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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以下简称大湾

区文学）概念的提出乃是粤港澳大湾区这
一经济规划概念推动的产物。大湾区文学
概念的提出包含了这样的预设：一个区域
的经济繁荣离不开文化所缔结的认同共同
体的助力。这种预设某种意义上为所有参
与者提出了一个深刻而艰难的价值命题，
即文学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担负起建设作为
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的任务。全球化、
地球村的时代，文学如何在具有多种文化
类型和多元社会制度的区域中建构起一种
勾连你我他的身份认同，这可能是这个概
念更深层的使命。

讨论大湾区文学，有两种基本路径：一
种面对现实和历史，一种则面向未来和可
能。所谓面向现实和历史，是指对大湾区所
属空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现实和历史梳理、
文化概括和精神提炼。这是一种面对存量
进行工作的思路，它使粤港澳三地的文学
现象和历史文脉得到全面的检视，从而为
三地文化同脉同源做出论证，为三地文化
更紧密融合寻找契机。这种工作当然是必
要的，但从根本上它并不创造增量。因为在
没有大湾区文学概念之前，分别基于粤、
港、澳的现实和历史梳理并非没有，假如在
大湾区文学框架中，仅仅是将以往三地的
文学存量做加法，在某种意义上浪费了这
一概念应有的未来性文化潜能。在我看来，讨论大湾区
文学，不能忽视其面向未来的维度。所谓面向未来和可
能，是指对大湾区的界定，不仅着眼于区域历史文化，
更关注技术迭代和时代新变赋予大湾区的新质，以对文
明转型的预判，把握大湾区将为中国当代文学创造的前
所未有的“可能性”。如此，作为增量的大湾区文学才具
有更加建设性的意义。

应关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所提供的独特文学经验：
其一是独特的“新城市文学”经验。大湾区不是一

般的城市群，而是最具高新科技含量的城市群。所以，
大湾区贡献的城市文学经验，不是传统的城市文学经
验，而是一种带着未来性的新城市经验。只有从“新城
市文学”视野来提炼大湾区的文学经验，方能彰显其独
特性。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学正在发生崭新转型，科技使
人类的生活及赖以信仰的价值话语正在发生巨大变
化。香港是全球著名的金融中心；深圳则汇聚了中国最
多的高新科技公司，科技新变与人类未来生活的可能
性。这些经验既是人类未来将共同面对，并正引起热议
的话题，也是最具“大湾区性”的文学经验。

其二是高速城市化过程中独特的中国新工人文学
经验。作为大湾区重要组成部分的东莞、深圳、佛山等
广大珠三角地区在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发展中，催生了
与之匹配的新工人文学经验或新移民文学经验。这是
在世界文学视野中最具辨析度的中国文学经验，这些
经验正来自于大湾区。

其三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汇下中国与世界文学的
融合经验。大湾区必然追求一种具有自主性的文化，但
大湾区也坚持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文化襟怀。大湾区与
其他区域不同就在于它是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桥头堡，
大湾区的天然属性就是开放和创造。大湾区是一个面向
未来、面向创造而做出的规划，所以敢于在融合中创造
便是大湾区文化的内在基因。大湾区文学这一必须以实
践来充实的概念，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召唤在于，有效
地建立一种自我与他者、本土与世界的平衡和循环。

二
下面将从交融互嵌来观察21世纪以来的粤港澳

大湾区文学，视野及篇幅所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不
过是提供一孔之见。

城市经验无疑是大湾区文学最核心的经验之一，
但城市经验并不同质，城市有多张面孔。在漫长的封建
社会，就一直有城的存在。这是一种有根之城，它维系
着一个城市与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关联。城市的另一副
面孔是都会，作为高科技巨型都会的“新城市”却是去
根性、同质化，景观化的。纵横交错的高速交通网络，无

处不在的镜面摩天大楼，行色匆匆、衣着妆
容千篇一律的都市白领……这是“新城市”
大同小异的面孔。城市的第三副面孔是底
层，那些从农村进城者的烦恼与泪水、梦想
与奋斗，正是中国现代化景观的重要构成，
不能被城市排除在外。在我看来，大湾区文
学的城市书写颇有意思地呈现了不同的城
市“内面”和城市想象。

