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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造文学发展的缔造文学发展的““湾区典范湾区典范””
□张培忠

作为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系列活动之一作为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系列活动之一，，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广东省广东省
作协主办的作协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活动于活动于77月月66日至日至77月月99日在广州等地举行日在广州等地举行，，活动以活动以““大大
湾区大融合湾区大融合，，新时代新经典新时代新经典””为主题为主题，，先后举行先后举行““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成立签约仪式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成立签约仪式””、、举举
办办““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组织组织““粤港澳作家进校园粤港澳作家进校园、、进企业进企业、、进图书馆进图书馆””活动活动、、组织组织

““粤港澳三地作家庆祝新中国成立粤港澳三地作家庆祝新中国成立7070周年采风活动周年采风活动””。。与会作家与会作家、、专家专家、、学者就如何梳理挖掘学者就如何梳理挖掘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传统与资源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传统与资源，，如何提高粤港澳大湾区重大主题如何提高粤港澳大湾区重大主题、、重大题材文学创作水平重大题材文学创作水平，，
如何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文学版图中璀璨夺目的区域板块如何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文学版图中璀璨夺目的区域板块，，缔造世界级城市群文缔造世界级城市群文
学发展的学发展的““湾区典范湾区典范””等进行了探讨等进行了探讨。。现刊发部分专家发言现刊发部分专家发言，，以飨读者以飨读者。。 ———编—编 者者

“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粤、港、澳三地一

衣带水。湾区既是地理概念，也是经济现象，更是文化纽

带。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部署和推动下，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美好愿景正变成现

实行动。

文学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流湾

区呼唤一流文学，一流湾区成就一流文学。我们倡议粤港澳大

湾区文学界，精诚协作、携手共进，创造富于湾区特色的文学

瑰宝，营造团结、和谐的文学生态，努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建

设成为国际文学版图中璀璨夺目的区域板块，缔造世界级城市

群文学发展的“湾区典范”。

一是共同传承中华文脉。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

连。作为具有特定人文环境和文化积淀的地区，粤港澳地区一

直是文学创作的沃土。长期以来，粤港澳文学工作者自觉承担

起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抒怀的历史责任，体现出可敬的创作智

慧和可贵的使命意识，树立了现代化城市文学创作群体应有

的崭新形象，粤港澳文学以题材广泛、视角新颖、文化内涵丰

富、审美风格鲜明等特色享誉文坛，丰富和充实了粤港澳地

区人民的精神生活。要充分发挥粤港澳地域相近、血脉相连

的优势，把继承创新和交流互鉴统一起来，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着力创新思想

观念、创新文学形式、创新表现手法，提升文学作品的表现

力、感染力。通过开展主题采风、互访交流、社区活动等多种

形式，积极探索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文学惠民的有效途

径，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形成以中华文化为核心、岭南文化

为纽带、开放文化为特色、融合多元文化的文化体系，进一步

提高居民文化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共同塑造和丰富湾区人

文精神内涵。

二是共同讲好湾区故事。充分发挥粤港澳语言相通、文脉

相亲的优势，在人民的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历史的进步

中造就艺术的进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全面发展，推出

一批反映时代要求、弘扬中国精神、体现湾区之美的扛鼎之

作、传世之作，以湾区巨变彰显中国魅力，以湾区故事折射中

国故事。牢固树立精品意识，通过富有艺术创造性的湾区故

事，全方位、大视野、多角度呈现湾区的发展与进步，构建湾区

文学话语体系，不断标注湾区水平的新高度，在独特的审美创

造中形成独特的湾区风格、湾区特色流派，提升国际对湾区的

认知度和美誉度。

三是共同推动融合发展。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

市群，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国以人兴，事以才成。经济

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恒定规律，已被历史发展的

进程所反复证明。粤港澳地域毗邻联通，文化同根同源。继往

开来，我们倡议立足三地优势、加强三地联动，以海纳百川的

胸怀，在广泛的文学交流和合作中实现文化的融合和创新，成

为互学互鉴、相携并进的文化先锋，为深化粤港澳合作、促进

港澳与内地联动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在不断的融合中建立一

套先进的文学合作机制，探索出一条超越常规的发展路径，进

一步推进大湾区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增强粤港澳文学的凝

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提升湾区文化软实力，擦亮大湾区的

文化形象。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发

展、大振兴，每时每刻都在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必将蕴含

能量巨大的机遇潜力、取之不竭的文学富矿，粤港澳大湾区文

学事业大有可为，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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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着眼的是世界经

