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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本土扎根本土 感感应时代应时代 守正创新守正创新
——写在《广西文学》创刊七十周年之际 □王 迅

位列新中国第一批文艺期刊方阵的《广西文
学》于1951年6月创刊。作为老牌省级文学期刊，
《广西文学》迄今已走过70个春秋。它见证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辉煌巨变，承载着时代的记忆，同
时肩负着培育文学新苗的职责，推出了不少优秀
作家作品。《广西文学》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
创刊的省级文学期刊之一，也是文化大革命后期
最早复刊的文学期刊之一。因此，相对于其他省
级刊物，这本杂志以更长时段贯穿和衔接了当代
文学70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西文学》是作
为重要标本镶嵌在共和国文学期刊版图中的，是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微缩版，在当代文学研究尤
其是文学桂军研究中极具史料价值。

现实主义主导下的多元文学出
版生态

自1951年创刊以来，《广西文学》有7次更
名：1951年6月到1956年12月刊名为《广西文
艺》，1957年1月至1958年1月刊名为《漓江》，
1958 年 3 月到 1960 年 6 月刊名为《红河水》，
1960 年 7月到同年 12月刊名为《广西文学》，
1961年 1月到 1966年 6月，刊名改回《广西文
艺》，1966年7月至1971年4月停刊，1971年5月
复刊到同年12月刊名改为《革命文艺》，1972年1
月至1978年6月刊名再次恢复为《广西文艺》，直
到1981年7月，刊名改回《广西文学》，沿用至今。

高扬时代精神，推动主旋律创作，是刊物践
行现实主义办刊理念的主导方向。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为遵循“通俗化”“群众化”“地方化”办刊方
针，服务于当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在国家
和党的重大历史节点，编辑部策划纪念专栏或专
号，组织作家主题创作，以专栏或专号的形式倡
导深入基层的文学创作，同时，又不失时机地隆
重推出庆祝党和国家重要历史节点的纪念专辑，
汇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流。进入新世纪
后，《广西文学》编辑部策划了多期长篇报告文学
专号。其中，三期长篇报告文学专号影响甚大。作
家王布衣挖掘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合寨村作为中
国村民自治策源地的重大题材，创作出《震撼世
界的广西农民》，于2007年第4期专号刊登后，引
起强烈反响。同时，2009年第12期推出了龙鸣、
邓咏创作的《云水激荡·2008广西北部湾》，2012
年第8期推出麦展穗的《走进东巴凤》，受到全国报
告文学界瞩目。敏感于时代政策走向，及时策划报
告文学专号，显示了《广西文学》聚焦时代进程的
宏阔视野和把握国家战略发展格局的高远目光。

新世纪以来，《广西文学》办刊的现实主义审
美取向愈加凸显，刊登最多影响最大的都是关注

当下的现实主义之作。就拿2006年第5、6两期合
刊的“广西小说新势力十一人展”专号来看，映川
《为你而来》、李约热《巡逻记》、黄土路《年夜饭》、
朱山坡《中国银行》、红日《说事》、锦璐《补丁》、梁
志玲《突然四十》等都是反映转型期中国城乡社
会弱势群体生存际遇的现实主义之作，读来不乏
切肤之感。2014年，编辑部策划“特约头条”栏目，
该栏目推出的小说大都透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勃
勃生气，邱华栋、林白、王祥夫、陈应松、雷平阳、
鬼子、凡一平、田耳、李浩、张楚、胡学文、金仁顺、
乔叶、武歆、付秀莹、黄咏梅、朱山坡、杨映川等作
家都以现实主义力作在此亮相。他们的作品大多
依循现实本身的纹理，在对生活暗角的探微中切
入生活本质，直击痛点又不乏人文关怀。这类切
近现实的作品，以现实主义冲击力形成声势，塑
造着刊物的媒体形象。