大湾区的城市书写内部同样是交融互
通的。香港作家刘以鬯、西西、黄碧云、陈冠
中、董启章等几代作家对大湾区其他作家
的影响甚巨；有趣的是，葛亮、周洁茹等从
中国大陆出道的作家，也充实了香港文学
的城市书写。大湾区的城市书写是多彩的：
西西《我城》《飞毡》的后现代城市书写启发
了几代大陆读者；张欣《对面是何人》《千万
与春住》书写都会之女性的精神历程和难
题；邓一光的“深圳三部曲”（《深圳在北纬
22o27'—22o52'》《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深
圳蓝》）在现代城堡中想象人的出路，人们
得以从中辨认城市诗学的内在秘密以及城
市书写的文学伦理；魏微的笔下虽无多少
城市景观，但她写城市男女情事中的挣扎
和尊严，她写情爱纠葛中的伤害与原谅，以
同情为文学伦理，以同情为城市疗伤；王威
廉是一个感受城市新变，以城市为对象，也
以城市为方法的作家，他探讨文明转型期
的城市裂变，用历史和未来的目光去眺望；
黄金明则以胶囊公寓、人造天空、人造宇

宙、逆进化的人等异化想象，探询未来城市的可能裂
变；蔡东的《星辰书》既写城的困境，也写人的光芒……
事实上，谈论大湾区文学要求一种尊重整体和差异的
辩证眼光。对整体性的强调不应抹平个体的差异，对差
异的尊重也不意味着放弃对整体观照的追求。

三

乡土或望乡同样是大湾区文学的重要面向。乡土
并非被现代化彻底淘汰的生活方式，乡土同样是现代
性的重要构成。现代之城有多焦虑，望向乡土的表情就
有多复杂。熊育群的《连尔居》书写了“现代”对乡人构成
了的惊骇和诱惑，关注“现代”渗透和改写“乡土”的过
程，以有根的语言追问现代性语境下的精神根系问题。
鲍十在广州望东北，《东北风情写生集》关怀女性、弱者
以及历史河流中那些微如草芥者的命运，既有历史、传
说、民俗等恒常的东西，也有外面世界侵蚀，乡土将逝
的现代性感慨。同样，周洁茹也在香港望故乡。写很多
有关家乡饮食的散文，似口腹之乐，实乡关之情。陈继
明的《平安批》既是历史题材，也是乡土题材。平安批不
仅是一种家书及邮汇凭证，更是海外游子与故土家国精
神连结的信物，是中华文化向心性、主体性的投射。这是
一种家国化的乡土。厚圃的《拖神》书写潮汕族群向海
而生、一往无前的精神伟力，此种族群精神同样也是
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厚圃召唤“拖神”精
神，有类于尼采召唤酒神精神，都是为现代和当代转
型中的民族灵魂凝神聚力。陈崇正也擅长乡土题材，
他惯于将故事和人物“栽种在一个叫半步村的虚构之
地”，形成了一种文学地理与民族寓言映照的审美效果。
其长篇小说《美人城》前部乡土而下部科幻。“美人城”从
上世纪80年代乡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实体空间变成
一个带有强烈体验性的拟真游戏空间，其间也寄托了
作者对于人类的生与死、过去与未来、时间与空间的宏
大思虑。这种充满未来性的思考绝不是偶然的，它正是
大湾区生活经验的结果。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描述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我认
为应该是蓝。蓝是海洋的颜色，也是天空的颜色；蓝是
宁静的颜色，也是环保的颜色；蓝是科技的颜色，也是
未来的颜色；蓝既是对大湾区地理的一种写实，也是人
们对更美好未来的一种愿景。假如说有一种“湾区蓝”
的话，它不是一元，而是斑斓。追寻粤港澳大湾区文学，
其实质可能就是眺望一种更高的蓝。对于“大湾区文
学”，我的基本看法是：面对历史研究，面对未来写作。
对文学而言，沉淀在历史中的审美传统必须尊重，但只
有面向未来的才能创制新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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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崭新的文化认同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罗代尔将历史时间分为长、