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和科学技术变革发展

的前沿地，致力于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是

区域融合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家

战略。经济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相互推

动的规律，已被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反复

证明。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发展、大振兴，

必将蕴含源源不断、弥足珍贵的生活源

泉和思想财富，这给粤港澳大湾区文学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并提供了

丰富的文学资源。

回望历史，互联互通是粤港澳大湾

区文学合作的天然属性。粤港澳地域毗

邻相通，文化同根同源。无论是从珠玑巷

散向珠三角、港澳地区的广府人，从闽南

迁移至沿海一带的潮汕人，还是从中原

至赣闽粤交界处的客家人，都在地理的

迁徙和文化的融合中，造就了粤港澳文

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粤港澳文

化不但具有兼收并蓄的广阔胸襟，善于

学习不同文化的优长，而且具有与时俱

进的创新精神，不断吐故纳新，“敢为天

下先”成为最鲜明的标记。近代以来，最

有现代性的文学艺术观点和样式都在粤

港澳地区率先出现，如文学界的黄遵宪、

梁启超、李金发、刘以鬯、金庸，油画界的

李铁夫，电影界的蔡楚生、司徒慧敏、黎

民伟等等。依托地缘优势，粤港澳大湾区

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积极吸收先进、科

学、有益的东西，在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合

作中实现文化融合和创新的历史，必将

进一步增强粤港澳文学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建设

人文湾区，提升湾区文化软实力，毫无疑问地会成为粤港

澳大湾区文学合作的重要内容和目标。粤港澳大湾区的文

学合作必将馥馥吐芳，前景广阔。

展望未来，共融共享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的必然

趋势。粤港澳自古是中国和外国通商与文化往来的交通枢

纽，是西方文明最早的登陆地，是遍布世界各国华侨的最

早始发地。长期以来，粤港澳文学工作者在日新月异的现

实图景中自觉承担起历史责任，体现出可敬的创作智慧和

可贵的使命意识，树立了现代化城市文学创作群体应有的

崭新形象。一大批作品为探究粤港澳地区整体思想风貌、

风俗人情提供了可贵的文本，其所负载的艺术魅力和审美

意蕴成为粤港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充实了粤港

澳地区人民的精神生活。大湾区是一个基础设施、资源互

换、产业合作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区域，又是精心打造的优

质生活圈。文学要发展，同样需要树立适应这个特定时代

特定地域发展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强化融合意识，相

互吸引、共同参与、强化交流、增强共鸣、拓展文化交流与

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

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

史诗的雄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在经济发展

上创造奇迹，更要在精神文化上续写辉煌。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掀起南方大地上新一轮的史诗般实践，时代呼唤文

学工作者书写新篇章的凌云壮志。如何善于把握民族性

与世界性的平衡点，在文明、文化的传承中汲取艺术创作

主题和母题，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保持独立的文化

品格，锻造富于个性的文学，展示作品魅力？如何以湾区

故事折射出中国故事，为解读全球性“中国热”、经济性“中

国方案”提供文化参考，在树立中华文化形象、形成中国印

象上作出重要贡献？这将是大湾区文学工作者面临的光荣

使命。

经济繁荣地区，历来是文化活跃、人才辈出、成果纷呈

的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与新时代同步，必定会在

不断的探索和突破中创造富于湾区特色的文学瑰宝，擦亮

湾区的文化形象，走出一条超越常规的路径，建立一套较

为先进的良性运转的文学合作发展机制，形成适应经济环

境的健康文学氛围，营造团结、和谐的文学生态，缔造城市

文学发展史的“湾区方案”，吸纳优秀文化要素，努力成为

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先行区。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变革与创