关怀当下、直击人性的现实主义审美是《广
西文学》办刊的主要价值诉求，但这并不是说，编
辑对其他艺术风格的稿件就横加排斥。上世纪80
年代，老编辑柯炽就鼓励作者从古典诗歌和民歌
中汲取写作的养分，影响了一批诗人。当时还是
《广西文学》编辑的诗人杨克联合作家梅帅元等
提出“百越境界”的创作主张，成为中国寻根文学
思潮的先声，对广西现代派诗歌的发展做了大量
启蒙工作。尤其诗歌栏目，刊物并不排斥现代派
诗人群体，而是大量采用了他们的诗稿，在编辑
审美观念多元化影响下，《广西文学》形成了现实
主义主导下的多元文学出版生态。

创造性的编辑策划突显办刊特色

优秀的文学期刊离不开优秀的编辑队伍和
出彩的编辑策划。《广西文学》在栏目策划、活动
开展等方面灵活多样，显示了编辑群体的学识、
智慧与活力。

《广西文学》历来非常重视栏目策划，通过专
题策划集中推介广西本土作家作品。1996年1月
号推出“广西青年小说家八人作品展”，刊登上世
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锐作家东西、鬼子、李冯、
凡一平、常弼宇、黄佩华、沈东子、陈爱萍的小说。
2006年第8期又不失时机地推出“广西小说新势
力十一人作品展”。这是广西文脉积蓄十多年后
形成的又一股冲击波。这批在当时看来还是广西
文坛后起之秀的青年新锐，如今已成为“文学桂
军”小说方阵主力军。2014年第5期推出了“广西

‘80后’作家小说专号”，刊登了小昌、侯珏、吴了
了、肖潇、车海朋、马中才、韦孟驰、钟欣等青年作
家的小说，他们以叙述的自由感和视角的日常化
彰显代际张力，呈现了青春期的自我寻找、生命

的躁动不安的状态，展露了广西作家队伍的后劲
和潜力。三个专号在不同时间节点推出三代作家
作品，展示了广西作家的整体实力与阵容，同时
也促进了地方作家梯队结构的优化。

首先，发掘推介青年新锐，是《广西文学》办
刊的重要支点。“新星座”“新秀看台”“新手出场”
等就是专门为刚刚起步又不乏潜力的作者打造
的栏目。纪尘、陶丽群、龙眼、周耒、梁冰、林虹、陆
辉艳、小昌、唐沁、侯珏、韦延才、费城、蓝敏妮、高
力、安乔子、黄少崇、陈洪健、罗南、廖献红等大批
青年作家都曾受惠于编辑着力于扶植“新人”的
栏目策划意识。推介新人的栏目策划则是文学期
刊的基础性工作，同样是《广西文学》实现出版价
值的重要途径。

其次是出彩的专题栏目策划。作为《广西文
学》十多年来打造的品牌栏目，“重返故乡”是针
对当前文学现状以倡导更接地气的文学创作而
开辟的特色栏目，组稿视野不断拓展，作者队伍
不断壮大，足以成为地方性文学刊物栏目创新的
典型案例。“名编访谈”基于文学期刊生态的观
察，是《广西文学》副主编冯艳冰与当代名刊名编
之间的对话，这不仅确保了访谈内容的专业性，
显示了编辑家的学识与洞见，同时也提升了期刊
的品位，体现了主持人开阔的胸襟与视野。2016
年第1期开辟“散文新观察”栏目，面向全国散文

新锐约稿，并邀请散文评论家刘军担任特约主
持。自开栏以来，该栏共推出60多位广西区内外
散文家的作品。开辟“广西散文看台”“特别关注”
等栏目，对广西散文队伍作持续性地展示。

