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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贵州省作家协会、贵州省诗歌学会为举办贵州省第四
届诗歌节而开展的“2022 年贵州诗歌巡展”，推送了 100
多位省内诗人的 1000 多首诗歌，呈现出近年来贵州诗歌
创作的整体风貌。这些诗歌的内容选择、情感表达和审美
特征各异，却有一种勃发而多彩的整体态势。诗人以人文
情怀去观照自身与他者，创造出有意味的、诗意栖居的精
神世界。

贵州诗人大部分来自乡村，即使后来定居在城市，也
依旧有着不可磨灭的乡村记忆。诗人把乡土情怀转化为诗
歌写作中的具体情境，是一种来自乡土文化的归属感。这
些乡土诗歌一方面是对贵州乡土文化的眷恋，同时也对当
下的生存问题进行思索。他们书写现代文明背景下贵州这
片土地的自然风光，有描写对自然生态变化的现实体验，
也有天人合一理念下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理想世界。

姚辉的诗歌贯穿着不少乡土诗意，《村庄》 里黎明和
炊烟的意象，蕴含着对生存的警觉、提示与超越，并在诗
与物中正视自我。写作者努力拉近、消弭自身与“万象”
的距离，切实参与其中，成就自我的诗意创造。

颜同林 《在邻村看戏》《山里人家》 的亲切乡土气息
扑面而来，既有人生的悲欢离合，也是对自我生命的凝
定。赵俊涛作品《阅读高原》将自然意象“石头”纳入其中，在
乡土高原中寻找精神依托,感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无论
是从真理中闪现出石头般朴素的光辉，还是石头与文字的
交互关系，都呈现出诗人在纷繁世界中的心灵感受。

祝会群 《失眠的庄稼》 意象鲜活，在怀旧中包含对现
代文明的反思。朱良德 《风在吹》 注重细节上的生动性，
在意象的运用上贴近生活本来形态，回到事物的原生之美
去发现生活的隐秘，用不可捉摸的风寄托了坚定前行的情
感。这方面较有特色的还有刘剑 《滇池的海鸥》、袁伟

《三颗刺梨》、蓦景 《春天不肯停下来》 及洪绍乾 《半面灯
塔半面雪山》 等。

在中国现代诗歌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人们不断阐释诗
歌的精神，恒定不变的是向真向善向美、追求自由和关怀
生命的精神。在每个时代，都能看到这种精神对社会稳定
发展的作用。诗人应该在善与美的真实中活着，抒写真善
美的情感。这些贵州诗人善于将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对真善
美的抒写深度交融，关注和反思社会现实，以此延伸到对
美好人性的呼唤和对光辉未来的展望。他们抒写友情、亲
情和爱情，在诗中透露出感悟生命的性之光和乐观向上的
人生态度，呈现出渴求真善美的丰富图景。

李俊 《长征·于都河》 带有透视历史的厚重感，礼赞
追求理想信仰的壮丽人生。洪绍乾 《水过山、过麻雀、过
李白》 能看到其开阔的视野和内心格局，超越了现实生活
对梦想的追寻。郑继国 《镜观其变》 用朴素的语言讲述镜
子在现实生活中的五种状态，书写真实的疼痛与感动。子
佩 《旷野里的秋菊》 充满爱的热烈，抒写命定相思的爱
情，包含着人生哲理。

追求诗美形式，是诗人必须具备的艺术精神。古典的
诗美体现在韵律、节奏、意象、意境，甚至是炼字炼句之
中，古典诗美应该得到很好的继承发扬。现代诗美从“音
乐美、建筑美、绘画美”到审美距离、审美心理、审美接
受等多彩纷呈。此次巡展的贵州诗歌，诗人在艺术探索上
对诗美形式的追求，既呼应着贵州历史文化的丰沛底蕴，
又积极联系着新时代的文化现实。

喻子涵 《暗花上的脚印》 看到一个人的本相，有刚强
的血性，也有万般柔和；有内心的强大，也有渺小不堪，
随心而去，跟宇宙万物和光同尘。徐必常 《一个夜》 将夜
晚分成初夜、半夜和深夜，传达对于生命本质的朴素看
法，能让读者的内心变得简单。袁伟 《铁轨穿过黄昏》 体
现了生活中的每一次发现和揭示，都是向事物本质的一次
靠近。刘剑 《深夜与一个柑橘相处》 以经验进入现场，以
灵动的笔墨展现诗意的事物。喻子涵 《许多年没刮大风
了》、李俊 《五色石》、赵俊涛 《在你的目光里深居简出
——致阿多雅》、子佩 《海底》 等，诗美表现也较为精致。

