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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舒荣《海上明月共潮生》：

为海内外华文作家塑像为海内外华文作家塑像
□凌 逾

横跨海内外，纵论现当代，作家传、学者

论，写人论文，纵横捭阖，作为世界华文作家们

的伯乐与知音，白舒荣如数家珍地为世界各地

的华人作家塑像，新著《海上明月共潮生》近日

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书名雅致，隐喻海内

外现当代作家的心灵联动，和谐共振。

白舒荣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改革开放

后海外华人作家的最早联络人，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编辑出版过大量海外华文文

学图书，曾任大学讲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编

审、中国作家协会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联络

委员会委员、世界华文文学杂志社社长、执行

主编，担任过《当代》《四海》《世界华文文学》

《文综》等多本杂志编辑、总编，通信自手写书

信到电子邮件，再到微信零距离对接，结识文

友遍世界。能拥有如此丰厚的华人作家人脉

资源者，放眼全国，屈指可数。白舒荣周游列

国，阅作家无数，早就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识人断文，目光如炬。

白舒荣熟知各个作家的为人性情，各自

的作品特色、文学史价值，从记忆宝库里调出

来的任意一份资料都是珍品。她善于采写传

主传奇的人生经历，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

折，渗透出她丰富的想象、细致的观察，细节

丰盈，内容充实，深具同情心同理心，至情至

深，感人肺腑。因其对语言有极佳的感悟力、

穿透力，文笔优雅，晓畅如话，幽默风趣，好读

耐看，故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散文传记体文

风。该书既是了解海内外作家的窗口，也是

极为重要的华文作家史传资料。

本书共收入60篇人物小传：香港 7 人；美

国 20 篇，其中赌城作家实为一批；加拿大 4

人；新加坡6人；马来西亚、泰国3人；印尼、菲

律宾、日本、澳大利亚各1人；中国现代作家9

人，传主跨越多洲多国，组成了一幅全面精准

的华人名家地图。

在她笔下，有善于塑造男性和女性的赵

淑侠老将，有跨界行走的大侠少君，有“笑傲

群芳争浮华，甘为高洁作飞灰”的白薇，有因

历史厚重而有分量的张翎，有始终不离学术

的陈瑞琳，有情感细腻的明星作家白先勇，有

女性武侠小说家冯湘湘……尤今的佳作是环

球游历的成品，读者跟着她看世界，可以大饱

眼福。她如此感悟旅游：“当这些国家平平地

躺在地图上时，它们只是一些相互交织的虚

线和实线，然而，一旦亲身走了进去，山与河

都蓦然有了生命，草与木也觉得有了感情。”

