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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总结澳门的文学及演艺评论创作成果，保存澳门文化资料，进一步推
动澳门文学及演艺文化的发展，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澳门基金
会、澳门笔会联合出版的《2017年度澳门文学作品选》及《2015-2017年度澳
门演艺评论选》于11月17日在澳门举行新书发行仪式。澳门基金会行政委
员会主席吴志良，文化局局长穆欣欣，澳门笔会会长李观鼎、理事长汤梅笑，
《2017年度澳门文学作品选》主编廖子馨、黄坤尧，以及数十位作者参加发
行仪式。

《2017年度澳门文学作品选》由廖子馨、吴淑钿、卢杰桦、黄坤尧四位澳
门作家选编，以精选为原则，涵盖小说、散文、新诗、诗词四大文体，共收录
69位作者的15篇小说、30篇散文、20首新诗及40首诗词。《2015-2017年度
澳门演艺评论选》由评论人周凡夫及莫兆忠主编，其中“本地作者卷”共收录
评论58篇、“外地作者卷”共收录评论26篇。主编之一黄坤尧在新书发行仪
式上介绍2017年的编选情况时称，两书的整体水平均比往年提升，佳作颇
丰。

吴志良在致辞中表示，文学是澳门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之一，近年澳门的
文学工作者已开始注意到这种鲜明的特质，并着力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出
这种特质。经过台风“天鸽”后，这种特质更为明显，《2017年度澳门文学作
品选》收录的作品中，不少就体现出这种特质。与文学作品一样，演艺作品
也是澳门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之一，过去三年澳门演艺界人士基于本地乃至
外地视角，本着对澳门社会的关怀，创作出很多作品。收录在《2015-2017
年度澳门演艺评论选》的作品，既充分吸收中西方的文化养分，又在舞台上
沛然释放澳门文化的活跃力量。吴志良同时提出构建大湾区文学的设想，
希望澳门文学工作者可以参与构建大湾区文学，彰显澳门的人文价值。

文化局局长穆欣欣致辞时说，近年来，年度文选的投稿量一直在增加，
过去多年的文选既展现出澳门文学创作和演艺评论的累累硕果，也反映出
澳门作家的创作实力。为提高年度文选的受认可性和精选性，主办方和编
委会一致认为有必要精益求精，以呈现澳门文学及演艺评论的最佳面貌，不
忘年度文选筛选精品的初衷。她表示，澳门文化局也会一如既往，在力所能
及的情况下积极与各民间社团合作，协助澳门作者，共同努力推进澳门文学
创作和演艺评论向前发展。

澳门笔会会长李观鼎说，年度文选和年度演绎评论选的出版有赖各位
作者的支持和配合，澳门笔会也将持续优化征稿工作，务求使年度文选以最
佳状态和读者见面，提升澳门文学和澳门演艺评论的影响力。同时，李观鼎
也响应了构建大湾区文学的想法，认为澳门文学必先做大做强，为大湾区文
学建设建立支撑点。 （奥 文）