最后是文学活动的开展。杂志社举办创作笔
会、改稿班等多种活动，培育广西本土作者队伍。
自2006年起，刊物以专号形式推出“广西诗歌双
年展”，以板块组稿方式绘制广西诗歌发展图谱。
为了开阔诗歌创作视野，“双年展”组稿范围从区
内逐渐向区外甚至国外扩展，促进了本土诗人和
区外诗人的交流与对话。2020年第八届广西诗歌
双年展暨新加坡南洋诗社、中国四川、安徽邀请
展等，把广西区外诗人纳入双年展框架，开展跨
省、跨国文学交流活动。以栏目策划带动文学活
动，赋予了“双年展”更丰富的内涵与更广泛的关
注度。同时，刊物每年举办年度奖，表彰年度最佳
作家作品。评奖范围面向全国，影响越来越大。

在编创互动中助力“文学桂军”
发展壮大

在广西文学繁荣发展的背后，《广西文学》编
辑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广西当代知名作家，老
一辈有林焕平、周钢鸣、武剑青、黄飞卿、莫之琰、
莎红、贺祥麟、陈肖人、蓝汉东、韦一凡、包玉堂、
柯天国、潘琦、蓝怀昌、周民震、孙步康、海代泉

等，第二代作家有东西、鬼子、李冯、石才夫、黄
佩华、凡一平、黄神彪、潘大林等，更年轻的一批
作家有李约热、锦璐、映川、朱山坡、陆辉艳、杨
仕芳、红日、光盘等，他们的写作几乎都从这里
出发。

壮族作家黄佩华回忆首次给《广西文学》投
稿时说，得知短篇小说《拐角》拟被采用，心中

“一阵暗喜”：“《广西文学》在这个节点拉的这一
把，让我对未来陡增了信心，也一时摆脱了生活
方面的困扰，暗暗继续发力投入文学创作之中。
没过多久我又攻克了天津的《小说家》，还有《上
海文学》《清明》和《当代》等刊物，为后来的文学
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广西文学》立足本土，竭力从基层发掘和
培养文学人才，为作者的成长搭桥铺路，发挥
了助力青年作者从广西出发走向中国文坛的
桥梁作用。

为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广西
文学》编辑敏感于时代脉搏，致力于八桂文学空
间的建构。同时，几代编辑同仁也不乏全国视野
与担当。“百越境界”“88新反思”等基于广西文学
现状的两次文艺思潮大辩论，都在《广西文学》留
下了浓重的笔墨。在上世纪90年代商业主义大潮
冲击下，文学期刊经受着市场化的考验，纷纷改
版、改刊、停刊。1996年，《广西文学》敢于在文学
期刊生存危机中发声，率先策划举办了“全国省
级文学刊物生存与发展研讨会”，基于文学期刊
生存现状研讨对策，引起中国作协领导的高度
重视。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在《广西文学》办刊史上
意义重大，充分展示了杂志社编辑同仁的情怀与
担当。

创刊70年，《广西文学》始终坚持文艺为人民
服务，传承文脉，守正前行，硕果累累。新时代、新
起点，祝福《广西文学》拥有更璀璨的未来！

（上接第2版）
青海6人

旦文毛（女，藏族）、尕德（嘎代才让，藏族）、李静（女，藏族）、贾
文清（女）、董得红、蒋应梅（梅尔，女）
宁夏11人

马风明（马凤鸣，回族）、田鑫、包作军、杨军民、吴全礼、冶进海
（回族）、张鹏、董永红（女）、程耀东、鲁新华（鲁兴华，女）、雷忠（回族）
新疆23人

王国民（堆雪）、王信国、支禄、古丽加娜提·司马义（女，维吾尔
族）、卡哈尔·尼亚孜（维吾尔族）、白合提亚·玉素甫（维吾尔族）、毕
化文、吐尔洪·加拉力丁（维吾尔族）、合得尔汗·木哈太依（合德尔
汗·木哈太，哈萨克族）、杨立新、杨志民、杨春（女）、阿子亚·马合别
尔（女，哈萨克族）、阿勒玛古力·居玛江（女，哈萨克族）、宝音达（蒙
古族）、哈吾斯力汗·哈斯木汗（哈萨克族）、祖力菲娅·阿不都热依
木（女，维吾尔族）、党琦、铁来克·依布拉音（维吾尔族）、龚培德、银
珉（玉松鼠）、曾丽萍（如风，女）、谢耀德
兵团1人