中、短三种时段，并以“结构”“局势”“事件”作为相对应的关键词，他
们的研究模式被称为“地理历史结构主义”，这提醒我们：过往对历
史的认知和判断往往囿于各种“短时段”的“事件”；而影响历史“长
时段”发展趋势的是隐没于日常生活的深层结构。最近读到茅盾文
学奖得主刘斯奋和批评家林岗的对话《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两位
对话者高屋建瓴，从历史、思想、文化、艺术、审美、创新等诸多角度
娓娓道来，反思我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指出当今要建构崭新
的文化认同，必须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

广东的饮食文化很早就闻名天下，明末清初，诗人屈大均在《广
东新语》里记载：“天下所有食货，粤地几尽有之，粤地所有之食货，
天下未必尽也。”中西交流给广东带来了新食物和新方法，食物及做
法的多样性决定了饮食文化可能的高度，“地理大发现”给人、物的
大量流动带来契机。从“长时段”来看，“湾区”是“地理历史结构”的
产物。从全球史来看，16世纪西方经由“湾区”发现中国；1840年鸦
片战争是从“湾区”开始的（港、澳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是“短时
段”“事件”的结果）；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南方谈话，也是
从“湾区”开始的；湾区建设的奇迹为现代化叙事吹响了号角，激励
我们探索智能时代的发展之道。

比具体的器物、有形的繁华更为重要的是内在的文化信念和无
形的历史想象。日本福泽渝吉提倡的“脱亚入欧”和我国知识分子

“五四”前后呼吁的“全盘西化”，都包含着一种进步与落后二元对立
的思维模式。如今面对一种新的智能文明，到了需要重新反思和检
校的时刻。古话说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善于汲取教训，从他者
文化中学习是印刻在我们民族基因中生生不息的智慧。“走出鸦片
战争的阴影”系列对话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梳理历史，指出现代性
亦有不同范式。我们应避开“单行道”的思维盲区，根据具体国情和
自身的文化传统，探索独特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微信公众号、自媒体
的转载使此对话广为传播，话题仍在持续发酵。

大湾区，新时代
改革开放将我国带入了现代化的新赛道，给整个国家注入了新

鲜的活力。作为海上中西交流的要塞，粤港澳大湾区更是获得非凡
的发展能量，经济、科技、文化彼此借力，比翼齐飞。大湾区文化一直
处在不断摩擦生热、互渗融通、成长更新的过程中，吸引了各个领域
的人才。

由具有与中原阻隔意义的岭南升华到真正有“面朝大海”而向
世界开放的湾区，文学亦凭此东风扬帆起航。迈克·克朗在《文化地
理学》中指出，“描写地区体验的文学意义以及写地区意义的文学均
是文化生成和消亡过程中的一部分……它们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空间被赋予意义的时刻。”粤港澳大湾区融为一体也将为文学提供
新契机，文学创作、文学刊物与出版、文学评论、文学教育乃至整个
文学生活都可能脱胎换骨，蔚然可观。湾区不仅为女性提供新职业，
更为女性提供新生活，生产新思想、新价值。张欣的《黎曼猜想》《狐
步杀》和《千万与春住》等作品弥漫着浓郁的南国都市气息，塑造了
一批独立、自强、自信的创业女性。彤子的《生活在高处》记录建筑女
工“高处”的生活，彰显劳动女性的尊严。蔡东笔下的女性渴望拥有
丰盈的自我。今天男女平等有通过共同提高来实现的可能。

张欣、鲍十、董启章、邓一光、杨争光、南翔、艾云、杨克、熊育群、
詹谷丰、江冰等资深作家一直笔耕不辍，随时张开感官领略大湾区
日新月异的变化，书写与时代共振的作品。鲍十的“岛叙事”系列显
然是这位来自东北平原的作家对海洋文明的思考结晶。广州作为广
东的省会城市和湾区文化的领头羊，其低调、务实、包容吸引了王威
廉、郭爽、冯娜、陈崇正、皮佳佳、梁宝星等一大批青年文艺工作者，
湾区文化将形成新的凝聚力。人才在大湾区内部的流动也是值得留
心的风景，比如盛可以、庞贝、黄灯等，他们都为湾区文化刻画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已成为现象级图书，成为非
虚构代表之作，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青年作家葛亮、周洁茹定居香
港，香港很多年轻学子到内地求学写作，这种双向流动会丰富香港
文学的叙事维度。葛亮一只眼盯着香港，另一只眼回望六朝古都南
京。新作《燕食记》致力于以饮食文化为切口窥探湾区文化的底部，
这块有着千年商业交流史的土地深处流传的秘密，经由美食承载的
家国情怀得以敞亮。“民以食为天”再次提醒我们反思物质与精神的
辩证关系，以及文化与生活的唇齿相依的关系。