《2017年度澳门文学作品选》

《2015-2017年度澳门演艺评论选》发布

■链 接

要在众多作品中选出年度散文作品，尽管仍由食材决定餐单，但各款美

食加起来，俨然能撑起一间饭店的门面与格局，且自成餐饮系统，不会出现

中式酒楼供应西班牙海鲜饭，或西餐厅卖霸王鸭的不和谐现象，总是可观。

近年来，澳门散文作品风格不同，抒写层次有别，文心不约而同地拥抱“我

城”，在年选中自成面目。

书写城市其实是困难的。文学这回事，不是你想写什么就是什么，而是

要看写出来的东西表现了什么。文学是表现的，在作者、作品、读者和世界

的互涉关系中，构成文学本质的各元素都绝不单纯。一花一世界。“神思方

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文心雕龙·神思》）由虚到实，由无到

有，运作过程中，体现着作者的阅读修养、语言驾驭能力、对生命和世界的感

受、秉持的人生价值观等等。因此，一篇散文的亮点，往往不是直露文字表

面的材料，而是经创作提炼的结晶。杜甫说：“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

凄凉。”原先只想抒发一下乡愁罢了，不意创作却让眼前的孤寂冷落现形，好

的文学作品必能辐射多义。创作有安顿生命的功能。城市是人们安身立命

的所在，如何书写城市？袁绍珊说，要有开阔的眼界，然后以独特的眼光回

望“我城”。她呼唤创作的培养（《哈瓦那：文学是永不过时的城市文宣》）。

城市创作的培养，也是人文素养的基地，关乎民众的视野与胸襟，终将本利

归还，一定不会让一场台风“打回自卑的原型”（谭健锹《“天鸽”下的澳门》），

的确值得投资。

理论硬邦邦。2017年，台风“天鸽”无疑是最瞩目的社会课题，不少作者

积极流露由文学社会功能出发的创作动机。书写方式则别具个性。有人现

场报道（乔捷《澳门关机》）；有人伤感于“虚张声势的浮华”被扫落得支离破

碎，质疑城市的脆弱，呼唤危机的觉醒（谭健锹《“天鸽”下的澳门》）；有人从

环保作反思，主张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尊重自然规律（刘居上《For

Save》）；有人自灾后松山的断木新枝看见重生的希望（雅耶《“维纳斯”的秋

天》）。作者们自风灾中汲取创作的养分，不平而鸣，蚌吐明珠。

如果“天鸽”是凝重的主菜，则回忆与亲情的写作主题是浓浓的热

汤，头盘的素材一般较清新爽脆：写日常、写饮食、写旅游、写人物；

林中英《软软硬硬的一堆笔名》活气充盈，在副刊写作的自我训练和提升

中，个体的生命史与职场的专业史以至本城的报业史互相渗透，读罢可以

带着一种理解的心情，宽心品尝为城市把脉的主菜，反正吃的终曲总有精

巧的甜品抚慰味蕾，如咏叹人生聚散、岁月今昔或浪漫爱情等。最后捧着

压轴的咖啡，还可以殷殷共话，细说这脚下濠镜，虽无京城的大气，也

是个无可替代的小城：有历史可发现、有书店可流连、有好戏可观赏，有

才有趣的朋友可常对谈（穆欣欣《写给雾霾北京的最后一封情书》），我

们不是早拥抱着这些了？

散文：不约而同
拥抱我城

□吴淑钿

近年来，澳门涌现出众多诗人和诗歌作品，各具特色。

书写爱情，诗歌是一个很好的载体。谭俊莹将爱情写

成《新娘的耳针》，将斑马线的两端联想成耳珠，途人则被

