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5月31日

责任编辑：李道芝6 广西民族报岜 莱 评 谭

1

当我思考了很久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岜莱诗会”诞生满五年的最后一周已经来到。

五年前的 2019年 5月，“岜莱诗会”仿佛
一块小石子，被丢进了“岜莱”——花山脚下
的明江，平静之中突然激荡的水波顿时有力地
涌动着，扩散着，四处飞动起来的水花绚烂了
明江两岸的青青翠竹和轻风摇曳的玉米地，

“那一片片/开始冒出新芽的玉米地/就像祖先慈
祥的抚摸/让大地再次青春勃发。”（牙韩彰

《又见花山》） 这块不大不小的石子就这样把
广西诗坛的一江春水搅得洪波涌起。于是，关
于“岜莱诗会”，我们就有了很多话要说，也
有了很多话可以说。

2019 年 5 月，《广西民族报》 副刊开辟
“岜莱诗会”专栏，每月推出 1期诗歌专版，
刊发十多位诗人近二十首原创诗歌作品，持续
至今，已有五个年头，专版已近100期、诗歌
超过了1000首。

以五年的长时间坚持，以如此庞大的集束
式展示，再加上拉动整个诗坛乃至文学界的活
动力度广度，这一切自然引起诗坛内外的极大
关注。

“‘岜莱诗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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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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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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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本镇）

“‘岜莱诗会’立足广西本土，刊发了大
量的诗歌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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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佩华）
“‘岜莱诗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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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平）

“‘岜莱诗会’……成为广西诗歌创作、
交流和展示的重要平台，成为广西诗歌的基本
生态和标志性高地，在广西诗坛掀起巨大反
响，也成为中国诗坛的一个客观存在。”（黄
鹏）

而石才夫先生对“岜莱诗会”的关心支持
和重视，更多体现在主动给“岜莱诗会”专版
提供作品并参加诗会的各项活动上。

我们仔细研读上述的各家说法，“前沿阵
地”“文学现场”“重要力量”“诗歌平台”“闪
亮名片”“客观存在”“巨大反响”“标志性高
地”等等，这么多的高位要词，都是送给“岜
莱诗会”的经典金句，它们无疑包含了“岜莱
诗会”的性质、地位、作用、功能、样貌、影
响等诸多的规定性内容。有了这么多名人名言
定调，其他人似乎也无需再多说什么了。因
此，我在这里也只不过提供一些佐证材料而
已。我认为，“岜莱诗会”五年成绩斐然并迅
速获得众人青睐，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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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精确。定位就是定向，就是目标。目
标方向定对了，路子自然走得顺，走得快。

“岜莱诗会”一诞生，即定下了精确的办会方
向——“立足当下现实、保持生活在场、诗意
呈现时代”；明确了开放性的选稿用稿原则
——“主旋律、正能量、多元化、包容性”；

锚定了努力使“岜莱诗会”成为新时代人民生
活的诗意表达，与社会发展节奏相合拍的前进
目标。

由于“岜莱诗会”的鲜明办会方向和多元
包容的选稿用稿原则，再加上具体操盘手的积
极主动和宽怀大度，专版迅即产生强大的吸附
力和感召力，从吸引广西全区活跃在诗歌一线
的诗人开始，接着唤醒了众多已经沉潜停笔、
告别诗坛的诗人，再后来引起了全国诗坛关注
和诸多著名诗人的积极参与。

这五年，可以说，广西几乎所有的诗人都
在“岜莱诗会”专版上亮过相，有些还是经常
性出现，同时还有一批全国各地的知名诗人，
如：吉狄马加、杨克、李发模、车延高、胡
弦、海男、林莽、商震、龚学敏、安琪、李
浩、谭五昌、熊焱、李云、娜仁琪琪格、赵晓
梦、黄玲君、荣光启、霍竹山、马萧萧、田
耘、冯桢炯、张作梗、李浔、李犁、罗鹿鸣、
马文秀、刘向东、刘川、彭惊宇、安海茵、段
爱松、包倬、唐成茂等。与此同时，“岜莱诗
会”还与全国几大名刊 《星星》《扬子江诗
刊》《诗歌月刊》《诗选刊》《诗潮》《绿风》

《诗林》《草堂》《边疆文学》等展开良好的沟
通交流，迅速形成立足广西、面向全国的诗歌
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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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频共振，始终保持在场。创作与
活动相得益彰、双向奔赴。

“岜莱诗会”的一大特色就是善于策划主
题创作和研讨活动。五年来，在党和国家关键
节点、重大活动和重要节日，总是迅速到位，
从不缺席，如围绕建党百年和党史学习教育主
题，分别推出“百年初心”歌词和诗歌专版；
围绕脱贫攻坚战，推出“一个民族不能少”专
版；每年“七一”期间，推出“诗歌献给党”
专版；每年国庆期间，推出“祖国啊，亲爱的
祖国”专版；2021年集中学习宣传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精神期间，推出“我们共有的精神家
园”8 个版面的专刊；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期
间，推出多民族“一起向未来”专版。同时，
还针对特殊时期，推出悼念袁隆平、悼念黄文
秀、支援武汉抗击疫情等主题网络诗歌专题和
纸媒专版，等等，以集体大合唱的形式唱响了
时代主旋律。

