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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
建构中的中华文化基因建构中的中华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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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级城市群，系连粤港澳大湾区各城
市之间脉络依靠的是共同的中华文化基因。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
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
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
族的独特标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建
构，也应当重视中华文化基因的凝聚作用。作为
中华文化内部最小的信息单元和信息链路，中华
文化基因以连续性和稳定性表达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独特优势，以“日用而不觉”的方式传承着
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命
脉。共有的中华文化基因不仅为湾区人民增强认
同感提供精神动力，也为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建构
的必然性找到了内在依据。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
的文化基因识别与传承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首次于2017年
12月21日在深圳举行的第一届粤港澳大湾区文
学发展峰会上提出。大湾区文学共同体构想的提
出不仅有助于丰富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生态，更
重要的是，还将与大湾区整体建设肩负共同的使
命——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大
湾区城市群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
市作为核心引擎，引领周边九座城市协同发展。
因此，建构大湾区文学共同体也应以核心城市的
文学特性为着力点，遵循“以点带面”的规律，为粤
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发展成为中国文学与世界
文学互动交流的重要交汇点做好准备。

香港和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既重
要又特殊，港澳两地的原生文化与大湾区其他城
市无异，都是岭南地方文化的承袭者，流淌着中
国东南沿海特质的文化血脉，这种浓厚的地域文
化基因深切埋藏于城市的肌理，纵深而绵长。然
而因历史的偶然命中，港澳两地“被选择”改写了
命运，异质文化由此注入了原本单一而内向的文
化传承模式，并逐步形成了开放而混杂的次生文
化。虽然历史的选择一度让港澳两地失去了国
籍，但百年间与祖国的往来从未间断，香港和澳
门不仅作为内地与海外相当重要的资讯交汇
处，还在文化群体“南下”与“北上”的往来中始
终扮演着“第三空间”的角色。纵然开放而混
杂的次生文化为文化基因的识别带来一定难
度，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基因却始终根植于港
澳同胞的血脉中，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
基因一脉相承，从未断裂，由此为粤港澳大湾区
文学共同体的建构奠定了十分深厚的文化和情
感基础。

在“有序”及“失序”之间
若仅从香港、澳门的语言文字、风俗礼仪、地

方建筑等一系列外显的文化层面来看，中华文化
基因在港澳地区的传承从未间断，这些“外显的”
文化标识甚至较之内地的其他城市保存得更加完
好；而一旦触及到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
身份认同和审美倾向等更加“内隐的”文化层面，
这种差异就变得难以准确表述。

以香港为例，这座历来被视为拥有较强秩序
感的城市往往予人“文明有序”的印象，以往香港
也的确在诸多方面表现出了应有的秩序感。然而
在城市发展进程中香港“跳过”了一些必要的步
骤，引发了城市运转过程中某些方面的失衡。如
果单纯从文化的外显层面去考察，确实不易察觉，
而一旦真正深入到香港文化的内隐层次，“有序”
一词还能否继续为当下的香港文化特征而代言
呢？其实这种潜藏于内的“失序”，不仅是香港市
民对身份认同的困惑、焦虑甚至是逃避的外在体
现，也是以香港市民为典型的现代人丧失精神依
托从而盲目追逐物质成就的主要成因。虽然较为
隐蔽，但纵观当代香港文学短短的几十年历史，不
难发现其中对城市去向的密切关注以及对身份认
同的困惑始终贯穿。20世纪70年代，西西在小
说《我城》中发明了“城籍”和“国籍”的相对论；进
入80年代，香港本土作家们自觉展开了对香港回
归的大讨论，其中刘以鬯的《一九九七》、陈冠中的

《什么都没有发生》、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她
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荆》《寂寞云团》）、李碧华的
《胭脂扣》、黄碧云的《失城》、陶然的《天平》、梁锡
华的《头上一片云》、陈浩泉的《香港九七》、叶娓娜
的《长廊》以及白洛的《福地》等一系列小说，虽然
各怀迥异心态，所依不同立场，但却一致表达了对
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极度关切。除了小
说以外，诗歌、散文和剧作等不同文体也都陆续涌
入到这类主题的创作潮流中。这些作品反映出来
的已经不是个别香港人的偶然情绪，而是面向内
隐文化层次全面而持续的失序。香港总是因外
在的物质成就而备受瞩目，必然导致香港人缺
乏对内在精神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应有关注，于
是当重大历史事件来临，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
自身的精神空间时，自然会在短时间积聚各种
复杂情绪，焦虑与迷惘不乏其中，而最终这种内
隐的“失序”状态在香港文学场域中被充分地表
达出来。