总体而言，贵州诗歌巡展收获丰硕，既有成熟稳定的
老、中年诗人的实力再现，又能看到新鲜血液的倾情注
入。青年诗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创作实力，表明贵州诗人的
梯队构成变得比以往更富有生机与活力。地域性的诗歌创
作，应将题材、视野等放大，才能有效地融入到中国当代
诗歌的宏大格局中去。贵州诗人有着坚持不懈的创作追
求，诗歌中的精神世界包含了对当下世界的深广思考，对
社会现实也有深入细致的关注和积极的担当，在全国诗坛
凸显出鲜明的贵州风格。贵州诗人经此检阅，定会更上一
层楼。未来可期，贵州诗歌创作的前景是广阔的。

精神世界的意味表达
——评 2022年贵州诗歌巡展

李玟

本报讯 （记者 左国辉） 近日，从新华出版社传来
好消息，《贵阳白云年鉴 （2021）》 入选“中华人民共和
国年鉴志鉴系列”特别推荐书目，这是贵州唯一入选的地
方年鉴，成为本次全国入选的5部年鉴志鉴之一。

据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志鉴系列”由新华出
版社依托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唯一综合性年鉴，该年鉴
的打造，旨在加强志鉴品牌整合出版传播，探索志鉴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径。《贵阳白云年鉴 （2021）》 由新华
出版社出版发行，大 16开，全彩印刷，设 《特载》《大事
记》《特辑》《区情概览》《名录》《统计资料》《文论选
载》《附录》《索引》 等 35个类目，全面、系统、翔实地
记载了 2020年度贵阳市白云区的自然、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发展状况，全面记录构建“产业新
城品质白云”的新举措、新成就，突出地方特色，是一部
高质量的地方综合年鉴。

《贵阳白云年鉴》 创刊于 2000年，由贵阳市白云区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贵阳白云年鉴》 编辑部编纂，
是国内公开发行的政府公报性、年度性、地方综合性、权
威性的资料工具书，截至 2022 年底已公开出版了 16 卷。
本次入选国家年鉴志鉴特别推荐书目的是 2021卷，标志
着我省地方志编纂工作达到一个新高度。

《贵阳白云年鉴》 入选
国家年鉴志鉴特别推荐书目

《江山如此多娇》 这部报告文学，
部分篇章在其以单篇形式发表时我已
读过，这部作品获鲁迅文学奖之后
我 又 重 读 了 一 遍 。 在 重 读 的 过 程
中，我再次感到这部作品的重要价值
是以良好的文学艺术形式书写时代的
大主题。

书写精准扶贫时代主题

报告文学中的“报告”二字，即
要求作者站在时代的前沿，以文学艺
术的形式，向党和人民汇报。因此，
报告文学与一般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它服务于时代的强烈政论性。
我国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取得一定成
效，精准扶贫工作实施后，脱贫攻坚
更是取得了重大进展。精准扶贫既是

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重点，也是新时期
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亮点，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欧阳黔森
的 《江山如此多娇》 就是对这一重大
时代主题的集中反映。《江山如此多
娇》 分五章，每一章都聚焦于精准扶
贫，《报得三春晖》描写了极度贫困区
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花繁叶茂》
展现精准扶贫如何使革命老区旧貌换
新颜；《看万山红遍》静观资源枯竭型
城市于脱贫攻坚中华丽蝶变；《悠然见
南山》 坐看精准施策下如何撕掉贫困
标签，创造新历史。《江山如此多娇》
对脱贫工作的细致描写，虽然地域不
同、人物不同、事件不同，但其描写
的主题是相同的——精准扶贫。作品
通过对精准扶贫过程的描写，反映了
时代的变化，传递了时代的强音，体
现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饱满的政治
热情，充分发挥了报告文学的政论性
作用。

典型案例反映时代脉搏

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曾说：
创作的新颖性，在于它的典型性。可
以说，典型性就是作家的徽章。报告
文学仍然是文学，是文学就需要坚定
事件、人物典型性的原则，因为没有
典型性就算不上文学。《包身工》《谁
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 等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报告
文学的典范，其重要之处就在于描写
了一个时代中一类人风貌品性的典
型。而欧阳黔森深谙此道，在全国上
下都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脱贫攻坚战

时，可选择的事件、人物很多，如果
没有很强的时代感悟力和辨别力，很
难选择出最能反映时代脉搏跳动的典
型案例。《江山如此多娇》选择的不是
一个案例，而是一组典型案例——乌
蒙山脉和武陵山脉连片贫困区域中的
毕节市赫章海雀村、遵义市播州花茂
村、遵义市正安红岩村、铜仁市万山
朱砂古镇、安顺市紫云沙坎村五个村
因精准扶贫改天换地的“贵州故事”。
在这场涉及千家万户的脱贫攻坚战中
发生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
事，作者能够在这许许多多的感人故
事中选择出这五个典型案例，体现了
其独具匠心的写作思路和以高超的写
作手法反映时代大主题的能力。