以 2020 年初的“诗歌助力，同心抗疫”
专题为例，这是全国最早以诗文参加抗击疫情
的一批主流报刊之一，由当代广西杂志社和广
西民族报社联合举办，自1月28日起至3月14
日结束，总共发出十一辑共 119名作者 139首
诗歌，涵盖了各个年龄层次和多个民族的诗
人，是广西诗歌队伍的一次集中大亮相，而不
少沉潜多年的诗人就是因为这次活动再次回归
诗坛的，一些年轻的作者也在该专辑刊发作品
后激发出旺盛的创作，诗名越来越响。该专辑
还得到了中宣部通报表扬。

而着重组织“回归诗人专辑”“广西女诗
人专辑”“广西高校诗人专辑”“柳州采风专
辑”“高校诗人专辑”“重阳节专辑”“贵港采
风专辑”“河池采风专版”“崇左采风专版”

“平陆运河采风专辑”以及歌词专版、古体诗
专版、山歌专版等，更体现出“岜莱诗会”

“诗意呈现时代”的多元、包容、宽广以及时
刻在场的鲜明个性。

“这些诗歌情绪饱满、真诚激越、感染力
强，吹响了时代号角，是另一种动听的声音，
展现了文学与时代、与生活的密切关系。”（陈
代云《一个值得广西诗歌记住的名字：“岜莱
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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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高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旗
帜。“岜莱诗会”的“岜莱”是壮语读音，汉
语乃“有花纹的山”或者“有画的山”之意。
被统称为左江花山岩画的地方，集中分布在
105 公里的左江两岸，分属宁明、龙州、江
州、扶绥三县区，其中以宁明县明江岸边的巨
大山崖岩画最为典型。在数千个赭红色的人群
和动物图案中，人物首领腰挎环首长刀，众卒
簇拥欢呼，铜鼓乐声震天，人们如痴如狂，犬
马腾跃咆哮；又仿佛设案江滨，阴风迷雾，巫
师念念有词，部落上下祭祀先人与神灵。时过
两千多年，仍然色彩斑斓如新，如今但凡经过
此地的文人墨客，无不诗情勃发、文思泉涌。

“穿过生命之河/便能来到此地/此地/有祖
先们的积聚/有圣地的神奇和诱惑/我的祖先/跨
越千里明江/以相同的姿势/一致向我传达/两千
年前，某次/凯旋的盛宴，或病痛的祈祷/祖先
和祖先的祖先们/纷纷入场/双臂屈肘上举/双腿
屈膝朝下/这深刻的含义/仿佛/梦断故国山川，
古今几人曾会？”（牙韩彰《花山蛙鸣·迷惑的
鼾声》）岜莱——花山，就这样成为了壮族的
文化圣地。“这些带有鲜明民族地域特性的审
美标识以及‘精神原乡’，已深深烙在一代代

‘岜莱’儿女身上，如今在诗人的世界里重
返，并不断被激活和追怀。”（黄浩云《用诗歌
致敬崇高》）于是，多民族的诗人们，集结在

“岜莱诗会”的旗帜下，向着花山圣地、向着
神圣的诗坛进发。“我看见一群马背上的猎户/
在古朴的画卷里进进出出/或卸甲归田引渠种
稻/或手持天琴、边舞边唱/嘹亮的歌声直入云
霄/那摘星的少年/又出发了。”（又见《花山壁
画前》）

基于此，“岜莱诗会”五年始终钟情于民
族诗歌的弘扬和创新。2020年7月在覃塘举办
广西多民族作家采风活动暨“岜莱诗会”与广
西诗歌发展座谈会；同年 10月组织广西 10位
各民族诗人与贵州诗人协会在毕节联合开展助
力脱贫攻坚采风活动；2022 年举办迎新春

“那诗会”暨多民族文学创作促进座谈会等，
通过组织多民族作家诗人诗歌创作活动，共同
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强音。
据不完全统计，“岜莱诗会”先后推出汉、
壮、蒙古、回、藏、瑶、苗、彝、布依、满、
侗、白、土家、哈萨克、仫佬、毛南、仡佬、
普米等多民族诗人诗作就达600多首，占到了
全部作品的近一半。“特别是2021年‘我们共
有的精神家园专刊’，来自区内外的多民族诗
人集体发声，用诗歌凝聚力量、致敬崇高，唱
响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嘹亮的主旋
律。”（黄鹏《让广西诗歌的星空更加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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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品支撑“岜莱诗会”大厦。习近平总
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
讲话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
看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
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那么，我
们衡量“岜莱诗会”五年成果，就应该拿作品
来说话。可以说，“岜莱诗会”五年的诗歌作
品是立得住的，作品题材广泛覆盖，表现技巧
求变求新，思想认识洞察幽微，多数作品都达
到了一定的质量和水准，而给人印象特别深刻
的，至少有以下这些 （按作者姓氏的拼音排
序）：安乔子《旷野上的母亲》，白来勤《在八
桂，品味新乡村》，陈代云《清明》，陈宁《今
夜无眠》，大朵《新雨后》，大雁《空马》，湖
南锈才《词语落在伞上，是清澈的水》，费城

