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岜莱诗会”迎来了创办五周年
的重要节点。这一年，“岜莱诗会”继续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耕多
民族诗人的创作和他们的作品，关注文学桂
军的诗歌创作成果的同时也注重合纵连横、
不吝版面给予低年龄初学者、未成名的作
者、区外诗人，在主题策划、作者群体、诗
歌表达上均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创新性。
全年 12 期作品既延续了往年的专题策划传
统，又在“多民族家庭成员同台写诗”“青年
诗人”“区外诗人写广西”以及“广西标识”
等集体展示中开辟了新路径，展现出“岜莱
诗会”对广西诗歌版图的囊括力和对于多民
族诗人创作的包容性，多元共生与诗意的超
场域书写必定将“岜莱诗会”这一品牌推向
更高层次。

从节庆主题抒情到文化深描

2024年的“岜莱诗会”以时间为轴，延
续了“贺新年”“清明”“三月三”“妇女节”

“岜莱诗会”年度获奖诗人作品展和广西花山
诗会采风作品展等传统主题，同时强化了“多
民族家庭同台”“区外诗人写广西”和“广西
标识”等专题策划，关注到“年度岜莱诗人”

“相思湖诗群”和“南楼丹霞文学社”的集体
展示，形成节庆叙事与文化深描的双重张力。

贺新年专辑：民族共情与时代隐喻。2024
年首期“岜莱诗会”，14位广西诗人以“新年贺
词”“广西文化符号”等主题围绕“春之声”进
行创作。岜莱诗人积极响应，奋楫扬帆，聚焦新
年愿景与民族融合，书写了新时代缤纷多彩的广
西画卷。壮族诗人石才夫的《一种草木》以家乡
的“甘蔗”为意象，勾连“内心充满甜蜜的向
往”与“无数的美好，正陆续抵达”，在朴素语
言中传递出“我把一块甘蔗地的茂盛都写下”背
后的文化温度。刘频同样以甘蔗为意象写下的

《广西，一望无际的甘蔗林》则以“八桂田野上
一张广角镜头的合影”为切入点，将“强韧”

“甜蜜”的过程与广西特定文化中“落到心海里
的那一滴/是我久久不肯抹去的热泪”的隐喻结
合；此外，同样写“甜蜜诗意”的牛依河《甘蔗
甜》、桐雨《当春风拂过甘蔗林》、安乔子《甘蔗
林》等都以“甘蔗”作为精神载体。这些作品无
不通过对于日常生活意象的书写来展现诗人对于
美好、甜蜜的诗意寄托。

与往年相比，本期更注重通过多民族共有
的叙事折射出来的情感结构。诗人云渡 （庞
白）、陈爱中、羽微微、谢夷珊等也一同贡献
了佳作，“不远不近/包融又互不干扰”（云渡

《暖冬》），“唱出了高山上的明月/也唱出了村
落旁的小河”（羽微微《甜山歌》），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这些不同场域的抒情，呈现在“心
底最柔软的地方”（陈爱中《一意向海》），这
些作品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诗意共情，同时也是
对时代的描摹与颂扬。

“思”专题：生态意识与历史回响。四
月，在朝阳与余晖的交替中，清明和谷雨转瞬
即逝。这期“岜莱诗会”推出三位在区外工作
的广西诗人，以诗歌致敬平凡生活为主题，版
面大气、形式高上，刊发了诗人作品共 16
首。他们的诗歌，主要写亲人、故乡、家园以
及自身的遭遇境况，笔触深入大地，具有旺盛
的生命活力，让人相信在各自不同的世界中依
然能找到诗意的栖居。

温雄珍的诗歌抒情老练、技巧沉稳，娓娓
道来间又着意从日常普通场景里采撷生活的亮
色，既有对自然生态的凝视，也有对历史创伤

的反思。她在《寄语》《复活》等作品里，展
现出通过跨跃叠替的意象来填充时间重量与和
解智慧，通过现实与诗情的对比与叙事的重
构，完成了跨越生命阶段的自我救赎。仫佬族
诗人刘美广（四把伶）的《时光谣》以底层视
角重构“那个驼背的人”的魔幻现实，隐喻城
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断裂。他的《喊南宁》

《故乡》等作品更是有城市与乡村相呼应，时
间与诗情并置，直白且气度非凡。游学海外的
姚素青在组诗《两个我》里“光与影，侧映着
生活/让人觉得仿佛来回踱步”，而“两个我，
栖居于同一躯体/属于故乡的灵魂/游走在时光
轻重间”，意象简明，更多的是内心的不休止
地叩问，一个我异化成不同场域的“两个
我”，将生态与时空的突破，转向对“生命的
骨架，也是人世间/悬于空中的锐器”打磨。

