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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广西文联主席、广西作
家协会主席）：多年来，自治区党
委、政府的领导推动下，广西实施
签约作家制、项目扶持制、重点项
目工程、“八桂学者”文学岗等举
措，持续培养文学人才、推动精品
创作，推动办好文学报刊，持续打
造品牌栏目，营造了良好的文学生
态，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文学栏目、
一大批高质量的文学作品陆续登
场。无疑，今天的关键词“岜莱诗
会”、“大地之眼”，就是这样的一
种存在和形态。据了解，广西民族
报“岜莱诗会”自 2019 年 5 月创立
以来，以诗歌为媒，每月坚持推出
主题诗歌策划 1 期，1 个整版面，
10 至 12 位诗人，目前已推出上 100
期、诗歌超 1000 首，几乎涵盖广
西所有的实力诗人，涵盖了 56 个
民族中大部分的民族，还走出广西
推出了吉狄马加、林莽、安琪等全
国著名诗人的作品，推出了 8 大诗
歌期刊主编的作品，公开出版“诗
歌作品+短评”的精选集 《壮美家

园》，常态化评选“岜莱诗会”年
度诗人和年度诗评家……我还注意
到，这些有意义的活动，包括诗歌
朗诵会、分享会、采风、研讨、征
文等活动，有独立开展的，有与广
西作协等合作开展的……这些策划
和行动，团结带领多民族诗人和作
者，形成了强大的声势，丰富了
文学桂军的生态，是广大作家和
文学爱好者心中的“诗和远方”。
如今，“岜莱诗会”已走过五年，
一 路 风 雨 兼 程 ， 一 路 掌 声 一 路
歌，形成了行业报刊副刊的品牌
和影响力，成为广西诗歌的前沿
阵地和多民族作家丰富生动的文
学现场，是推动新时代广西文学
不断开拓新境界、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岜莱
诗会”的成长和发展，体现了媒
体和媒体人的文化担当和文学情
怀。今天，创意写作中心有幸挂
牌“岜莱诗会创作基地”，必将更
好地服务作家读者，助力新时代广
西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容本镇（广西写作学会名誉会
长、广西民族大学创意写作中心主
任）：五年前，广西民族报社组织创
办的“岜莱诗会”，以一种清新的气
息和不同凡响的姿态，正式亮相广
西诗坛。“岜莱诗会”一开始就吸
引、汇聚和团结了一大批来自各个
民族的诗人和作家，成为广西最活
跃、最富朝气与活力的多民族诗歌
平台之一。三年前，我曾在 《广西
日报》 发表过一篇评论，题目是

《激情燃烧的诗歌盛会》。我在评论
中说：“经过近两年发展，岜莱诗会
已成为广西诗歌创作、交流和展示
的重要平台，并逐渐成为窥探广西
诗歌生态的一块标志性文学高地。”
经过连续五年的倾力打造和蓬勃发
展，“岜莱诗会”已然成为广西诗坛
一个独具特色、异彩纷呈的响亮品
牌，成为各民族诗人展示才华、纵
情歌唱的诗歌大舞台。“岜莱诗会”
不仅为繁荣发展民族文学和民族文
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

团结进步发挥出了独特的作用。举办
“岜莱诗会”创办五周年交流会，回
顾“岜莱诗会”走过的历程，总结探
讨经验得失，展望和规划未来，对于
进一步推动“岜莱诗会”的发展和八
桂诗歌创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值此“岜莱诗会”创办五周年之
际，广西民族报社在广西民族大学设
立“岜莱诗会创作基地”，是优势互
补、强强联合、携手共进的一项重要
举措，将有利于整合诗歌创作和批评
力量，不断壮大“岜莱诗会”诗人队
伍和阵容，同时也有利于广西民族大
学文学创作人才培养和“相思湖作家
群”建设与发展。

牙韩彰 广西文联原党组成员、
副主席，广西民族大学创意写作中
心导师）：五年来，“岜莱诗会”为
广西的诗坛，甚至广西文学艺术界
构建了一个新的园地、新的平台，
凝聚了广西众多诗歌爱好者和诗
人，进一步扩大了广西诗歌的影响
力。特别是“岜莱诗会”的编辑很

尊重作者，从来不乱改我们投稿的
作品，这一点非常好。

黄佩华（广西民族大学艺术学
院党委原书记）：五年来，“岜莱诗
会”立足广西本土，刊发了大量的
优秀诗歌作品，在广西民族报的不
断努力下，“岜莱诗会”这一品牌越
来越响亮。下一步，“岜莱诗会”还
要继续重视主题策划，让这一诗歌
品牌越走越远。

凡一平（广西文联副主席、广
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副主
任）：“岜莱诗会”一直致力于推动
广西民族文学的发展，为广西各民
族诗人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已经
成为广西文学的一张闪亮名片，为
广西文学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了
新的力量。 （未完待续）