马华作家的首位访华使者、曾获马中友好贡

献奖的戴小华总能吸引相机镜头齐刷刷对准

她一人。“千手观音”潘耀明身兼多职，使明报

系列更上层楼，助世界华文旅游联会蒸蒸日

上，兼任多个社会职务，能者多劳，不轻言

败。陶然作品别具一格，自呈魅力。酷爱摄

影的诗人王性初跨国爱情浪漫随性。吴岸是

马来西亚沙捞越华文作家协会会长，这个叛逆

的革命者曾被关进政治犯集中营长达10年，备

受摧残，长年与病魔抗争，戏称自己“缺斤短

两，浑身零件不全”，但照样活得乐观向上，笑

容慈蔼。一个个名家的经历传奇，作品丰硕。

众人弄潮，烘托海上明月，造就华文文学文坛

的璀璨星空。

白舒荣写女性，尤为令人印象深刻，倍觉

力量。如蓉子毕生爱写稿、做饭、赚钱，童年

历尽艰辛，中年婚姻抛锚，但仍然活成了日本

阿信式女子，山不碍路，有志能通，智者不迷，

做心灵良医，爱心普照开养老院，经商写作样

样出色，三代同堂和睦相处。泰国女船王作

家梦莉遭逢战乱，国难家破，辗转求存于泰国

与澄海之间，九死一生，从逆来顺受的弱女

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实业家，并将苦难人生

写入悲情文字。幽默大师吴玲瑶懂得不在生

活上挑缺点，否则“心甘情愿”会变成“心干情

怨”，她的生活美满，赢得身为电脑博士的丈

夫献词：“五湖四海，我何幸运；千山万水，与

你同行。”倪立秋一篇文章的标题为《将自己

改变成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这句金句何尝

不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倪立秋从农村到乡

镇读书，考上华中师大，又到复旦读博，随夫

征战南北，从武汉到上海，又远飞至新加坡、

澳大利亚，但自身从来没有停止过求学的步

伐，目前已拥有澳大利亚多个大学的学历，从

事教学、管理、散文创作、文学批评、中英翻

译，三头六臂，俨然一位女超人。白舒荣就像

绘画大师，寥寥几笔，画龙点睛，人物神韵，跃

然纸上。

白舒荣是在采写别的作家，也是在写自

己。根据吸引力法则，能得天下有缘人，自身

也必是有情有爱的人。她喜欢有梦想、有执

行力、有毅力的坚韧女子，因为她自身也是干

练、多才多艺的作家、编辑、学者。

北京有白舒荣，上海有陆士清，都是世界

华文作家们的挚友，京沪成为世界华文作家

的天然据点中心。我曾有幸参与白舒荣等组

织的“世界华文中东欧文学国际研讨会暨第

八届文心（布拉格）笔会”，参与首次创设的

“巴士论坛”，从捷克到匈牙利到奥地利，至今

忆起，仍觉温暖如玉。读此新著，更进一步走

近其心灵，更感悟到其生性乐观、心常自宽的

性情，宽厚豁达、坚毅不凡的品格以及风趣洒

脱的才情。

9月20日下午3时28分，98岁高龄的儿童文学前辈黄庆

云去世。从媒体的报道看出，很多年长的人记得《刑场上的婚

礼》，把黄庆云的创作当作“红色经典”，却不太知道黄庆云是

一位儿童文学的先行者，与秦牧一样属于第二代优秀的儿童

文学作家。黄庆云出生于广东，学习生活于广州，长期居住在

香港，她为孩子创作、编著和翻译了500多部感人的作品，不

但是优秀的作家，还是一位善于扶持作者的儿童刊物编辑家、

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翻译家与社会活动家。

黄庆云儿童文学创作的四个阶段

黄庆云1920年5月10日出生于广州澄海一个大家庭，祖

父在南洋打工发家致富，父亲是留日学生。因为祖父不到40

岁就去世，黄庆云在童年亲眼目睹了家庭衰落。她6岁时随家

人到香港生活、上学，11岁后又回到广州，15岁就考上了中山

大学中文系。在那里，她受到现代戏剧家洪深的鼓励并对戏

剧产生了极大兴趣，也开始接触安徒生、叶圣陶、张天翼的童

话。1938年广州沦陷，她到了香港，借读在岭南大学，在那里

遇到影响她一生的恩师、中文系教授曾昭森。在曾教授的鼓

励、扶持下，黄庆云开始创作童话并主编《新儿童》。

从1938年发表第一篇童话作品《跟着我的月亮》，到2018

年去世，黄庆云的儿童文学创作整整80年，可以说她是一棵

儿童文学的常青树。她的儿童文学创作大体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38年-1949年。这一时期，她的作品追