想象成点缀的耳针，以黑白隐喻未来生活的明暗不定，写

得很别致。常人说，爱情是盲目的，袁绍珊写的《带一个盲

人游拙政园》，干脆比喻爱情“全盛时代”的恋人为盲人，

而盲目的原因只有一个——“在爱的世界里无一例外我

们都瞎了”，而爱的程度达到“万有引力失去作用”，这里

还有爱的宣言“爱是永夜永昼的月球漫步”。读绍珊的诗，

总会遇到繁花般的意象和诗句，令人为之惊艳。关少曦的

《牛熊恋曲》，将金融术语引入爱情诗，喻意恋情的变化不

定，“云睡了/你醒来便是一道风景”，别具新意。

除却爱情，居住在城市里而具独特观察力的诗人，总

会书写城市生活里的众生，包括自己对生活的感受。邢悦

与谭健锹在相近的街区里，诗意发生踫撞，邢悦写的《医

院》将四个男病人的交谈与下课后小孩子的歌声相交并

置，以秋千荡漾出“岁月”的无奈感；谭健锹走过医院附近

的新胜街，则听到了“街头医院 街尾坟场/走过这段路/

也走过了一辈子”的嘤嘤之鸣。穆欣欣《短歌》里的《一座

以灰为底的城市》书写曾居住过的城市，诗歌里以天空之

灰色与美好生活事物、声音做对比，色泽鲜明，声音锵然，

闲适的生活令作者无限依恋，为城市雾霾之疚作出平反，

另外的《芒种》《小雪》，读来感人至深。城市生活狭隘而呆

板，令人难以喘息，雪堇将浪漫的“旋转木马”书写成游客

对澳门无日无之的攻占，华丽的经济数字背后是“我们早

就奉上时钟的指针/任其摆弄”的牺牲，旋转木马的美好

想象在这城市里已荡然无存。对于挣脱捆绑“谁都不敢逮

住你”，诗人前辈淘空了有如此气度，他的诗句如惊雷：

“喜在天幕写草书 像闪电”（《我酷爱自由》），当然这种

能力也需要生活的多番锤炼。海芸和乔捷断定了城市乱

象的因由，“我们都病了”（海芸《八月的天鸽》），一连四句

打破了莲花宝地神灵护佑的迷思，智慧城市抵受不了天

灾的冲击，越来越虚拟化的时代（大数据）面对自然界的

具体和直接显得不堪一击。乔捷把城市人的性格和人际关系比喻成电子媒

体中的乱码，“我喜欢大城市/只是怕无聊/我喜欢小城市/讨厌长途跋涉/

我想亲亲大自然/其实只是怕死”，透视了城市生活中人性本质的异化。

九叶派诗人郑敏曾提出“诗歌与哲学是近邻”，诗人在想象和思考时俨

然是一名哲学家，他们只是以诗意的文字去除哲学的苦涩味，哲性的思维

则赋予诗歌以隽永。诗人的思考能达至生命的内核，从而抒发感悟。“菩提

是一种/往内成长的种子”（凌谷《一梦一菩提》）。菩提就是智慧、顿悟、觉

悟，“爱/才是最古老的/核战争”，有一种摒弃情欲才可得到大智慧的思考。

人的一生从起始到终结，就是一种感悟生死的历程，随着年岁渐渐增长，看

一花一草皆心有所感。梯亚的《没有尊称的桂花树》借桂花树慨叹“花期如

此短暂/留下无为的面容/在瞻仰中任人冥想”，人生花期的匆匆，借物以抒

情。吕志鹏的《而今之时》从人物体格的变化，从过去到现在的生活变化里，

感慨“而今之时/只是/一个过去的我/从此失踪，再也唤不来”。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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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花 卫天霖 作

