宣传报道，
并择优集中推出诗会作品。

八是评选年度诗人。七年来，为发挥诗
会奖项推动作用，助力诗会品牌塑造，诗会
开展了年度诗人评选活动。非亚、陆辉艳获
评“2018·广西年度诗人”，黄芳等10位诗人
作品入选“2018 年度广西十首好诗”。费
城、庞白获2019年广西年度诗人。刘春、安
乔子、谢夷珊获评2020年广西年度诗人。盘
妙彬和唐允被评选为 2021 年广西年度诗人。
黄芳、羽微微被评为2022年广西年度诗人。

广西花山诗会的举办，进一步弘扬了诗
歌正气，凝聚了思想共识，形成了百花齐放
的诗歌新气象，为广西诗歌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了强大正能量，对于广西诗歌的发展产生
了强大的推动作用，逐渐成为中国诗歌界广
泛关注的诗歌盛会。

三三

花山诗会是广西的示范性文艺项目，是
由广西文联、广西作协倾力打造的文学品
牌，是广西作协主办的广西规格最高的年度
诗歌盛会，每年举办一届。自 2017 年以来，
已分别在崇左、贵港、来宾、贺州、玉林、
柳州、河池成功连续举办了七届。七年来，
花山诗会坚持守正创新，引领广西诗歌高质
量向前发展。

一是坚持政治引领。七年来，诗会从引
导全区诗人弘扬正气的价值追求入手，始终
坚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下办诗会，在
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支持下办诗会，联合当地
文联、作协依法依规办诗会，形成了自觉接
受监督、共同发力的工作格局，从而使诗会
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营造了良好的诗
歌发展环境。

二是坚持文化自信引领。七年来，诗会
坚持中国文化立场，积极探索新时代广西诗
歌繁荣发展的有效途径，广泛联系和团结广
西诗人进行诗歌文化的学习、创作、宣传、
探讨等，不断增强诗人们的文化自信，强化
诗歌的使命担当，有效促进了广西诗歌的繁
荣与发展，使广西诗歌呈现朝气蓬勃、欣欣
向荣的发展态势，取得了丰硕的诗歌发展成
果。七年来，广西诗人展现强劲的创作实
力，诗歌作品先后发表于 《诗刊》《人民文
学》《民族文学》《钟山》《中国作家》《作
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等主流媒体。
一批诗集在各级出版社出版，可圈可点。这
些诗歌作品，为广西历史文化赓续精神血脉
和城乡生活美学留下了极其生动的写照，广
西诗歌事业取得了新突破，迈出了新步伐，
焕发出新气象。

三是坚持服务时代引领。七年来，诗会
倡导和鼓励诗人扛起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
代的使命，用诗歌生动反映时代的历史巨
变。持续开展了一系列主题诗歌活动，设置
多种主题的诗歌文化活动平台，调动诗人爱
国爱党、歌颂新时代的积极性主动性，较好
发挥了诗歌激昂斗志、润化心灵、美化精神
环境的作用，诗人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服务时代、赋能发展的意识进一步增强，诗
会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持久的活力。七年
来，广西诗人关注现实、讴歌时代，各种题
材精品力作异彩纷呈，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
需求奉献了一大批优秀的精神食粮。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等
重要时间节点，诗人们积极作为、浓墨重
彩，主题诗歌创作质量进一步提升。尤其是
疫情期间，诗人们不仅展现了众志成城的抗
疫精神，创作的诗歌作品更凸显了面对疫情
时的人性光芒。

四是坚持平台整合引领。七年来，诗会
秉持初心、严守导向、精心运作、多推精
品，将年度诗人评选、诗歌进校园、诗歌双
年展和岜莱诗会等作为花山诗会的重要形式
与平台，发挥各种形式的各自优长，共同发
挥平台引领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力。诗会阵地
平台建设进一步强化，诗会发展基础进一步
夯实，为新时代广西诗歌高质量发展提供重

要的阵地支撑。如：广西民族报岜莱诗会坚
持多元、包容、探索的姿态，在推举当代诗
歌和广西诗人诗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
为广西诗坛具有广泛影响的诗歌平台。当代
广西网与 《广西文学》《红豆》《南方文学》

《金田》《北流文艺》等都辟有诗歌栏目，大
量刊发了广西诗人的诗歌作品。《河池日报》

《北海日报》《防城港日报》等各种报纸文艺
副刊的诗歌栏目以及异军突起的新媒体都发
表了大量的诗歌作品，为讲好广西故事、体
现广西表达、彰显广西魅力发挥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

五是坚持凝心聚力引领。七年来，花山
诗会以诗为缘、以诗凝心、以诗聚力，同各
级诗歌组织一道凝心聚力，共同努力，有机
构建起密切合作的工作机制，形成自治区、
市文学组织和社会诗群协调联动、共享共进
的工作格局。团结才能办成事，合作可以办
大事。区市各有关部门、单位和社团组织的
关心支持，造就了“广西花山诗会”建设的
良好局面，形成了坚实的诗歌发展合力。

七年来，经过持续努力和实践，广西花
山诗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和良好效应。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成为广西诗歌发展的理念共
识；全面突破，卓越发展，成为广西诗歌发
展的目标追求；奋起而为，奋力攀登，成为
广西诗歌发展的自觉行动；勇于改革，完善
机制，成为广西诗歌发展的重要抓手；共筑
高原，勇攀高峰，成为广西诗歌发展的努力
方向；不忘初心，勾勒远景，成为广西诗歌
发展的方向航标。

四四

七年来，花山诗会守正创新，未负韶
华。展望未来，花山诗会豪情满怀，信心百
倍。党的二十大发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伟大号召，我们要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弘扬
优秀文化传统、引领广西诗歌高质量发展为
己任，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要加强政治引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努力探索中华诗歌优秀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以中国
式现代化的广西实践贡献诗歌文化力量。

要牢牢把握办会方向，牢记人民至上，
自觉服务大局，努力写出更多讴歌时代、反
映生活、彰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的诗歌作
品。

要进一步赋能广西、聚焦广西，更加自
觉地将诗会工作重点放在关注广西、服务广
西、书写广西、歌咏广西上来，努力推进花
山诗会事业进一步做实做新做强。

要进一步加强团结，培育风清气正的诗
歌文化良好生态，调动诗人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致力于高素质诗人队伍的培养，引导八
桂诗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
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和诗歌艺术素养，自觉
将个人“小我”融入时代“大我”之中，以
良好形象为神圣的诗歌文化事业作出应有的
贡献。

【作者简介】黄鹏，广西宁明人，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会长，广
西民族报签约作家。

引领广西诗歌高质量向前发展引领广西诗歌高质量向前发展
——广西花山诗会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