随鲁迅精神，学习叶圣陶的童话，带着现实主义情怀，书写苦

难，表现作家对儿童的爱。叶圣陶的《稻草人》问世后，鲁迅指

出了叶圣陶为中国童话开辟了一条探索的道路，她深深向往

这条道路，开始在童话上探索如何把幻想与现实结合起来。

她创作的《月亮的女儿》《埋藏了的阳光》和《七个哥哥和一个

妹妹》等童话反映着旧社会孩子的悲惨遭遇和他们怎样勇敢

地战胜敌人和恶劣的环境，实现他们的理想。

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1966年。这一时期，黄庆云受到

时代思潮的影响，主要写新人童话和红色儿童小说。代表作

是《奇异的红星》，歌颂伟大的人民所创造的童话一样的成就，

这部童话后来获得了第二次全国儿童文艺创作评奖的一等

奖。她为孩子们写了儿童报告文学《眼泪和欢笑》和《白兰说

的故事》。并写出了具有泥土气息和时代气息的儿童诗集《花

儿朵朵开》，该诗集由女画家林琬崔配图，形式优美，富有童

趣，后来被翻译成英、法、德、日、西班牙及乌尔都语等在国外

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她写了很多短童话，在报刊

上发表，并结集为《金色童年》，广受孩子喜爱。这一时期，她

在大陆和香港出版社总共出版了20部各类儿童文学作品集。

第三个时期：1978年以后至2000年。“文革”十年，黄庆云

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经受了运动的冲击。运动结束后，黄庆

云依然对生活和文学抱有极大的热情，她决定把主要精力放

在儿童文学创作上。1978年冬天，黄庆云参加了在庐山召开

的全国少儿读物会议，她又下定决心，“好好写作，把自己的一

切献给儿童文学的写作事业。”1979年，她出席了在北京召开

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担任了广东省作家

协会副主席，创作了《刑场上的婚礼》。第二年，她又创作了描

写省港大罢工时期劳动童子团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红苗》

（又名《香港归来的孩子》），还创作了一些童话。这一时期，她

担任国际笔会中国广州笔会中心副主席，不但努力把中国文

学译介到国外，还有机会在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南美等一

些国家和地区接触到了儿童文学领域的新信息新作品，从内

容、思想到形式都开始进行学习、反思、探索和尝试，努力创作

一些富于时代气息，同时兼具美感的作品。

第四个时期是2000年至2018年。在晚年，她满腔热情，

坚持为孩子写作，出版了《月光光》《恐龙蛋的梦》《彩色的风》

《莲花和老虎》等，还在香港出版了《美丽童话集》和《猫咪QQ

的奇遇》等多部作品。这一时期，黄庆云的作品折射出新时代

的现实，充满幻想，且语言更加亲和、规范，富有语文之美。

黄庆云儿童文学创作的特点

黄庆云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一个丰富的宝库。因为地域的

限制，加上她晚年大部分时间居住在香港，很少参加内地文学

界活动，因此被评论界无意中忽视。但她的创作成绩，可说是

第二代儿童文学作家中成就卓越的一位。

黄庆云创作的作品类型丰富，几乎涵盖了所有儿童文学

门类。她出版的第一部作品集《幼稚园诗画集》，就是一本儿

歌集，后来，她又出版了《中国小主人》（儿童剧）、《名人传记》

（传记）、《地球的故事》（知识读物）、《云姊姊的信箱》（通信

集）、《幼稚园的诗》（儿童诗集）、《歌声满路》（散文集）、《金色

童年》（长篇童话）、《聪明狗和百变猫》（中篇童话）、《彩虹孩

子》（叙事诗）、《两只蚊子游学记》（图画书）、《香港归来的孩

子》（长篇历史小说），等等，创作几乎涉及儿童文学所有的文

体，这是第一代、第二代儿童文学作家中少有的。

黄庆云的儿童文学作品讲究语言之美，不但儿歌清新可

诵，诗的意象之美与歌的音乐之美有机结合，而且童话幻想轻

盈，充满诗情画意。香港作家阿浓在《黄庆云儿童文学作品精

选集》序言中说：“云姨姨的文字是标准的范文，可以拿到语文

课本里去，从‘标准’再提高，便成为诗意的文字。用诗意的文

字写童话是再配合不过了。”黄庆云善于学习，勤于探索，始终

保持创作的激情，她写儿歌、儿童诗对形式总是有所探索；她

写童话，总将现实与幻想有机结合；她写儿童故事，注重写实，

也注重用第一人称来讲故事，让故事亲切，贴近孩子的心灵。

阎纯德这样评价黄庆云的童话：“它没有固定的格式，如同漫

天繁星一般，璀璨夺目，千姿百态。”