■动 态 叙说香港文学的前世今生叙说香港文学的前世今生
——赵稀方《小说香港》新书发布会在香港举行

日前，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

司和《香港文学》联合召开的《小说香

港：香港的文化身份与城市观照》新书

发布会在香港举行。该书作者、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稀方与《香港

文学大系》总编陈国球及南京大学教授

刘俊举行座谈，细说香港文学的前世今

生。发布会由《香港文学》总编辑周洁

茹主持。

从《小说香港：香港的文化身份与城

市观照》，到即将出版的《报刊香港：历史

语境与文学场域》，赵稀方研究香港文学

20年，研究领域涉及香港文学的历史起

源、文化认同、本土意识、城市经验、报刊

脉络等方面。发布会上，赵稀方回顾了自

己从事香港文学研究的起源和历程。他

本来对香港文学了解不多，最初由于社

科院文学所的战略安排研究香港文学，

后来就“执迷不悟”了。《小说香港》写于

“九七”后不久，主要从文化身份与城市

经验的角度研究香港文学，2003年由北

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相

隔15年之后又由香港三联书店修订出

版。赵稀方表示，很希望听到香港读者对

于《小说香港》的看法和批评的声音。

鉴于现有的香港文学史主要以作家

作品为框架，赵稀方一直希望能够疏理香

港报刊，多次妇香港查阅原始报刊、翻看

微缩胶卷等资料，他表示，内地的香港文

学研究稍显得寂寞，不过看到第一手资

料时，会纠正文学史的很多问题，这也是

一种探索历史的乐趣。

陈国球用“惊艳”来形容《小说香

港》，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超

出预期，令人心生敬佩。他说，上个世纪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学界出现了对于

文学史的需求，内地以陈平原、黄子平、

王晓明、陈思和等学者为代表提出“20世

纪文学史”等问题；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

签订以后，香港学界也对此多有关注，希

望从历史寻找文化来源、理解自己的文

化身份，重新思考如何书写文学史的问

题；台湾“解严”以后学界对文学史书写

也很有想法。赵稀方《小说香港》的出版

年代是2003年，当时香港文学研究的热

潮已经过去，赵稀方不是跟风赶时髦的

做法，而是本着学理的态度来看香港。

《小说香港》一书中的很多观点，都和中

国当代文学史中的香港文学部分很不一

样，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内地学者对

香港研究认真的态度。

刘俊曾为《小说香港》写过书评：

《“叙事”转型和“历史”重构——〈小说香

港〉的特点和价值》。他认为，《小说香港》

的出现就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生态而言

是里程碑式的。改革开放之初，内地就开

始了对香港文学的研究，也出现了多种

香港文学史，对研究者来说有一些帮助，

不过大多沿用旧有思维，史料也不尽准

确。黄子平在《香港文学史：从何说起》中

指出，内地写香港文学已经有了一个固

定的程式，很容易出现用写现当代文学

史的方式套用香港的问题，显得有些粗

糙，不见得完全吻合。而《小说香港》恰恰

对此是个突破，它不是按照年代、开端、

高潮、结局这种条块式的结构来写，也不

是按照社会背景、思潮、作家作品的既有

框架来研究，而是以问题意识带入香港

文学的研究，这和作者的理论素养很有

关系。赵稀方对后殖民理论和西方新历

史主义的研究，使得他有一种理论高度

和全新的思维，以此建立了一种新的研

究香港小说的视角。

香港作家联会会长陶然，《香港文

库》总策划郑德华，香港《文学评论》总编

林曼叔，香港作家联会副会长周蜜蜜，以

及凌逾、杨彬彬、汤俏、霍艳等参加发布

会。陶然表示，香港回归以后学界对香港

文学的研究状况不尽如人意，正因为如

此，赵稀方重订旧作，出版新作，很令人

敬佩。郑德华提到50年代的作品《苏丝黄

的世界》的意义，认为该作很有影响但无

人注意，赵稀方也认为这一作品正是东

方主义叙事的一个缩影。林曼叔肯定了

赵稀方报刊实证研究的做法，提醒人们

注意香港文学的复杂性，并希望香港学

界能够写一本香港文学史，《文学评论》

本身也一直致力于为香港文学史写作提

供历史材料。香港作家黄虹坚则提出，在

香港写作非常寂寞，希望学界多关注香

港文坛的学者。

周洁茹在总结中表示，希望《小说香

港》等著作的出版，能够带动香港文学

研究热潮，《香港文学》会一如既往地关

注香港文学创作及其批评，2019年，改

版后的《香港文学》将会开辟赵稀方专

栏研究。

（汤 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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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澳门文学作品选》共选入15篇

小说，作品从题材到文风各有特色，基本

上没有相同的题材，除了爱情之外。不

过，对于恒常的爱情题材，每位作者的笔

端都开列出不同的情爱处置之方，读来还

是有新鲜感；有的摆明车马就是写爱情，整

个小宇宙绕着爱情转；有的却兜兜转转，

最后一笔才落在实实在在的爱上，比如水

月的《六根》。

《六根》是一篇耐看的爱情小说。它

的耐看，在于作者别出心裁的布局。《六

根》算是简短版的双城故事。有一条明

线，写上世纪80年代至今港澳两城的社

会发展，今昔对比：18岁的六根义无反顾

地往香港奔前程，但终归没闯出名堂；二

十几年后回家，小城已经天翻地覆，社会

福利好，要过温饱日子一点也不难。另一

条暗线，是六根的情爱：当年不顾爱他的

女孩，与父亲闹翻执意出走，貌似为了志

向，实质是追逐真爱。3000 多字的小

说，内涵丰盛，引发种种思绪，你或许会

想：如果不是一场“非典”夺走爱人的命，

六根不见得会回归澳门；小城虽经济发

达，但思想道德上仍是守旧的……梯亚的

《一辆失踪的士》，对澳门“的士事件”极尽

嘲笑、辛辣讽刺，是批判澳门社会现实较

为有力的一篇。有的作者写反映社会现

实的小说时，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写成社会

事件的叙述文，虽然也有人物、也有情节，

却让人有读综合新闻报道的枯燥感，完全

看不到“创作空间”在哪里。我认为，缺乏

想象力的人，最好不要写小说。

小说：恒常题材的不同处置之方
□廖子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