女性视角对民族文化与生命经验的表
达。为庆祝第 114 个“三八”国际妇女节，
三月的“岜莱诗会”特邀广西 14位女诗人，
以诗歌之名共赴春天之约，为节日献礼。这
期作品突出女诗人的主体性，也兼及 14个地
级市的地域性，让读者感受到每位女性都如
春天绚丽的花朵，生命不息、爱与希望永
驻。女诗人从生育、家族、情感等维度切
入，展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变迁，不少
作品或以民族文化符号为底色，赋予其当代
解读；又或者将少数民族的“创世母题”转
化为女性自我觉醒的隐喻，更多的是以现代
视觉的形式重构传统诗歌，着重女性视角对
民族文化与生命经验的表达。

陆辉艳的诗歌常以细腻的日常观察切入深
刻的生命哲思，她在《相对》里“我们抽象又
具体地爱着尘世”，“光阴的相对论”通过具象
场景探讨存在主义的“相对性”。例如列车与
站台、森林与砂砾的张力，达到在多重视角中
的平衡。明素盘在《一天和一世的爱情都是无
边无际》里暗示对爱情时间维度的探索，“没
有穷尽的孤独是一个伤口”采用抒情与叙事交
织的手法，构建时空的延展性，呼应“无边无
际”的主题。赵梧桐的《月下》则展现了女性
柔美，以“月下”场景为载体，呈现仲秋月下
的静谧之美，语言偏向空灵，注重画面感，并
通过声音、镜像描写增强意境的多维性。还有
如林虹的《允许偏离一会》、卢鑫婕的《乌桕
女孩》、许桂林的《掏》等作品以思辨性语言
探索女性哲思，借爱情主题升华民族情感，营
造女性视界共融的诗意空间。

“广西标识”展示地域符号的诗意重构。

2024 年新增的“广西标识”专题 （如三月

篇、九月篇、十二月篇） 是年度亮点，树立

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

族形象，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心灵

深处。三月篇 14位区外诗人、九月篇 11位广

西诗人、十二月篇推出 12位河池南楼丹霞文

学社成员作品写广西标识，以“中华民族共

同体·广西标识”为核心，集中呈现广西自然

景观与人文符号的诗意转化，将地理空间转

化为文化记忆的容器，既是对广西多民族文

化的深情书写，亦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诗意诠释。

三个专辑以“广西标识”为主题，强调对

广西多民族文化遗产、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

挖掘。如丘文桥的《千寻，兼记金滩京族》聚

焦京族海洋文化，陈振波的《流淌在黄姚的时

光里》书写古镇历史，费城的《大化雅楼》呈

现瑶族建筑美学，周统宽的《在窖埠古镇遇见

你》则融入柳州码头文化，均以具体地域符号

为载体，展现广西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诗歌

普遍采用“在地化”意象，如金滩的渔船、黄
姚的青石板、大化的吊脚楼、窖埠的码头等，
赋予其象征意义，既保留民族文化底色，又融
入现代诗的语言张力。十二月篇中费城在《青
秀山》中通过“苏铁”“钟声”等意象连接自
然与信仰，体现时空交错的哲思。个人叙事与
集体记忆的缝合，诗作多以个体体验切入，将
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集体记忆，周统宽《在窖
埠古镇遇见你》以邂逅场景隐喻历史与现代的
对话，既传递个体乡愁，又暗含对工业文明与
传统文化的反思。仫佬族诗人桐雨的 《董枯
噣》与韦昌华的《内心之鼓》则分别从手工艺
与民俗节庆切入，展现“靛蓝裙摆”与“铜
鼓”如何成为民族认同的视觉符号。除了现有
的“广西标识”外，诗人们也同样把笔触伸向
新的标识，平陆运河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水
道，更是一条承载民族记忆、文学想象与经济
腾飞的“文化长河”。如李海光在《智慧平陆
运河》赋予了“运行在网络里”的智慧标识。
这三期“广西标识”通过“符号考古”与“现
代重构”，使“广西性”从地理标签升华为文
化诗学，共同构成一幅立体的广西文化图谱，
彰显了“岜莱诗会”在民族文学创作中的引领
性与创新性。

创作群体的新老交融与跨界对话

2024年“岜莱诗会”在作者阵容上呈现
出“青年诗人崛起”“多民族家庭同台”“区外
诗人介入”三大重要特征，打破了以往以本土
成熟诗人为主的格局。

青年诗人：新面孔与实验性书写。诗会全
年推出40余位90后、00后诗人作品，占比较
大。6月推出“毕业季”专辑，共有 7所高校
14 位毕业生诗作。这个策划也是“岜莱诗
会”的一个创新，河池学院学生莫琳、许镇吉
等人的诗作以校园生活为底色。如莫琳的《我
们要像大树一样张开双臂》用“大树接住风带
来的任何东西”隐喻人生哲思的碎片化，语言
轻盈且充满诗意。在苏州读大学的刘夏秋冬