《春山空》《六月》，虎牙《虚度》，何述强《与

你相望》，黄土路《那突然到来的光改变了什
么》，黄秉战 《美丽南方》，黄鹏 《冬至书》

《红树林》，吉狄马加 《兹兹普乌》，蒋淑玉
《秋天的岸边》，刘春 《黄姚三日 （节选）》，
刘频《广西，一望无际的甘蔗林》，梁洪《今
天突然想起一个消失了的名字》，陆辉艳《最
好的风景》，陆双凌《用眼神聆听往事》，李云
华 《父亲》，盘妙彬 《比风走得更远》《小城
老》，庞白《致大海兼讲故事》，普缘阁《在前
进村做一株稻子》，牛依河《不是童话》，琼柳

《唯有乡情不可辜负》，丘文桥《对一颗玉米的
命名》，邱烜《绣在壮锦上的广西》，荣斌《遇
见黄姚》，蓉蓉 《云朵跌落的地方》，石才夫

《我写下的每个字都是星火》《悬崖之上》《一
种草木》，石朝雄《黑白冬至》，王金鹏《油菜
花》，王彤羽《簕山古渔村》，田湘《一种叫灵
魂的东西居住在这里》，韦汉权 《共同的米
粒》，晨田《春雷》，韦佐《大雾里想到流动的
名字》，谢夷珊 《河流的母亲》，熊焱 《白云
赋》，徐威 《随想篇》，雅北 《慢城，慢生
活》，杨辉《秋天的新娘》《十二月，带一首诗
抵达》，杨克 《我的中国》，又见 《花山壁画
前》，朱山坡《小雪去后》等等。这些作品完
全可以进入国内优秀诗歌的行列，其思想性、
艺术性、创新性都值得反复回味和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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岜莱诗会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黄鹏先
生在岜莱诗会两周年的综述文章中认为，“岜
莱诗会”刊发的诗歌作品，部分也存在着当
下中国诗歌发展的共性问题，如作品品质不
够高，诗歌语言创新有待提升和突破，以及
同质化和小情小调等。这次为了写作这篇文
章，我把五年来“岜莱诗会”近一百个专版
的所有一千多首诗歌作品认真看了一遍，总
的感觉，一些共性的问题或难题仍需广大诗
人共同努力克服。我只补充强调一点，写作
手法创新，表达技巧独特，组词造句另类，
让人眼睛突然一亮或心头怦然一惊的作品确
实太少。看看壮族诗人黄秉战的这首《美丽南
方》：南是北部湾。向北很多山/太阳是东方红
的太阳/明月是皎洁的边关明月/鸟瞰这片大地
你要务实/风是风，雨就是雨/大地谈论五谷要
说粮仓/提到甘蔗这类甜蜜的事物/要强调海一
样广袤……

这就是让我的眼睛突然一亮接着心头怦然
一惊的一首诗作。它的词语和句式我们都认
识，甚至很熟悉，但是它的组合方式和表现手
法以及由此蕴含的独特诗意，却是极为少见
的。极为少见就有了独特的水准，因此，它获
得了“石榴籽·向未来”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征
文活动一等奖，并刊载在 2023年 12月的“岜
莱诗会”上。这个主题征文活动由当代广西杂
志社、广西作家协会、广西民族出版社、广西
民族报社、《广西文学》编辑部联合举办，它
在“岜莱诗会”五周年发展历程中，乃至“文
学桂军”进军文学事业的征途中，是进入史书
的一次重要征文活动。如果在这一千多首诗歌
里，再有两三百首至少达到《美丽南方》水准
的作品，那我今天说的这些话，声音的分贝就
会提高很多。期盼下一个五年，这样的局面汹
涌澎湃着来到我们面前。

【作者简介】 牙韩彰，壮族，广西凤山县
人，编审，中国作协会员，曾任当代广西杂志
社社长、总编辑，广西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等。出版散文集《屈指家山》、长篇小说《夕
照苍茫》（合著）、新闻作品集 《纪实与思
考》。有散文、诗歌作品在《人民日报》《新华
文摘》《民族文学》《散文选刊》《诗刊》《星
星》等发表。

□ 牙韩彰（壮族）

给平静的水面丢了一块石子给平静的水面丢了一块石子
——“岜莱诗会”五周年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