对于香港来说，精神内蕴的隐性缺失与物质
成就的显性遮蔽之间犹如一道难以逾越的巨大裂
隙，导致被秩序井然的外在环境所长久掩盖的“精
神熵”逐渐浮现，为该地区失序状态随时升级埋下
了隐患。虽然历史造就的这种群体性的内在“失
序”无法避免，但值此背景所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

文学共同体的构想，正是以共同的中华文化基因
作为文化内隐层面的内驱力来弥平这种“精神熵”
的适时之举。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
的构想与实现

粤港澳大湾区共同体本身具有相对完整的地
域空间，有相对稳定数量的人口，有相对完善的设
施，也具备独有的文化与地域认同感，逐一符合

“言语共同体（社区）”五要素，可以被看作一个完
整的言语共同体。社会语言学家普遍认为，语言
是言语共同体内部进行沟通、形成认同的工具，同
时也是言语互动与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该结
果有助于言语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增进彼此更深
层次的情感认同。故由粤方言认同与粤方言书写
意义的追认路径出发，最终实现大湾区文学共同
体建构的愿景具有较为可行的理论依据，粤方言
与藉此产生的认同感遂成为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文
学共同体的重要维度。

一部分广东籍作家，尤其是当代香港作家热
衷于粤方言作品的书写与保护，他们或以粤方言
进行纯口语化的写作实验，或将大段的粤方言对
白引入文中。不难发现，粤方言入文其实并非当
代原创，由文言文、白话文、粤方言口语混合而作

的“三及第”混杂文体早在晚清时期就已风靡于粤
港地区，这类作品常见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广
州报纸。早期的粤方言入文，还有着文学作品从
口语载体转换为印刷文字载体的划时代意义，不
仅促进了粤方言地域文学创作的雅俗合流，更重
要的是为使用粤方言的读者们提供了阅读过程中
的便利，并借由这种便捷，粤方言所带来的认同感
再度得到强化。通过作家群体的不断坚持，“三
及第”文体由原先的文言文、白话文、粤方言口语
转换为现代汉语、粤方言口语和英语的组合方
式，使得这种跨语言写作模式沿用至今，无疑成
为了粤方言认同中一种常用的情感投射方式。
依照言语共同体（社区）的概念——在一定地理
范围内聚集的人群，彼此之间长期保持着互动的
关系，并且有一种心理认同，言语共同体（社区）
成员一般还具有相同的生活方式，共同体内部往
往还有一些公共的设施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
共同体”的建构也全面符合人群、互动、认同、生活
方式及言语设施等共同体建构的五要素，而坚持
将粤方言入文的书写行为，增加了“共同体”成员
内部的互动，也加深了彼此的心理认同感，即从现
实层面和理论层面分别印证了大湾区文学共同体
建构的可行性。

对粤方言书写重要性的追认，再度显示了粤
港澳地区文化基因的中国文化根性，将“语言”
从文学的想象园地中推及到现实的认同中来。
香港学者黄念欣在谈及粤方言书写的保护时也
认为，香港始终拥有广东地区这一众“里应外合
的兄弟”，这种观念不仅表达了深厚的同胞情怀，
还真实反映出大湾区内部成员间不仅已然形成
了对言语共同体的认同，而且开始自觉地应用和
维护共同体所拥有和使用的语言（方言），并将
其认定为共同体的符号性标识。肯定粤方言的
价值，并且重视相关的文学作品及其传播效用，
亦有助于增强大湾区内外中华文化认同感和凝
聚力。

最后，粤方言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
的“语言设施”，需要不断进行维护与完善，因此实
现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构建的又一项重要环
节，便是启动以粤方言为基本内容的相关著作、典
籍的收集、整理和修葺等系列工程，中华文化基因
也将在这些典籍和重要文献的修复与完善过程中
得以继续传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粤港澳大湾
区文学共同体的构建，是将粤港澳大湾区丰富的
内涵从文学、文化以及审美价值的维度向区位空
间有机延展，并且通过根植于文学乃至文化中的
中华文化基因来表达粤港澳大湾区共同体由内及
外的整体性意义，加之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特质，
被中华文化基因所标记的优秀的世界观、价值观、
审美观，也将会通过这个特殊的空间向外传递，从
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2019年底，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艾尤的
新著《在欲望与审美之间：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台湾女性小说的欲望书写》在北京大学出版
社出版。此书可以说是大陆第一部以女性文
学的欲望书写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述，它开
拓了性别研究的新视域，指出了女性文学批评
的新路向，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批
评方式，是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之一。

