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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本镇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为边疆民族地区进步做
出了积极贡献。依托该校文学与传媒学院建设
的广西文艺评论（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基地，基于
陆地文学馆内涵建设的需要，对桂西南文学展开
系列化研究与宣传推介，卓有成效。其中，新书

《对话桂西南文学》的出版，为广西乃至中国的文
化版图增加了新地标。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在出成果、出人才上可喜
可贺。2015年，自治区党委制定了《中共广西壮
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实
施意见》，提出要“设立广西文艺评论基地，打造自
治区级文艺评论学术平台”。2017年起，由广西
评协评审，经广西文联批准，至今已建立了9个广
西文艺评论基地。其中，广西文艺评论（广西民族
师范学院）基地于2023年6月挂牌，短短一年，该
基地就把自己历久经年对桂西南文学研究的成果
化为《对话西南文学》出版，颇具学术创造性和文
学意义，增强了文艺评论及研究的影响力。

《对话桂西南文学》是一部口述文学史，堪称
美丽南方的文学见证，其现场感、历史感与档案
性为广西当代文学研究增添了宝贵的学术文化
价值。新书以“对话”的形式，通过高校学者与访
谈对象平等交流，研究了 27位颇具影响的桂西
南籍作家。其中，最具价值的访谈内容当属扶绥
人陆地先生。众所周知，壮族作家陆地是广西现
当代文学的奠基人，他创作了壮族文学史第一部
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等系列颇具影响力的作
品。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广西壮族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自治区文联主席，中国作
家协会广西分会主席等职。2018年，本书的创
作团队——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桂西南文学研究团队，就向各方倡导建立“陆地
文学馆”，并以 6年之功、微小之力、“可贵的笨
功夫”、扎实耐心地逐一做起相关工作，其馆藏
重点收入了陆地文学资料，广泛收集了广西文
学（包括崇左文学）资料，辐射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资料。

我的确被他们的情怀深深感染，也曾义无
反顾地为之呼吁。2019年11月22日“陆地文学
馆”挂牌，为了推动并促成此事，我曾把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颁奖、“今日
批评家”论坛放到挂牌现场举行。我希望通过与
会的近 30名中国文学名家（比如时任中国作协
书记处书记的邱华栋、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南帆、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洱、著名作家林白等），

能把他们的法眼聚焦到崇左，进一步认识中国少
数民族文化，特别是广西当代文学的奠基人陆地
先生。

在那次活动中，邱华栋表达了自己受中国作
家协会书记处的委托，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向陆
地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对陆地文学馆的创建表
示衷心的祝贺！他表示，作为壮族著名作家，陆
地先生的作品在壮族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
义。陆地文学馆的创建，构建了广西文学新的图
景，在祖国南疆拓展中国文学地理版图，广西民
族师范学院多了一个重要的精神符号，崇左市多
了一份文化重量，同时也有助于发掘花山文脉，
传承民族经典，共建壮美广西，建设文明中国。

边关崇左建立陆地文学馆，功在当下，利在
千秋。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为此事付出、促成，功
德无量。陆地文学馆的确可以为壮美广西的文
化版图增添一个新的文化坐标。从红色延安走
出来的他——陆地先生，其实是一个具备了特别
丰富内涵的精神符号，因为他集革命性与传统
性、民间性与现代性于一身。革命性的红色基因
来自红色延安，作为鲁艺研究员，他亲听过《讲
话》前一天即 5月 22日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参与
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包括他在南宁土改工作队
副队长的生活体验与思考；他的传统性是必然
的，作为壮族的赤子，革命、民族情感与传统来自
壮族母血的养育和教育；民间性是他生长于美丽
的崇左乡土，在少儿生活时期形成的；而现代性
则是他受到后天学习和时代影响，以及自身的审
美天赋与现代视角形成的。传统性和现代性是
新中国第一代作家共有的，而民间性则是各有不
同，具有民间性才能继承传统性，也能丰富和发
展现代性。具有如此文化丰富性的陆地文学馆
的建成，无数后辈将在这里得到滋养激励，这无
疑是对革命先辈、文学先辈的致敬。

陆地文学馆坐落在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给
学校增添了一个文学符号，对崇左而言，也多了
一份文化分量，这是一个地标性的文化存在。而
且陆地文学馆的建立，将进一步推进广西民族文
化的经典化。在全区上下“建设壮美广西 共圆
复兴梦想”的今天，特别需要我们进行民族文化
的经典化，以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同时也更需
要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总而言之，建馆
和本书的出版都是广西文学经典化的成果，可喜
可贺！

（作者系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桂西南文学是广西文学地理的重要板块，
罗瑞宁等主编的《对话桂西南文学》，是广西文
学地理研究的创新性成果与重要收获。认真阅
读这部带有“口述文学史”性质的对话录，有几
点品读随感。