黄庆云的多重身份及其对儿童文学的贡献

黄庆云不但创作儿童文学，也涉足成人文学，既从事创

作，又从事儿童文学翻译和期刊编辑工作，还是儿童文学组织

者和活动家。她对儿童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黄庆云担任《新儿童》刊物的主编工作达20年，该刊在香

港、桂林和广州都出过刊，为接续儿童文学的五四血脉，继承

现代儿童文学传统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架起了香港和内地

儿童文学的桥梁，团结了很多儿童文学作家，也培养了一大批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新儿童》创刊初期，香港大学中文系主

任许地山热情为该刊写起具有中国风格的童话来，发表了《萤

灯》《桃金娘》等童话和《我的自传》。黄庆云还向当时在港的

端木蕻良和萧红约稿，得到他们的鼓励，萧红还向黄庆云推荐

严文井，说：“严文井这个小伙子很会给孩子写文章，可以说他

是专门写儿童文学的……”《新儿童》在香港办刊时，欧外鸥也

专门为其写儿童诗。在桂林办刊时，远在江西的贺宜、施雁

冰、胡明树、金近、包蕾、严冰儿（鲁兵）等都积极来稿，发表了

不少作品。香港儿童文学作家何紫就是读着《新儿童》长大

的，而且受其影响，成为扬名海内外的儿童文学作家，为孩子

创作了许多精美的儿童小说和童话。广东儿童文学作家王俊

康、饶远、李国伟等也都曾受到黄庆云的鼓励与扶持。

黄庆云还积极从事儿童文学世界性的交流，为传播中国

儿童文学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黄庆云毕业于中山大学，在

香港岭南大学接受过正规的儿童文学教育，也在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攻读过硕士学位，还在广西大学担任过儿童文学副教

授，与同代作家相比，她的文化水平和外语水平都很高，这也

为她的工作提供了方便。1984年，她担任国际笔会广州中

心副主席兼秘书长之后，每年都会编一本广东作家作品的英

译集，还选编了儿童文学作品的英译集，推介到国外。1986

年，她出席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国际笔会第48届大会，主持了

儿童文学小组的讨论，还以《中国儿童文学概况》为题发言，

讲稿发表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的世界儿童文学理论

批评杂志《狮子与独角兽》上。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儿童

文学论文第一次登上国际儿童文学权威杂志。此外，她还到

法国、墨西哥、委内瑞拉、日本等国参加儿童文学会议或者访

问讲学，传播中国儿童文学。

黄庆云从18岁开始发表作品，到98岁去世，从事儿童文

学创作80年，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创作遗产。她18岁时编辑

《新儿童》，后担任《少先队员》杂志总编辑，67岁参与创办《少

男少女》杂志，一生都在为他人做嫁衣裳。这种奉献精神是非

常珍贵的职业遗产。她从创作之初受到鲁迅的“救救孩子”