笔者曾经也做过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的课
题，并出版了《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新论》。不
过，《新论》的主旨在于梳理台湾女性主义文学
的发展脉络和当代台湾各种文学体裁中的女
性主义，对最能彰显女性主体意识、批判男权
文化机制的女性欲望书写没有进行深入研
究。艾尤的新作给予我很大的启示。

女性文学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
个重要面向，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分
支，作为其重镇之一的台湾女性文学，自然也
是中国女性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只有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
纳入中国女性文学这一研究视野，才能真正呈
现中国女性文学的多元格局和发展全貌。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新女性主义运动高涨，
大批女作家以欲望书写的方式表达女性作为

“人”的觉醒，并频获各种文学大奖，成为当时
台湾最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此著述正是以这
一重要文学现象为观察场域。

虽然台湾新女性主义小说研究在海峡两
岸及海外已成为一门显学，大家从各种角度入
手探讨，宏论迭出，精彩纷呈。同时，亦有学者
已经注意到了欲望书写在中国女性文学中这
一日益突出的重要文学现象。但是，中国女性
文学的研究似乎被限制在某种既定的模式
中。一直以来，学界对女性文学的研究都惯于从女性意
识的内涵及理论出发，分析其在创作中的发展演变或表
现特征，即便关注到了欲望书写，也惯于从“身体情欲”
的角度出发予以探讨研究。

此著述的独特贡献是，突破了将女作家的欲望书写
等同于“身体情欲”或“普泛欲望”的双重局限，指出了女
性文学研究的新路向。著者从性别理论出发，对相关概
念进行梳理辨析，认为“欲望出现时女性诉求与男性诉
求是有区别的，带女性特征的这类诉求就是女性欲望，
带男性特征的这类诉求就是男性欲望”，认为女作家的
欲望书写具有独特内涵，提出并厘定了“女性欲望”这一
概念。所谓“‘女性欲望’，就是指女性的自然欲望和社
会欲望，是女人作为人的一种欲望，包含了女性自我对
生存、安全、爱、自我实现等的一种本能以及文化的需
要，是女性特有的不同于男性欲望的欲望”。并进一步
提出，“只有女性意识觉醒了，女性才能意识到真正属于
自己的女性欲望，没有女性意识的觉醒，女人就不能意
识到仅属于自己的、女性的、特有的欲望。如果说女性
意识代表了女性人格的外在方面，那么深藏在女性意识
背后的女性欲望则包含了种种力量，这些力量乃是女性

行为背后的内驱力。”
著者选取了台湾女性小说最具代表性

的作家作品为阐释文本，从欲望追寻、欲望
解构、欲望越界三个层面，整体把握女性欲
望书写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美学建构。
纵观全书，一方面从宏观上展开论述，探讨
了女性欲望书写的历史沿革、社会语境、心
理成因和文化传承；另一方面从微观切入
分析，结合具体文本从身体文化、政治历
史、主体建构等维度入手，梳理了台湾女性
小说欲望书写从“私我”到“公我”再到“去
我”的整体轨势。此书既以女性对自己身
体欲望等“私我”境界的关注为基点，多层

面地阐释女性在自觉的欲望追寻中，身体自主理念所具
有的思想内涵和哲学意蕴；又关注女性在政治、历史等
公共话语空间的“公我”形象，从性别政治角度阐释女性
欲望书写如何解构男权话语关于政治、历史的寓言式言
说，并建构起女性话语的象征体系；同时还聚焦女性的
主体建构问题，对男权社会一直视为理所当然的性别差
异与权力关系进行反省，并通过性别/欲望流动的多元

“去我”书写策略，藉此反叛并颠覆了传统男性话语中心
的欲望规范和性别话语体系。此书不仅勾勒出了一幅
台湾女性小说欲望书写的生成、流变图景,还将女性文
学的欲望书写研究从“私领域”拓展到了“公领域”。

这种写作策略，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交融，独到见
解与生花妙笔相映，既脉络清晰又血肉丰盈，时见智慧
的闪光，没有概念游戏的枯窘、引文堆砌的累赘。此著
述通过细腻的文本分析，展示了女性欲望书写的思想特
征和艺术特征，既赞扬其优长，也不避讳其局限性，而是
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女性文学中的欲望书写现象。一方
面，著者肯定了女性欲望书写中应该肯定的新事物、新
质素；另一方面也对其缺失与不足给予实事求是地批
评。例如著者认为，如果说朱天文的小说文本还具有美