具有探索性、创新性意义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桂西南地区涌现出了一

大批成就卓著的多民族优秀作家。有的作家成
为广西当代文学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标志性
人物，如开创壮族长篇小说创作先河的壮族作
家陆地；有的作家在散文创作中卓尔不凡，成就
斐然，如冯艺、凌渡、农耘、岑献青、黄夏斯榕、严
风华等；有的作家在诗歌创作中少年成名，广受
瞩目，如壮族诗人黄神彪，其个人作品研讨会曾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有的作家虽然不是军
人，但创作的军旅作品却受到军人喜爱，如边境
诗人、散文家李甜芬；有的作家在小说、散文、纪
实文学等多文体创作中多有建树，如廖怀明、莫
裕斌等；有人兼具作家与学者双重身份，创作与
研究均取得丰硕成果，如农冠品、黎浩邦等。新
时代十多年来，桂西南地区一批思想敏锐、视野
开阔、有强烈时代感的中青年作家活跃在广西
文坛上，如黄鹏、钟日胜、赵先平、梁志玲、赵日
升、李宗文、周耒、孙如静、温柔一刀、黄其龙
等。然而，桂西南作家群作为一个文学群体形
象，一个标识性文学符号，整体面貌比较模糊，
辨识度不高，存在感不强，相较于桂西北作家群
（河池作家群）、天门关作家群（玉林作家群）、北
部湾作家群（北海、钦州、防城港作家群）等，桂

西南作家群的知名度、受关注度显然弱了很
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语境下，《对话桂西南
文学》的出版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正式
提出“桂西南文学”这一概念，是桂西南文学研
究的一个重要突破，是补缺广西区域性文学研
究的一项开创性工作；在文学地理学理论统摄
下，运用对话和访谈方式对桂西南文学进行梳
理、描述和总结，既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又有较强
的实践性、探索性意义；把桂西南文学放置在广
西文学版图，把桂西南作家群放置在文学桂军
的方阵中进行审视和研究，强调桂西南文学的
地域性、边疆性、民族性特点，凸显了桂西南文
学的独特性价值和意义。

具有较强的史料性和学术性价值
对话和访谈，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研究与批

评方式。相对于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对话和
访谈的形式更加自由灵活，更加轻松随意，更具
有现场感和亲近感。在《对话桂西南文学》一书
中，访谈人对每个访谈对象都精心设置了有针
对性和有一定深度的访谈提纲和话题，访谈者
和被访谈者真诚面对，坦诚交流，即使有不同的
观点和见解，也不刻意回避绕开，而是直接亮明
自己的真实想法。比如在岑献青访谈录中，访
谈者问道：“您在《裂纹》的后记中提到，出这本
集子，是为了圆一个‘家’的梦。……您回到生
命的原点回味生命的奥秘，能否说这是‘精神家
园的回归’？”岑献青说：“……恕我冒昧，这好
像不是我的本意呢。”岑献青接着对此进行了
阐释：“追寻‘精神和魂灵的归宿’，我以为应该

是一个探寻生命答案的过程。我曾经生活过的
那片土地上的人、物、景、民族习俗出现在笔下，
是故事的记录，也是我认知的记录，但我想那并
不是精神家园的‘回归’，而是为了更加遥远或
者更加向上的追寻。”岑献青在作品中所要表达
的是，这种追寻向着未知的远方，而且永远没有
尽头，追寻的全部意义都在过程中。表面上看，
访谈者和被访谈者对“家”的不同理解和认知，
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实际上却涉及对作家创
作意图、作品寓意与思想内涵的解读、判断和评
鉴，因此岑献青才如此在意地表达出自己的创
作初衷和本意。像这样带有探讨性的对话与交
流，是有一定思想深度和学术意义的。书中还
记录和揭示了对作家本人影响深远的一些人生
经历和文学福地，比如革命圣地延安和解放初
期南宁郊区之于陆地，广西多民族聚居的红土
地之于冯艺，北大和北京之于岑献青，等等。从
文学地理学理论的时空视野上看，这些都是分
析研究作家作品非常重要的时空领域和人生节
点。概而言之，内容的广博丰富，材料的真实详
尽，文风的朴实真诚，奠定了《对话桂西南文学》
的史料性、文献性和学术性价值。

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使命意识
近年来，罗瑞宁及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的一

批中青年学者，在文学研究与批评方面相当活
跃。他们热情关注文坛动态和文学创作现场，
积极评论、推介和宣传广西作家作品，尤其是崇
左市的作家作品。他们坚持不懈地倡导和推动
桂西南文学研究，积极参与和促进崇左市地域

文化建设与发展，努力打造和树立崇左市文化
形象，表现出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体现出
了作为新时代文艺评论家和文化学者的强烈的
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正是在广西民族师范学
院多年来对文学研究与批评的高度重视与大力
支持下，由罗瑞宁领衔的研究团队才有了坚强
的后盾和保障条件，才有足够的信心和底气完
成《对话桂西南文学》这一涉及面广泛、参与人
员众多、工作量巨大的访谈项目。此外，精心规
划和投资建设陆地文学馆，支持《广西民族师范
学院学报》开设“文学桂军点将台”栏目等，都充
分体现了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对繁荣发展广西文
学事业的重视与支持。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已成
为广西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一支重要力量。