的感召，一直坚持“为了孩子”，这份爱心是她从五四儿童文

学先驱那里继承的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她在不同的时期

都坚持探索，不断创新，以孩子为本，追求儿童文学之美，这

是一份珍贵的艺术遗产。可以说，黄庆云身上是真正接续了

五四文学精神，尤其是接续了五四儿童文学先驱的文化血脉

与精神气质的。正是因为有了黄庆云这样的作家的接续与传

承，当代儿童文学才没有丢失现代儿童文学的启蒙精神和对

儿童的爱。

黄庆云的一生是儿童文学的一生，是为孩子的一生。她

始终如一，以童心和爱心执著地追求儿童文学，寻找栖息她心

灵的最佳的文学园地。

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重

大发展战略，一为保持港澳的长期繁

荣稳定，二为国家改革开放提供源源

不断的新动力。要落实此一国家发展

策略，不仅要促进粤港澳三地的经济

互利合作、基础设施互连互通、建立

一小时生活圈，还要推动人文交流、达

至民心相通，形成一个区域性文化共

同体。

粤港澳同属岭南文化的核心圈，

人相亲，习相近，心相通，同根同源，同

声同气，是一个自然的文化生态圈，有

天然的文化认同感和亲切感。由于历

史原因，港澳地区在相当长时间又受

英葡管治，与祖国母亲分隔了很长时

间，港澳文化产生了独特性，这种历史

文化的独特性，及其经济社会制度的

独特性，形成了今天的“一国两制”。

9月 5日，我在泛珠三角合作论坛

上提出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

的构思。我认为，文化共同体是经济

共同体建立的必要条件，是一种新的

身份认同构建。只有建立起共同的精

神家园，以文化纽带作为糅合剂和润

滑剂，以文化软实力淡化经济竞争色

彩，才能促成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

大融合。这个文化共同体的建设，需

要岭南文化的共通性与粤港澳文化发

展的独特性的有机结合，更需要文学

走在前面，因为文学的共通性和独特

性比较容易找到契合点、也是结合得

相对好的领域，是能够打动人心、沟通

情感、引起共鸣的一个文化领域。

从前，大广东(包括港、澳)的人都

说，广州城、香港地、澳门街，只分地域的大小，没有感情的

远近，都是一家人。这里有共同的传统、共同的民风民俗、

共同的社会实践、共同的话语、共同的故事。在改革开放

40年过程中，大家又走在一起，为国家发展共同奋斗，也有

许多共知共识的事件、事迹和故事值得文学家去书写、去讴

歌。在某种意义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形成是自然的，甚

至是必然的，只需要我们有这种意识并有一批有心人去搭

建平台、建立机制、顺势推动。

两年前在中国作协全委会上，我向深圳市作协主席李

兰妮提出了此一建议，兰妮也马上意识到此议可为，并快速

行动，在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联的支持下，去年12月

促成了第一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高峰会的召开。遗憾

的是，第一届高峰会准备较为仓促，内地9个城市作协或相

关人士与会的不多。今年第二届高峰会召开时，大家积极

参与，踊跃建策。为什么要 11个城市的作协都来，原因很

简单，就是需要11个城市都有共同的意愿、共同的意识，需

要整合大家的力量一起来推动，并逐渐形成共识和共同的

愿景、共同行动纲领，加快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建构。

经过两次高峰会，大家对建设协调机制和工作平台达

成了基本的共识：首先，建立9+2城市作协或文学团体的联

系会议，每年定期磋商大湾区文学发展的方向和战略，并同

时举办大湾区文学发展高峰会；条件成熟时，召开大湾区文

学专题研讨会；其次，促进 11个城市文学团体和文学家的

交流、互动、采风，促进城际文学深度合作；第三，建立大湾

区文学微信公众号，互通相关城市文学创作、文学活动信

息；第四，筹办大湾区文学杂志，或在国内著名文学报刊杂

志开辟专刊、专辑，塑造大湾区文学形象；第五，编辑大湾区

文学丛书，集结 11城文学家书写大湾区的作品，凝聚大湾

区作家的人气和力量；第六，设立大湾区文学奖，提升大湾

区文学创作水平，扩大大湾区文学的影响力；第七，创设大

湾区文学研究中心，以大学为依托，对大湾区的文学渊源、

文学史料、文学理论进行系统研究、整理和探索；第八，开办

大湾区青年作家研修班，由中国作协提供协助，邀请具有潜

力的粤港澳青年作家一起研修，既培养感情、建立友谊，又

提高创作水平；第九，设立大湾区文学高峰会常设秘书处，

协调11个城市的常规性交流合作。

坦率地说，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学发展状况与其经济发

展水平是不相符的，但是，粤港澳作为中国与西方世界交往

交流的前沿阵地，与西方的交流合作具有较大的便利性，也

较为西方所熟悉，较容易为西方理解，因此，只要我们先易

后难，逐步落实前述的9点共识，粤港澳文学不仅可以在交

流合作中快速发展，促进大湾区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还可以

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先锋队，为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

影响力贡献力量。这是新时代赋予粤港澳文学界的历史责

任，也是粤港澳文学界应有的理想、抱负、情怀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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