姜继先
延边4人

王汉琦、权春哲（朝鲜族）、全春梅（女，朝鲜族）、梁春植（朝鲜族）
军队7人

刘巍（蒙古族）、关泠（女）、陈飞琼（丫丫，女）、陈曦（女）、段连
民、贾秀琰（女）、董夏青青（女）
石油1人

何喜东
铁路2人

黄华、程向阳
煤矿4人

刘勇、孙素平（女）、姚中华、薛广玲（女）
自然资源4人

任继红、吴文峰、汪洋（风子）、蒋宜茂
电力7人

王存华（女）、刘畅（女）、杨梅莹（女）、张一龙、陈彬（弱水，女）、
崔宇、喻敏
冶金1人

何鸿（女）
水利1人

冷莹（女）
石化3人

严岛影、来卫东（东郭冰冰）、张海芹（女）
化工1人

崔完生
公安6人

王向明、方培、张燕（至简，女）、贾卫国、管彦杰、薛景川
金融3人

于保月、祁海涛、唐双宁（满族）
科普4人

王卫英（女）、刘洋、张军（小高鬼）、陈茜（女）
中央和国家机关9人

刘跃进（缓之）、许松林、杨平、何美（女）、佟鑫（女，锡伯族）、武
丹丹（女）、苗炜、周立文、黄相宜（女，壮族）
香港3人

方思入（禾素，女，傣族）、邱婷婷（女）、罗旭（吟光，女）

■短 评

王族的《北中国门》近日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
一部书写边地英雄人格的纪实文学作品，作品聚焦新疆阿
勒泰地区边防军人的日常生活，以白哈巴、扎玛纳斯、阿黑
吐拜克、克孜乌雍克、北湾、吉木乃、达尔汗等七个边防连
普通军人在守卫边防过程中经历的感人事迹作为小说创
作的素材。这部长篇小说以发生在边防一线的真实事件为
线索，反映出中国西北边关、边防连、边防军的现实生存图
景与驻守边关的真实人生写照。值得一提的是，王族在新疆
从军12年的军旅经历对他通过纪实笔法塑造边地边防军
人的英雄人格具有莫大的影响力。正如王族在小说后记中所
写的：“于是我决定，就写他们在遥远偏僻之地的事情——巡
逻、潜伏、训练、驻守，甚至与牧民的交往，以及他们被环境改
变，变得与牧民别无二致的相貌和生活习惯”，他认为这是一
种在酷烈环境中为了实现组织任务所体现出的高度的服从
力与极度罕见的自我约束，从这种自我约束中也可反映出他
们对捍卫家国平安理想追求的一种个体升华与自我满足。

毋庸置疑，从文本实践的角度而言，《北中国门》对小
说创作如何塑造新时代边地英雄人格具有一定的经验启
发，而新疆边地无论是作为现实经验还是文本环境的背景，
作为盛放英雄理想人格的地域环境，其环境的酷烈险峻往
往又成为英雄们可以团结起来的前提。在小说中，边防军们
从头至尾贯彻的都是军人捍卫国土边界、领土尊严与军人荣
誉的“英雄主义”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的描述在呈现新时
代边地环境中的英雄人格时具有如下三种书写特征。

首先，在边地环境中，英雄人格所具备的品质要求他

们往往需要为某些高于自我的价值牺牲自我，这种价值通
常比追逐个人快乐或者生命更重要。如作者在叙述白哈巴
边防连的故事时，记叙了苏志印等边防战士为保护当地牧
民的羊群，如何克服对个人生命遭受威胁的担忧，与哈熊
沟的狼和熊作战的事迹；在扎玛纳斯边防连，记述了负责
检查通信线路的军人贾连升在风雪中冻伤手指以致三级
残疾的事迹；在阿黑吐拜克边防连，作者记叙了因执行任
务导致腰伤的军人丁亚军转换岗位执意在团里的电台旁
守电话，在妻子的陪伴下，坚守岗位，多年来不得休息，连
连队后面的白沙湖都没有去过的感人事迹。