艺术手法凸显时代巨变

报告文学的创作除虚构和夸张外
的所有文学手法都可以使用。作者在
《江山如此多娇》中运用了很多文学艺
术手法，比较突出的有三种：一是鲜
明的对比。海雀村由于受喀斯特地貌
严重石漠化的影响，由一块地只能种
一棵包谷、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极度
贫困村，到截至 2016 年 222 户家庭都
住上砖混结构的黔西北特色新民居，
年人均占有粮食上升到了 395 公斤，
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花
茂村由“一个没有花，树也没见几
棵，道路泥泞不堪，民房陈旧杂乱，
真的有点不堪入目”的贫困村落，到

“一派生机勃勃，已是远近闻名的美丽
乡村，更是‘百姓富、生态美’”的
模范村。通过对前后巨大变化的描
写，有力地说明了精准扶贫给人民群

众带来的巨大实惠，彰显了报告文学
的社会影响力。

二是恰当的议论。报告文学允许
有议论，但必须恰到好处。《江山如此
多娇》 中的议论并不少，但都做到了
这一点，其中还有不少议论十分精
彩。比如 《报得三春晖》 中“一个伟
大的民族从不会缺失记忆，一个失去
苦难记忆的民族是失语的民族，而一
个失语的民族注定没有未来”；《花繁
叶茂》 中“真正的作家，就是要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写出‘沾泥
土、冒热气、带露珠’的文章”；以及
《看万山红遍》中“我想到人生可怕的
不是渺小，可怕的是你不知道自己渺
小”等，都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使作
品的寓意得以升华，揭示了事物发展
的规律，道出了人生的真谛。

三是重笔的渲染。《报得三春晖》
中“简直可以用‘震撼’两个字来形
容我的心情。说实话，我写作已经很
少用‘震撼’这个词了，我已年过半
百，轻易不会被什么震撼了，今天我
又用到‘震撼’这个词，我的激动程
度显而易见”，读到此处，自然而然地
受浓墨重彩之笔的影响，读者也会像
作者一样深受震撼；《江山如此多娇》
中“这山脊之美，用雄浑、壮丽仍然
说不尽它的美丽。在这动人心魄的时
刻，有两种感受交织在一起：一种是
万分的遗憾纠结于心……一种是由衷
地敬佩释然于胸”，这种重笔的渲染更
加增添了报告文学的感染力。此外，
在艺术构思、艺术想象等方面，也都
有不少精彩之处。

（作者系铜仁学院院长）

书写时代大主题
成就报告文学精品

——读 《江山如此多娇》 有感
侯长林

合奏黔山贵水 颂唱时代风流
——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大山节日》观后

扶燕

1月 5日，2022多彩贵州文化艺术
节闭幕式上演的 《大山节日》 民族管
弦乐音乐会，入列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2022—2023年度“时代交响”创作扶
持计划、获中国文学艺术基金青年文
艺创作扶持立项，是一部具有组曲性
质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音乐会由
贵州省民族乐团执演，实现贵州民族
音乐文化与多元音乐文化的完美融
合，让人耳目一新，听后余味悠长。

作品实现了艺术形式和表达内容
高度统一，思想性、艺术性、时代
性、民族性、地域性融于一体，主题
突出，结构完整，形式新颖。音乐会
以贵州民族音乐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
音乐文化为表现内容，在 《鼓·春
雷》《吃新》《红军灯》《秘之鼓藏》
《乐呵呵》《卯》《当歌》 7 个乐章之
中，以不同的表现形式突出“只有民
族的，才是世界的”主旨。7 个乐章
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亦在“人民意
识、历史意识、时代意识”的统一艺
术构思下排列组合成一部完整的大型
民族管弦乐。

作品第一乐章以 《鼓·春雷》 为
题，以打击乐合奏确立激扬的音乐气
质，引子部分以小快板的速度带给人
振奋之感，以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
为主的先松后紧的节奏，预示着实现
脱贫致富、迎接幸福生活。全曲多次
出现排鼓爆发性强奏，激动人心，催
人奋进。花盆鼓、嘣嘣鼓、建鼓、大
木鼓、四面鼓、小面鼓、小皮鼓、中
国大鼓、铜鼓、串铃以不同的节奏形
态和速度，形成问答式的演奏，使乐
曲发展充满力量感和层次感，在层层
推动中达到音乐发展的高潮，最后以
强音结束全曲，迸发着欢乐与振奋、
激情与幸福的情感，显示出坚定强壮
的力量美。