学意义上的“颓废的美感”的话，那么在陈雪、洪凌等“酷
儿派”的文本中，“颓废的美感”已经蜕变成生理意义上
的“感官快感”，而这将导致女性欲望书写走向彻底迎合
消费社会阅读趣味的“媚俗式”写作，并从审美的角度，
仅建构在女性身体美学基础上的女性欲望书写，虽然为
女性提供了一条回归自我、寻求生命本真的重要途径，
但是若过于局限从生物性角度描述身体，无形中为男性
营造了一个窥视女性欲望的空间，使女性书写成为男性
欲望消费的对象。

一切有生命的文学论著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
文本出发。女性欲望书写所涉及的女性批评和文化批
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界面，此著述所含的新历史主义、
精神分析理论、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等，更是繁复难
懂，想必著者一定是进行了非常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建
构，才能够阐释清楚其所使用的学术名词、术语、概念,
以及其所表述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但是这种理论
的探讨并非是此书的主体，而是著者笔下的一种工具，
其主体则是她使用这种工具去分析代表作家李昂、平
路、苏伟贞、朱天文、邱妙津、陈雪、洪凌等人的小说文
本，通过对文本丝丝入扣的分析，由此产生了自己的真
知灼见和独到发现，并形成了自己的女性欲望研究理
论，这才是此著述的灵魂。最值得称道的是，此著述并
不是简单地将诸多女性欲望小说并而论之，进行作家作
品亦或文学现象研究，而是从女性立场、女性主义视角
出发，将文本研究上升到新的理论探索层面。

这部新著既对接了学术前沿的热点话题，具有创新
价值，又体现了研究视野的丰富性，具有学术价值，同时
还联结了女性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系列重要
问题，具有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当下女性文
学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思考并探索女性文学及其研究
发展的新动向，是研究者无法规避的核心议题。女性文
学研究其本质是关于“人”的研究，因此挖掘被掩盖的女
性生命真相是其重要使命，这使得女性欲望书写成为女
性文学及其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目前的中国女性文
学著作中，女性欲望书写研究基本处于一种缺位的尴尬
状态。另一方面，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纳入中国当
代文学研究中，现今已成为学界的一个重要趋势。尽管
在当前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中，台湾女性文学的边缘
化状态已有所改变，但大陆的相关研究成果却寥若晨
星，因此对台湾女性文学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已迫
在眉睫。此著述不仅填补了中国女性文学中女性欲望
书写研究的缺位，还有利于台湾女性文学突破目前的
文学格局，融入到中国女性文学及中国当代文学中，从
而把两岸及港澳文学的整合研究落到实处，这对于完善
和推动中国女性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
意义。

综上所述，艾尤的研究有特色与深度，许多论述富
有独到眼光和识见，显示了其在女性文学研究上的独
特视域和造诣，不仅对内地的女性文学研究具有启发
性意义，还建构了女性文学研究的新话语。总之，《在
欲望与审美之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女性小说的
欲望书写》是一部有见地、有文采、有个性、有深度、有
广度的力作。无论在文学、审美亦或文化层面，此著述
都是研究台湾女性文学不可忽视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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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长篇小说《猴杯》由后浪出版
公司出版。

张贵兴是马华文学重量级作家，
他的文字密实华丽、浸淫漫漶，在港台
及海外华文严肃文学创作者中，像他
一样对于文本细节极致雕琢，又能驾
驭宏大长篇故事的华文小说写作者，
屈指可数。

《猴杯》是张贵兴继《赛莲之歌》《群
象》两部小说之后，“雨林三部曲”（黄锦
树语）的终章，也是他的生涯代表作。
他以故乡风物为背景、以魔幻现实的笔
调书写家族史，在极尽曲折的四代情仇
之下，《猴杯》令人惊艳的，应是其浓墨
重彩描绘的雨林意象、华丽文字将暴
力、情欲投射在犀牛、蜥蜴、猴子、猪笼
草、丝绵树……种种野兽草木之中，超
越历史与现实，打造出了一个狂野暴虐的传奇舞台。

《猴杯》的时空背景位于20世纪的马来西亚砂拉越，涉及华人离开故土、
身处“异国”的离散情绪。但在张贵兴笔下，汉字的运用不拘于“中州正韵”
的规范，而是将故乡的“贫乏”，幻化转写成奇诡魔性的一片天地，与身处“中
心”的大陆、台湾华文书写相对照，相映成趣，颇能开拓读者对于华文创作的
眼界。 （宋 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