其次，在边地环境中，英雄人格往往拥有某种道德上
的高度，这是其人格上的权威性与魅力性之所在。作为一
种有魅力的人格，英雄通常会通过表现超出常人的能量、
毅力、决心和勇气展示其人格魅力，给普通人以心灵的震
撼乃至精神上的洗礼。如作者在克孜乌雍克边防连记叙了
边防军人王平与李林在穿越沙漠的途中由于迷路导致缺
水，不得不喝下自己的尿液以求顺利执行完任务的事迹，
二人在体力透支不得不考虑生命安全之时，第一时间想到
的竟然是在容易迷路的沙漠路口刻下“此为死路”的遗言，
以免更多的旅人、官兵以及当地百姓因为在沙漠中迷路而
失去生命的事迹，读后令人敬佩；在北湾边防连，作者记叙
了被铺天盖地的蚊子叮咬后，仍然不慌不忙用手将国境线
上40号界碑面向中国一侧上的蚊子抹去的执勤军人潘存
文，其维护国格的行为如何令随军作家感动的细节，令人
读来动容；再如，在吉木乃边防连，作者记述了怀着一腔热

血赶赴距离吉木乃2000公里远的河北邯郸医院，冒充病
危的卫生员李成一儿子的军人甘平，如何陪伴李成一度过
人生最后时光的感人事迹，当被医生问及非亲非故为何要
这么做时，甘平回答道：“他在吉木乃时是卫生员，救过许
多得病的牧民。”这种高尚的道德自觉意识令人敬仰。

最后，在边地环境中，英雄人格通常具有超常的克制
力，他有能力控制最难控制的自己，这种力量使得他愿意
比一般人承担更多。记得刘劭在《人物志》中定义英雄时曾
言：“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聪明秀出渭之
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可见，英雄的本义就是植物和动物
的精华，也如有些论者所言，意指人类从原始的自然状态
中分离出来，同时又没有被社会权力异化的一种特殊状
态。在边地环境中，英雄通常借助于身体的自然能量、勇
气、毅力和精神伟力控制自身进而能够抵抗外力的伤害，
并同时保护身体能量较低的同伴，他们因此能够承担比一
般人更多的责任。如在克孜乌雍克边防连，作者记叙了边
防军人袁金平如何果敢地在第一时间跳进河水救起当地群
众，这种行为与其未能提干间的叙述反差，恰恰凸显出大多
数边防军人为了捍卫军人理想，不惜生命、无私奉献的精神
壮举；再如在达尔汗边防连，作者记述了为了改善战友饮水
条件不得不在冬天远足背冰的军人杨军，在背冰途中被尖
利的山石划破身体，仍然坚持赶在晚上9点，用沾满血的冰
为战友们熬出了晚饭用的雪水的英雄行为，读来令人泪目。

从非虚构的角度而言，书写英雄的小说叙述语调大多
需要展示而非告知，《北中国门》也不例外，这部作品整体
的叙述风格冷静节制，对英雄事迹的陈述多采用对人物外
部行为的展示，由此，英雄的生活在孤独的家园地理以及
捍卫国土边界完整、边境主权威严的叙事中开展，这需要
作者对此类题材不唯有驾轻就熟的采写记录能力，更需要
有类同经验的切肤体认以及具有一定距离的叙述控制力。

边地英雄人格的尽情书写
——《北中国门》读后 □王 敏

《月间事》是云南“70后”女作家赵丽兰的散文集处女
作。赵丽兰说：“我要把大荒中的雨水、河流、娃娃以及光，
写成一本书。我要写出野兽一般的金黄。”《月间事》里，有
霍乱中光着屁股抬棺材的女人们、被大火烧伤却只乞求一
条短裤的少女、大河里漂来的婴儿、会说话的亡灵、和