第二乐章 《吃新》 由侗歌演唱与
民族管弦乐队合作而成，唱奏贵州侗
歌的天籁之美。人声与器乐的合作形
式新颖，侗族大歌演唱有原生态唱
法、流行唱法交替出现，洋溢着田
园、时尚交汇的气息。尤为引人关注
的是乐队演奏侗族踩堂歌的片段，演
奏员演奏乐器与踏脚同步进行，用音
乐声音语言和舞蹈肢体语言引导观众

产生联觉，恰似漫步于榕树成荫、蝉
鸣阵阵的侗寨，呈现出和谐共振的自
然美。

第三乐章 《红军灯》 为板胡与乐
队协奏，板胡和乐队呼应式的演奏，
呈现革命老区军民鱼水深情，以花灯
音乐追思革命先驱、传播红色文化、
追溯革命历史、展望未来生活，音乐
内容呼应红色文化主题，音乐形式表
现较为持重，具有特征鲜明的庄严
美。第四乐章 《秘之鼓藏》 为民族管
弦乐，作品配器色彩丰富，艺术化再
现苗族“鼓藏”文化，凸显尊崇生命
万物的神圣美。第五乐章 《乐呵呵》
为板胡与乐队协奏，表达古彝之地乌
蒙山区彝族青年欢度“火把节”的欢
畅心情，传递热爱生活的欢乐美。第
六乐章 《卯》 为民族管弦乐，作品用
诗意的音乐语言描写水族青年在“歌
节”“以歌传情”的浪漫情怀，散发出

“ 月 上 柳 梢 头 ， 人 约 黄 昏 后 ” 的 朦
胧美。

第七乐章 《当歌》 由人声与民族
管弦乐队合作，作为音乐会的尾声，
其主旨与第一乐章 《鼓·春雷》 首尾
呼应，展示整部音乐作品坚韧达观、
从容开阔的精神力量，创设了贵州人

民脱贫后的欢乐情境，合唱与管弦乐
交相呼应、磅礴恢弘，词与曲完美结
合、意境深远，体现了“美善合一”。

作品实现了民族文化与多元文化
和谐激荡。音乐会的 7个乐章中，有 5
个乐章的作曲均为贵州音乐人杨小
幸 、 龙 国 洪 ， 4 个 乐 章 的 作 曲 、 作
词、指挥均为龙国洪。两位贵州音乐
人紧扣地域民族音乐与多元音乐的交
融进行创作，既有贵州典型少数民族
音乐的艺术再现，又有对多元化音乐
的灵活运用，是贵州音乐人对新时代
贵州文化的讴歌。地域化体现为，作
品以贵州民族音乐元素进行创作，色
彩浓郁，音乐风格辨识度高；民族化
表现为，乐团在音乐会上使用的既有
我国传统民族乐器，也有贵州民间乐
器，还有乐团自行研发的乐器，作品
使用的乐器多达 80种 200余件；多元
化突显为，作品在民族音乐与流行音
乐融汇之间、专业演奏员与民间艺人
交流之间、流行唱法与原生态唱法切
换之间、人声演唱与器乐对话合作之
间，皆有着高度的艺术契合度。

运用贵州民族音乐素材创作的管
弦乐已有不少佳作，朱践耳创作的交
响组曲《黔岭素描》，是业内公认的运

用贵州民族音乐素材的标杆。与此不
同的是，杨小幸、龙国洪既是土生土
长的贵州人，又接受过专业的音乐教
育，长期浸润于贵州文化土壤，对贵
州的自然之境、社会风物、民俗文
化、民族音乐的感受十分深刻，不仅
有“局内人”的深沉热爱，还有“局
外人”的广阔视角，其感受与表达的
艺术形式丰富多样、内容真挚深刻。
两位作曲者参与了贵州文化走出本
土、走向世界的过程，他们迫切希望
通过音乐创作，让人们了解今日之贵
州开阔恢弘的文化气象、坚定豪迈的
民众精神。贵州音乐人用民族化、多
元化的音乐语言绘贵州景、抒贵州
情、颂贵州志，形式变化多样，内容
丰富深刻，这是 《大山节日》 民族管
弦乐作品出类拔萃之处。

总体而言，《大山节日》音乐会在
2022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闭幕式上的
成功演出，真实体现了贵州省民族乐
团作为“首届全国优秀民族乐团”的
艺术水平，生动诠释了“灵气所钟、
百代风流”的贵州文化，同时也阐释
了民族文化根植于民间的根籁特质。

（作者系贵阳学院音乐学院副教
授、实习实训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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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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