深圳的城市气质以高科技、高效率、高素质著称，“来了就是深
圳人”吸引着全球来客。深圳文学历史不长，曾与打工文学、底层文
学、城市文学等符号短暂地联系在一起，今天，深圳文学飞速迭代，
展现出前沿性和未来性。

邓一光南来之后不断地发现深圳、书写深圳，他将深圳二字镶
嵌在小说标题中，将深圳作为叙事地标凸显于字里行间，将深圳独
特的魅力传递给无数读者。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超越深圳，
将目光投向1941年的香港保卫战，通过讲述郁漱石被日军俘虏之
后，在位于燊岛丛林中的D战俘营度过的囚禁生活，展现民族国家
的艰难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年前这场艰苦卓绝的保卫战蕴含
着这片土地的未来。吴君的《皇后大道》《万福》等作品堪称深圳与香
港的“双城记”，对香港的关注使她的书写获得了特别的视角和叙述
空间。虽为南下作家，但吴君有积极的在地意识，《亲爱的深圳》犹如
内心的宣言，与众不同的获得感、融入感让她吸收源源不绝的写作
资源。旧海棠的写作提醒我们深圳文学与内地广阔而错综的精神关
联，新生从剧痛中来。自传体长篇小说《消失的名字》中，“我”娘家所
经历的接二连三的悲剧不仅打击着上了年纪的父母，也深深地刺激
着“我”以及现在的家庭关系。最古老的内地乡村和最耀眼的大湾区

就是这样血脉相连，彼此相依。从较早的《绿皮车》《老桂家的鱼》起，
南翔就对小人物的命运倾注着同情和怜惜。新作《伯爵猫》以经典的

“横截面”结构短篇，以疫情期间“伯爵猫”书店关闭前举行的告别晚
会来表达作家的忧思与愿景。文尾“伯爵猫”三个字重新亮起。在智
能文明与传统印刷文明的残酷竞争中，实体书店倒闭的命运不可避
免，但书店曾经存在的温馨将长久地存留在读者的记忆中，而且阅
读始终会给人类带来光亮，不过是换一种形式。

未来视野与人文观的升级迭代
乡土文学大多是忆旧的、怀乡的，通往故乡、童年和“乡土中

国”。而城市文学向前看，思考人类的未来，思考时代重大命题。经由
王十月、盛可以、郑小琼、塞壬等作家的努力，打工文学不断升级，大
湾区收纳了异乡人的“乡愁”，以新奇、忙碌、快节奏的职业生活让他
们慢慢建立起此在认同。盛慧的《闯广东》、厚圃的《拖神》、林棹的
《潮汐图》、莫华杰的《春潮》等长篇共同见证了大湾区的成长。路魆
的《夜叉渡河》颇具实验精神；皮佳佳的《庭前谁种芭蕉树》、马拉的
《沈先生字复观》则具有古典气质。陈再见的《马戏团即将到来》向诗
化一脉努力。林培源的《灰地》写到一位哈尔滨手艺人背井离乡来到
南方，一北一南巨大的地域差异形成审美上的张力，两种截然不同
的性格相撞击，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微妙和冲突，身份认同的难
度得以凸显。陈崇正的近作关注抗疫，《开窗》实写主人公勇敢地打
开心窗，虚写为读者打开的非洲之窗。对非洲我们是非常陌生的，我
们讨论的西方可以简化为欧美，被遗忘的非洲同样是全球化的一
维，是我们的镜像。实际上，19世纪就有华工被贩卖到非洲的种植园
工作，江门碉楼存有早期华工屈辱的照片，这是被动全球化带来的
痛苦。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心平气和地与这种悠长的历史进程对话，
就会深度理解全球化，重新理解现代中国。马拉的《沈先生字复观》
将当今日本科学家的寻根之旅与当年伶仃洋上的海盗、倭寇、当局
及洋船的对抗联系起来。历史不可追，但旧式生活中崇尚读书、崇尚
气节的士文化传统依然闪闪发光。