《育儿书系列》 则以“3-6岁”的童年记忆为
切口，通过“小红花贴纸”与“褪色墙壁”的
意象，探讨规训与自由的悖论，展现青年诗人
对微观叙事的掌控力。

血缘与文化的双重共振彰显多民族家庭
诗意抒怀。2024 年首次推出“以诗歌同台”
家庭创作专辑，邀请壮、瑶、苗、侗等多民
族家庭共同参与其中，不少夫妻、父子、母
女等同为诗人，成为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线。推出 7组家庭的诗歌作品，从形式到内
容均令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刘春、黄
芳、陆辉艳、三个A、桐雨等这些诗人在创
作上作为个体相当成熟，他们一起同台的家
庭成员也同样奉献出优秀诗作。此类创作不
仅展现多民族家庭的文化基因，更以“代际
对话”激活民族书写的当代性。

“区外诗人写广西”是他者视角与在地性
的碰撞。“岜莱诗会”首次大规模引入区外诗
人作品始于 2021年 （见当年“岜莱诗会”四
月篇），国内诗坛重要诗人大多数在“岜莱诗
会”先后亮相。他们的集体登陆当时还引发热
议，作为地方的行业报有此壮举实属难得，受
邀约的诗人均以自身较好的作品回报给广西民
族报的读者，一时成为“岜莱诗会”的重要亮
点。而与以往不同的是，2024年的七月篇的
主题是“广西区外诗人写广西”，王夫刚到广
西北流写下 《北流或曰少数的河》，慕白用

《秋至姑婆山》记录了“粤桂湘三界仙境”贺

州姑婆山，川籍女诗人敬丹樱“止步于黄姚古
镇的一丛灌木”写下《灰莉》，写黄姚的还有
回族诗人马文秀，“将黄姚的美与静私藏在青
春里/等待绽放出无数芬芳”，他们写花山、写
德天瀑布、写廉州湾、写巴马的山、漓江的
水、北部湾的海……将自然景观转化为时空交
错的史诗，用诗人锐利的敏感力重构“广西标
识”的体悟经验，这批作品通过“他者凝视”
与“在地体验”的碰撞，为“广西书写”注入
跨地域的抒情维度。

诗歌创作特色：形式实验与民
族美学的融合

2024年“岜莱诗会”在主题形式上积极
探索，绝大多数的作品既延续了民族抒情传
统，又融入现代创作技巧。“岜莱诗会”在组
稿专辑过程中提出的每一期的创意，诗人同时
呈现出来的作品又多数是意象密度高、叙事抒
情化、语言在地性的风格。

意象系统的民族性重构。“岜莱诗会”作
品中，诗人们善于将壮族铜鼓、瑶族靛蓝、
红水河、灵水、马援祠、壮乡梯田、侗族大
歌等民族符号转化为现代意象；诗人将民族
传统符号与现代生活场景并置，形成时空交
错的诗意空间。如凌丽的 《听薄月亮倾诉》
以“薄月亮”隐喻爱情，其“挂在树梢”“飞
回树梢”的意象链呼应；她的 《跳上屋顶的
月亮》 更是演绎了壮族神话中“月神分身护
佑人间”的传说。牛依河的 《侗歌》 则将

“侗族大歌”比拟为“天地之琴”，通过“短
小美妙的词”与“拉腔的人”的并置，实现
声音景观的诗意转化。

诗歌语言的在地性和跨文化实验。“岜莱
诗会”作品的语言实验体现为“在地性”与

“跨文化”的双向融合。一方面，诗人大量使
用壮语方言、地名及民俗词汇，如“嘹歌”

“蚂拐节”等等，强化文本的地方性认同；另
一方面，又融入超现实主义意象等技巧，形成
独特的跨文化张力。例如，唐允的《腹地》以
家电组合为结构，穿插日常生活的荒诞场景，
形成神秘与臆想中的形象对话。民族性是动态
的文化实践，唯有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
的对话中，诗歌才能真正成为民族的心跳。

叙事策略的碎片化与多声部。青年诗人更
倾向采用非线性叙事。刘夏秋冬的《秘密——
给姑妈》以“粉红色石膏小猪”为线索，通过
童年记忆的闪回与断裂，揭示“礼物”背后的
愧疚与疏离张力。韦莎的《独坐雨卜苗寨》则
以“谷仓的火”与“高楼的盛装”对比，用蒙
太奇手法拼接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此类叙事打
破单一视角，赋予诗歌更强的思辨性。

作为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诗歌现场，2024
年的“岜莱诗会”以五周年为里程碑，通过主
题深化、群体拓展与形式创新，构建了一个多
元共生的诗歌现场。一方面，以“多民族同
台”和“广西标识”强化地域文化的内部凝聚
力；另一方面，通过青年诗人的实验性与区外
诗人的跨域介入，推动广西诗歌从“地域书
写”向“超地域对话”延展。正如著名评论家
容本镇所言，“岜莱诗会”不仅是民族文学的
高地，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诗
学实践。未来，如何进一步激活民族符号的当
代阐释，为推动文学桂军的诗歌创作，推动

“岜莱诗会”品牌持续探索仍然值得文学界的
关注和期待。

（作者系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本报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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