“我”一起看月亮的猪、藏在裹脚布里的白色跳蚤、吸血的
蝙蝠……一个遥远边陲的村庄，那些切切实实曾经降临
在人们身上的天灾人祸，被作者以一种极有质感的语言娓
娓道来。仿佛朦胧的月色中，一个精灵般的声音飘进了窗
棂，为在书桌前昏昏欲睡的我们，带来那些远方未曾谋面
的故事。

这的确是一本“有着野兽一般的金黄”的书，虽为散文
却有着诗一样的语言，小说般的叙事。作者在虚构与非虚
构间自由穿梭，记录了一个真实的民间，直面并尊重人性
的复杂。如果说，传统文学中的男性视角是明晃晃地暴露
在日光下，那么女性视角则是被隐蔽的，只有在幽暗的月
光下才会显现。

《月间事》中几乎每一篇散文都提到了“月光”。当然，
“月光”在中国文学的源流中，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月的
意象不断地出现在中国文人的笔下，或是寄相思，或是托
乡愁。在古典的意象里，月色总是凄婉的、冷清的。然而在
赵丽兰的笔下，月光的含义变得更为立体和复杂。它不再

是作为某种情思的寄托，也不是一片惨白的背景板，而是
作为一种目光，去注视着生命的另一种呈现。那些由“我”
的老祖、姑奶、奶奶、母亲讲述的故事，通通在月光下发生。
例如那场发生于1942年的霍乱，也是由大姑奶在75年后
一个残月高挂的冬夜里，为“我”娓娓道来的。在75年前那
场瘟疫中，死去的大多是男人，而为他们抬棺送葬的人则
是清一色的女性。这些女人在抬棺材时，都要光着屁股，原
因是为了让鬼羞死，以防染了瘟疫的鬼又来祸害人间。在
人与鬼的对峙中，活人可以不必理会人间道德的裁量，但
死去的鬼却会因此而蒙羞。

除了一场瘟疫，月光还见证了一场大火。《说谎的火》
中，一场大火带走了老祖李晓外的女儿和外孙女——我老
姑奶和她的大女儿。当时，她们并没有死在火场里，而是全
身烧伤，被送到了医院，浑身赤裸地躺在冰冷的灯光下，就
这样躺了一个月才死去。在这一个月里，大姑奶的女
儿——这个16岁的少女，向所有去看望她的女性都曾讨要
过一条短裤。即便她已经遍体鳞伤，但她无法忍受自己的肉

身赤裸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月光见证了少女的伤痕，也
见证了她的羞耻。一个月后的某个夜晚，在月光将医院彻底
照亮的时候，老姑奶和她的大女儿间隔两个小时离开了人
世。那个16岁的女孩终究没能等来那块承载着无限期待的
遮羞布。

羞耻对于女性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赵丽兰敏锐地察
觉到了，少女和妇女对于“羞”的体验是不同的，活人和将死
之人对于尊严的体悟也是不同的。当我们把两个故事对
照在一起读时，就更能发现女性体验的幽微与复杂。月光
下，除了有老祖、奶奶、姑奶、妈妈的故事，也有“我”的故
事。在《有人在月光下洗身子》《安放在月光里的床》《知羞
草》等故事中，月光见证了“我”灵魂和肉身的成长。那些
所有独属于女性的隐秘变化——初潮、出嫁、生育，都在月光
的见证下发生。只有在月光下，“我”才敢拥抱、抚摸自己的身
体，只有浩大的月光才能百无禁忌地接纳一个女孩对生命的
期待与羞耻。

《月间事》中，所有的故事都在月光下发生或被讲述，
正是因为故事的见证者和讲述人都是女性。只有女性能注
意到那个被大火烧伤的少女对遮羞布的渴望，只有女性才
能看到一张黄表纸和一个女人的身体产生的连接能够跨
越生死和礼教。由此，月光下的历史与生命，就呈现出了与
日光下不一样的质感，也更添了一丝诡魅与苍凉。

故事只在月光下
——评赵丽兰《月间事》 □霍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