新，发展与进步，是粤港澳大湾区宏大交响曲中的铿

锵之声，文学工作者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创

新弥足珍贵。我们相信，蓬勃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构

筑了作家的文学想象和思想疆域，文学发展的丰硕

成果必然闪耀在粤港湾大湾区的文化星空

中，粤港澳三地文学界一定会携手共进，勇

于创新、善于创造，勇于突破，勇于超

越，不断拓宽合作领域，积极创新合

作方式，共同奏响新时代大

湾区文学合作的步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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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艺术，同属于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同根同源，一脉相承。近年来，随着各地区之间的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频增，大湾区文学的概念也呼之欲出。两年前，广

州就曾举行过“粤港澳青年文学研讨会”，当时与会的学者、作

家就专门讨论过，在文学上实现大湾区叙述的可能性，同时还

策划出版了一套名为《香港文学新动力》的丛书，着力向内地读

者介绍优秀的香港青年作家，已经初见成效，打开了令人可喜

的局面。

香港由于特殊的历史地位，多年来文化处境非常复杂，但

尽管如此，始终没有改变岭南文化在其中的主导地位，这是难能

可贵的。将香港、澳门地区纳入大湾区发展的范围之内，这会加

快岭南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可以通过大湾区这个展示平台进一

步加强各地作家的交流，创造文学艺术的共同繁荣、走向世界。

这一次，香港作家和大湾区各地作家共同参加的粤港澳大

湾区文学周活动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带着各自的文学作品与

不同地区的同行深入交流文学创作经验，到不同的新环境中

去采风，学习新的创作思维，获得新的生活体验，这是一个十

分难得的机会。希望今后能有计划、有规模、有深度地进行岭

南文化文学艺术各种不同形式的考察以及交流，包括各种不

同主题的文化艺术作品的创作和出版，使我们的岭南文化更

加繁荣，努力取得更大的成果，与大湾区内外的广大读者、观

众分享。更希望以后能让文学史的叙述、文学的阅读和批评

跨越行政区划，不断容纳新角度和新活力，逐渐形成崭新的文

化空间，增进作家及作品跨区域的交流和互动。

以文学促进以文学促进
湾区文化共同体建设湾区文化共同体建设

□吴志良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更应

该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粤港澳同属岭南文化核心

圈，人相亲、习相近、心相通，同根同源、同声同

气，有天然的文化认同感和亲切感。这个文化共

同体的建设需要岭南文化的共同性与粤港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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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动人心、沟通感情、引起共鸣的契合点。从前我

们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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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40年改革

开放的过程中，大家又走在一起，为国家发展共

同奋斗，有许多共同的事迹和故事值得文学家去

书写、讴歌。

澳门是大湾区最小的城市，但是澳门独特的

历史发展过程和独有的文化环境可以在粤港澳

大湾区文学构建中扮演积极而关键的角色。澳门

是保存中华传统文化最完整的城市之一，又长期

与西方文化朝夕相处、平等交流，古今同在，中西

并举，形成了不同的人文性格，包容开放、兼收并

蓄，这一文化特征和特性是大湾区文学大交流、

大合作、大发展、大融合所必须的。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构建需要大家凝聚力

量，整合力量，一起行动，并形成共同的发展前

景，拟定共同的行动纲领，打造共同的合作平台。

粤港澳文学不仅可以在交流合作中快速发展，促

进粤港澳民心相通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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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负和担当。