王威廉的作品以哲思见长，《野未来》等近作借鉴了科幻小说的
成果，《你的目光》以开眼镜店的男子追求眼镜设计师的故事来承载
大湾区的过去和前景。眼镜在小说中既是道具，也是隐喻，借助高科
技、时尚化的眼镜我们可以凝望未来、期待光明；借助“黑夜给了我
黑色的眼睛”等诗句抵达掩藏最深的自我。

蔡东在改写我们对现代都市的刻板印象——冷漠，她在孤独、
冷漠之下发现了温暖、温情，对打工文学进行升级改造，将现实的苦
难藏到冰山之下。新作《月光下》尝试着表达一种崭新的都市观和人
文观，忧伤而温暖的情感弥漫其间。小姨和“我”兜兜转转相逢于深
圳，小姨身上凝聚着“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生活十分沧桑，曲折艰
难中依然有一种乐观、体贴。蔡东过滤掉大起大落的激荡，摒弃廉价
的抒情，慢慢敞开心扉去贴近劳动者的自尊、从容和美好。

集中阅读青年作家的作品，能够感受到南方写作的新质：开阔
的叙事视野。如果说用“全球视野”过于大，至少有一个对比性、超越
性的视野和空间，有助于凸显文化的杂糅性。

庞贝的新作《乌江引》以郑重的态度重述红军长征途中突破乌
江的转折史，作家为此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爬梳多种史料，并借鉴
非虚构的写作方法重构历史忧伤和传奇想象。史实与虚构之间的博
弈构成一种巨大的张力。庞贝以虚构的智慧复活了一个智慧的群
体，大写“破译三杰”的智慧，“狭路相逢勇者胜”，谋略和勇气需比翼
齐飞，赫赫有名的英雄和默默奉献的智者一道谱写辉煌的新篇。张
况的章回体历史小说《赵佗归汉》（五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俱备，
可以视为湾区（岭南）前史。

话剧《深海》以“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故事原型，讲述波澜
壮阔的“深海”中核潜艇研发团队默默奉献的爱国精神。《大道》见证
了中国电讯零的突破，从无至有，再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
艰难蜕变以及整个民族国家的万千变化。“大道”既指主角尤道生的
人生大道，也指民族国家的历史大道，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从
闭塞的农业文明到开放的海洋文明……不同的文艺形式合力谱写
了一个具有前瞻性、丰富性、开放性的大湾区。

历史学家赫拉利在他的“简史系列”中指出：人类发展的总趋势
是全球化。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依据。无论当前有多
少逆全球化的举动，大自然安排的疫情抑或人为挑起的战争都无法
逆转这种大趋势。湾区战略恰逢其时，共同的地缘、方言、文化“积
淀”而成的湾区想象将弥合“中时段”的制度差异，乘风破浪，“大鹏
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我们所理解的“湾区” □申霞艳

从从““长时段长时段””来看来看，，““湾区湾区””是是““地理历地理历
史结构史结构””的产物的产物。。从全球史来看从全球史来看，，1616世纪西世纪西
方经由方经由““湾区湾区””发现中国发现中国；；18401840年鸦片战争年鸦片战争
是从是从““湾区湾区””开始的开始的（（港港、、澳成为澳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
殖民地殖民地””是是““短时段短时段”“”“事件事件””的结果的结果）；）；2020世世
纪八九十年代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南方谈话南方谈话，，也是也是
从从““湾区湾区””开始的开始的；；湾区建设的奇迹为现代湾区建设的奇迹为现代
化叙事吹响了号角化叙事吹响了号角，，激励我们探索智能时激励我们探索智能时
代的发展之道代的发展之道。。湾区战略恰逢其时湾区战略恰逢其时，，共同共同
的地缘的地缘、、方言方言、、文化文化““积淀积淀””而成的湾区想而成的湾区想
象将弥合象将弥合““中时段中时段””的制度差异的制度差异，，乘风破乘风破
浪浪，，““大鹏一日同风起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扶摇直上九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