5 月 7 日，由广西写作学会、广
西民族报社、广西民族出版社主
办，广西民族大学创意写作中心、
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承办的“岜莱
诗会”创办五周年交流会暨 《大地
之眼》 阅读分享会在广西民族大学
图书馆举办。广西文联主席、广西
作家协会主席东西作书面致辞，广
西写作学会名誉会长、广西民族大
学创意写作中心主任容本镇出席会
议并致辞。广西文联原副主席、广
西民族大学创意写作中心导师牙韩
彰，广西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党委原
书记黄佩华，广西文联副主席、广
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副主
任凡一平，以及广西写作学会、广
西民族报社、广西民族出版社，广
西民族大学图书馆、文学院、创意
写作中心、广西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嘉宾等参加会
议。广西民族大学创意写作中心副
主任陈爱中主持会议。

东西在书面致辞中说，多年

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推
动下，广西实施签约作家制、项目
扶持制等举措，持续培养文学人
才、推动精品创作，营造了良好的
文学生态。“岜莱诗会”已走过五
年，形成了行业报刊副刊的品牌和
影响力，成为广西诗歌的前沿阵地
和多民族作家丰富生动的文学现
场，是推动新时代广西文学不断开
拓新境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不可
或缺的重要力量，体现了媒体和媒
体人的文化担当和文学情怀。《大地
之眼》 是一部钟情于水、专注于
泉，专攻于文化、历史和哲学的优
秀散文集，以泉切入文化，是深入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学呈现；
阐释泉的地理样貌和生态佳境，赋
予历史厚重和哲理性思考，唤醒绿
色文明理念，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文学呈现；既写泉潭
之美，又写泉边与民族文化相关的
人和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文学呈现；以纯粹的文人笔调

书写意境化的情境，有深度、有厚
度，充分彰显了作者驾驭文字的功
底和才情。

容本镇在致辞中高度认可了
“岜莱诗会”五年来的工作成效，并
表示，“岜莱诗会”一开始就吸引、
汇聚和团结了一大批来自各个民族
的诗人和作家，成为广西最活跃、
最富朝气与活力的多民族诗歌平台
之一。“岜莱诗会”不仅为发展繁荣
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事业做出了重
要贡献，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发挥出
了独特的作用。同时，他认为，《大
地之眼》 是一部题材独特、视角新
颖、诗意浓郁、思考深邃的优秀散
文作品。披阅书卷，既有品读的轻
松和审美的愉悦，又有凝重的思考
和深刻的启示。

会议中，与会领导、嘉宾围绕
“岜莱诗会”及散文集 《大地之眼》
讨论交流，畅所欲言，一致认为，

“岜莱诗会”是广西文学不可或缺的

重要阵地，期待“岜莱诗会”的明
天越来越精彩，同时对 《大地之
眼》的出版表达了祝福。

会上，《大地之眼》一书作者又
见分享了创作经验和体会。他谈到

《大地之眼》中的散文都有一个明显
的特点，即从山水地理的角度，去
把握有关的人和事，特别是有关民
族、历史文化，进而思考到文学艺
术、处世哲学等等。他分享了自己
创作的两个深刻体会，即空灵缥缈
的场景再现和意境塑造，和以文人
笔调进行不紧不慢的叙述，努力让
每一篇文字都纯粹而透亮。散文要
有光，光就是散文的境界。散文除
了文字的表达和文学性叙述，更应
当注重文字背后的深层次情感表达
和哲理性思考。

广西民族报社相关负责人介绍
了“岜莱诗会”创办及发展概况。
五年来，坚持每个月用一个整版刊
登原创诗歌作品，集中打造多民族

诗歌展示新平台，累计推出“岜莱
诗会”100 期以上、诗歌超过 1000
首。推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湘江
战役 85 周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等重大主题专版，推出了吉狄
马加、杨克、林莽、安琪等全国著
名诗人的作品，推出了中国八大诗
歌期刊主编的作品，几乎涵盖了广
西所有的实力诗人，涵盖了 56 个民
族中大部分的民族。常态化评选

“岜莱诗会”年度诗人和年度诗评
家，形成广西文坛的“岜莱诗会”
现象。

会上，容本镇、韦秀观共同为
“岜莱诗会创作基地”揭牌。

活动最后，广西民族报社、广
西民族出版社向广西民族大学图书
馆、文学院、文学影视创作中心、
创意写作中心赠送 《广西民族报
社》年度合订本、“岜莱诗会”作品
精选集《壮美家园》、散文集《大地
之眼》等图书。

“岜莱诗会”创办五周年交流会暨《大地之眼》阅读分享会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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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揭牌现场。

——“岜莱诗会”创办五周年交流会暨《大地之眼》阅读分享会在邕举办

东西：“岜莱诗会”是多民族
作 家 丰 富 生 动 的 文 学 现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