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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不断加
强，以诗歌这种特有的艺术形式呼吁更
多的人加入到保护河流、保护水资源、
保护生态的队伍中去，是历史赋予诗人
这个群体的光荣，也是我们每一位诗人
的职责！”

初见梅卓，她正忙着准备“2016 中
国瀞度·青海国际诗人毡房圆桌会议”
代表的接待工作。作为省作家协会主
席的她，既是代表,也是本次圆桌会议组
委会办公室的主任，所有事务都要亲力
亲为。

“我们省作家协会全面实施青海文
学创作发展规划项目，充分发挥协会组
织、联络、协调、服务职能，增强服务意
识，提高服务水平，探索适合作家需要的
服务方式，为老中青三代诗人的创作和
青海诗歌创作繁荣打造平台，营造氛围，
创造条件。我省老中青诗人从时代和社

会的大变革中汲取创作素材，激发创作
灵感，显示出了蓬勃的艺术活力和创造
力；各民族诗人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创作
出了一大批题材丰富、风格鲜明的诗歌
作品。诗集出版数量冠各种文学门类之
首，诗歌创作获得了大面积的丰收。老
诗人笔耕不辍，不断有新作问世；中年诗
人勇挑大梁，佳作迭出；一批青年诗人脱
颖而出，创作活跃，三代诗人共同构成了
青海诗歌瑰丽的风景线。”

谈及我省近几年来诗坛的发展，梅
卓如数家珍。

“这也为我省成功举办国际性的诗
歌会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梅卓告诉
记者，从 2012年起，青海国际诗人毡房
圆桌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为不同国
家、不同民族的诗人搭建了文化和诗歌
交流的平台。

“黄南藏族自治州有着深厚的诗歌

文化传统，是一片诗歌的圣地。河南蒙
古族自治县地处三江源的核心区，浩如
烟海的民间歌谣和说唱，已经让这块浸
润着诗性的土地，无处不在地张扬着一
种诗的创造力。”

梅卓说，选择在我省河曲草原举办
这次国际性的诗歌会议，正是为了将习
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落到实处，进一步提
升青海文化自信，提高青海对外文化宣
传的软实力。

“诗歌，是人类内心喷薄不竭的火
焰，是精神领地熠熠闪亮的光辉，是世
界文明长河中延绵不绝的火种，永远具
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作为我省诗坛中
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梅卓说，“我希望
通过诗歌，把世间最隽永的诗意，人性
中最美好的情意，传递给生活在这片热
土上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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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八月，广袤的草原牛肥马壮，绿意盎
然。来自世界19个国家的50余名诗人相聚在河
曲草原，这是继2014年青海国际诗人帐篷圆桌会
议之后，诗人们再一次诗意的聚会。

辽阔的河曲大草原一改往日的宁静和安闲，
欢乐的人群、飞扬的牧歌、绿草和野花以及蓝色
的蒙古包都让这里的空气生长出一种沸腾和喧
嚣的热闹气氛。

8月1日下午，参加2016中国瀞度·青海国际
诗人毡房圆桌会议的诗人们来到距离县城30公
里处的青海聚能瀞度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参观。
瀞度公司是一家建立在三江源核心生态保护区
的民营援青企业，是一家集天然冰川矿泉水研
发、生产、销售、物流、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高端
饮用水企业。

三江源，是一个皑皑冰雪与茵茵绿草交织而
成的世界，一个河流纵横、水草丰茂的大美之地，
被誉为“中华水塔”。五年来，瀞度公司在三江源
的腹地恪守着开发与保护并存的理念，和当地牧
民群众共同携手守护着这一片圣洁的藏域净
土。在诗人们的眼中，美丽的神沵泉水是三江源
大地的灵魂，更仿佛一首流动的诗歌在风里
流淌。

在参观了瀞度公司的水源地、博物馆之后，
诗人们来到二楼的会议室，他们纷纷研墨挥毫，
留下自己的笔墨作品。随后，“瀞看诗与远方”诗
歌朗诵会正式开始，世界各地的诗人们依次上场
朗读自己的诗歌作品。

姆巴里·维拉卡奇是一位享受盛誉的南非诗
人、表演艺术家、策展人。她一上场就充分展示
了自己独特的魅力，她丰富的表情和用母语深情
地朗读着的声音，瞬间就打动了在场的观众，虽
然听不懂，但她言语间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激情却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来自异域的诗人的

魔力。
德吉卓玛是一位用藏语写作的蒙古族本土

诗人，她穿着紫红色的民族服装，用藏语朗读自
己的诗歌。一首关于草原、水与河流的诗歌，就
这样从她的唇间汩汩流淌出来，安静、深情，让
她赢得了众多的掌声。来自法国的江瀑是著名
的诗人、小说家和纪录片导演，他出生于河南
县，有着和德吉卓玛同样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作
为从小在河南县出生长大的本土藏语诗人，江
瀑虽然远赴法国南部定居，但让他魂牵梦绕的
依然是眼前这片深情的土地。如今，终于有机
会坐下来和家乡的亲人们一起喝一碗奶茶唱一
曲酒歌了。江瀑说，“诗人不会忘记自己的家
乡，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搞创作，诗歌会更具有
生命力！”此次回来，江瀑比别的诗人更多了几
分感慨。

瘦削而修长的爱莎尼亚诗人玛古斯·拉提克
在台上朗读，我注意到他只有一只手臂，他的眼
睛明亮而温和，声音婉转。他身上具有着大多数
诗人都有的细腻和深邃的气质，听着这样的声音
人是会醉的。玛古斯·拉提克目前已经出版了8
部诗歌集和一本旅行游记，他的笔名马图拉更为
人们所知。

……
蓝天之下，绿野之上，来自世界19个国家的

诗人们用他们不同的浪漫语言和声音表达着对
草原的热爱，对水与河流的敬仰与尊重。瀞度公
司的工作人员们在广场上准备了篝火，诗人们拉
着手跳起圆圈舞和锅庄，欢乐溢于言表。不同国
籍、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相聚在
草原的天空之下，是如此地快乐、和谐、友爱。

诗人们走过美丽的河曲草原，一路留下了诗
歌的芬芳，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候，才意犹未
尽地踏上了归程。

开幕式。

参观瀞参观瀞度公司水源地度公司水源地。。

本土诗人德吉卓玛在诗歌朗诵会上。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在开幕式上致辞。

外国诗人在诗歌朗诵会上。

诗人们在瀞度公司挥毫泼墨。

———— 访省作家协会主席访省作家协会主席、、我省著名藏族女诗人梅卓我省著名藏族女诗人梅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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