期待进一步推进桂西南文学研究
《对话桂西南文学》是对广西文学地理研究

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桂西南文学研究的良好开
端。然而，《对话桂西南文学》所访谈的作家，仅
限于“桂西南文学”所定义的部分作家（即崇左市
或左江流域的部分作家），原南宁地区和右江、邕
江流域的许多作家尚未涉及，如韦其麟、韦一凡、
王云高、黄佩华、梁庭望、黄凤显、红波、蒙飞、李
宝靖、柯炽、石一宁、林万里、杨映川、陶丽群、石
朝雄等。希望继续拓展和推进桂西南文学研究，
不断推出系列性、标志性研究成果，持续扩大桂
西南文学研究的影响力，逐渐形成自己的科研特
色和优势，从而打造出地域性文学研究学术高
地，树立起桂西南地区的文化标识和品牌形象。

（作者系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

传承左江花山文脉，推介广西区域性民族创作，作为地方高校文
学研究团队——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桂西南文学研究
团队，多年深耕，颇有收获。其最近推出的研究成果——新书《对话
桂西南文学》的出版，具备了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文论构建意义。

桂西南文学集结的显著标志。作为地域性的现当代文学，桂西
南文学一直都存在。书中所访谈的许多作家比如冯艺、凌渡、严风
华、李甜芬、黄鹏等作家都在创作中，而且也都以家乡为荣。但是，
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各自为战，以独特英姿屹立在中国文坛，而不
是以地域作家群的形象出现。《对话桂西南文学》出版后，情况就不
同了。罗瑞宁、潘文锋和黄秀生等主编将现当代桂西南作家们整合
在一本书里，推介出去，从而使得桂西南文学创作主体由作家个人
转变为作家群体，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浮出水面，化作一个文学地
标，实现大众传播。于是，此时的桂西南文学与之前的桂西南文学
就不同了。作家们聚集在桂西南文学的旗帜下，组成了一支文学队
伍，异军突起，势不可当。我们仅是看书的目录，就会为桂西南文学
有这么多作家而感到惊讶和振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文学语
境里，作家群的作用和影响明显大于个体，创作特点更为突出，地域
色彩更为浓厚，文学地理更为清楚。在全国文坛上，省域文学队伍
风头正盛，各领风骚。在广西文坛上，市域文学队伍也是旗帜招展，
生机勃勃。人们可以惊讶地发现，全国各地都吹响了作家集结号，
努力打造文学队伍，树立地方文化形象，成为了一股强大的潮流。
在这个潮流中，随着《对话桂西南文学》的出版，桂西南作家群也顺
应而生，展示出强大的文学力量，为地方文化建设做出贡献。因此，
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就是把桂西南文学打包，推送社会，进入人们视
野的标志，就是桂西南地区文学走向兴盛的反映。

桂西南文学内涵建构的理论提升。首先是命名。它之所以不
叫“崇左文学”而称“桂西南文学”，是因为“崇左文学”会局限于市
域层次，“桂西南文学”则以“桂”字而把原本的市域文学提升到了
省域文学。在书中所访谈到的作家中，有不少虽然是崇左籍，但
生活在首府南宁。他们都是广西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和有影响的
作家，当然也是崇左文学的精英。所以，桂西南作家群实际上就
是“桂军”的西南支队。我们从这本书看到了“桂”的成分，感到了

“桂”的力量。
其次是对话。主编们有意把这本书编成像《歌德谈话录》那样

的“文学对话录”，以凸显对话的真诚与质朴、真实与平易，具有口述
历史的原汁原昧、生动活泼，可读性强的魅力。我觉得对话的内涵
还不止于此。从对话主体来看，书中的每一篇文字都是理论家与作
家的对话，是评论与创作的对话。这样的对话就更为专业、更为深
刻、更有针对性，提升了对话品质。这些理论家大多数是广西民族
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教师，他们在对话中彰显出较高的理论
水平和专业素养。再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它既是崇左理论家与崇
左籍作家的对话，也是崇左理论家与广西作家的对话，从而使对话
升华为省级水平。这个对话还延续到今天的开会现场，书中的主编
们、作家们和容本镇、张燕玲这些自治区级理论家在一起座谈，又是
一场跨地区的理论家对话。所以，《对话桂西南文学》对桂西南文学
内涵做出了理论提升，使其不再局限于崇左本土，而是以此为起点，
实现桂西南文学的新突破与新超越。

总而言之，《对话桂西南文学》的出版，是中国文论——文学桂
军理论构建的新拓展。

（作者系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

广西文学地理的新探索与新收获

□□张燕玲

广西文学经典化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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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对话桂西南文学》首发仪式在邕举行，以下是部分专家对该书的评论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