城市文学与大湾区城市文学与大湾区
的多维世界的多维世界

□陈晓明

通向世界文学的幸福港湾通向世界文学的幸福港湾
□丁 帆

作为中国沿海经济最发达最开放的

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

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

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以下称珠三角九

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7年末总

人口约7000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

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

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我毫不怀疑这个地区的创新能力，也

不怀疑这个地区在不远的将来会拥有一

批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

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大科

学工程。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这个区域

能否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幸福港湾，

也许就是本届政府应该规划在内的一个

长远的文化战略目标。世界先进文学应

该在这里抛锚停泊；中国的创新文学应该

从这里起航，走向世界。

“国际化水平领先”如果只是停留在

商业领域和技术领域内，那一定是残缺

的，物质层面的东西如果是硬件的话，那

么精神层面的提升才是真正软实力的体

现。只有在文化和文学上占领高地，才

是最有利的创新和竞争。所以，规划中

提及的“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文化

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

泛深入，多元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的定

位才是高配的战略目标的另一翼，只有

经济与文化的同步发展，才能让世界更

加尊敬这个地区的实力与内涵。

小时候在课本里读到苏东坡的名句：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始

终想不通的是，如此美景、美食的南国怎

么会变成了古代的发配之地了呢？改革

开放让这里的一切都蓬勃生长起来了，让

这个充满了中国生机和力量的土地繁盛

到了极致，当代散文大家秦牧笔下的“花

城”也只是艺海贝壳折射出来的一束光晕

而已。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香港，是近百年

来世界级金融贸易中心，也是世界重要

的港口城市，但是，有人将其称为“文化

沙漠”，认为香港只有经济，没有文化。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我以为，从香港文学

发展的历史来看，它既是中国商业文学

与通俗文学的集散地，同时也是现代文

学和后现代文学的城市文学发达港，前

者有以金庸、古龙、梁羽生、梁凤仪为代

表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对内地的文学冲

击力是非常可观的；后者有亦舒、刘以

鬯、李碧华、董桥、张小娴、黄易等作家作

品同样对内地文学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如今，这样不同而多元的文学交融在一

起，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格局一定会催

生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

心和国际航空枢纽，拥有高度国际化、法

治化的营商环境以及遍布全球的商业网

络，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之一。澳门作为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

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不断强化，多元文

化交流的功能日益彰显。”所有这些，都

是外部的条件，文学和文化的繁荣才是

内核发展的要素，我们只有将其内涵不

断增值和叠加，才能使粤港澳大湾区真正

变成世界瞩目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幸福港湾！

最后，我想用唐代大诗人、广东韶关

人氏、官至丞相张九龄的千古名句作结：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大湾区的明

月升起之时，则是世界仰望的时刻。

大湾区文学是大湾区文学是““向前向前””的文学的文学

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最有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最有

未来性的地区未来性的地区，，无疑也是无疑也是21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世纪世界经济的

引领地区引领地区，，它必须也必然成为中国文化新的它必须也必然成为中国文化新的

中心中心。。上世纪上世纪9090年代初年代初，，美国的媒体曾经宣美国的媒体曾经宣

传过美国思想文化将要南移的观点传过美国思想文化将要南移的观点，，一些有一些有

远见的媒体人发现远见的媒体人发现，，一批年轻的科技知识分一批年轻的科技知识分

子南迁子南迁，，他们移到美国南部他们移到美国南部，，这就是后来硅谷这就是后来硅谷

的创立的创立。。当然当然，，美国的科技文化影响甚大美国的科技文化影响甚大，，它它

会较为快速地转化为思想文化会较为快速地转化为思想文化。。同样的同样的，，中国中国

自八九十年代以来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特别是

随着电子工业的迅猛发展随着电子工业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的思想中国社会的思想

文化也发生相当深刻的变化文化也发生相当深刻的变化，，这是人们有目这是人们有目

共睹的事实共睹的事实。。当然当然，，美国媒体的预言也并未全美国媒体的预言也并未全

变成事实变成事实，，科技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科技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但美国的但美国的

那些老牌长春藤大学有相当多的还是在北那些老牌长春藤大学有相当多的还是在北

方方，，思想文化的集中地北方起了很大作用思想文化的集中地北方起了很大作用。。我我

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情况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情况，，以广州为中心的以广州为中心的

珠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

区区，，从上世纪从上世纪8080年代开始就引领中国的改革年代开始就引领中国的改革

开放开放，，但是但是，，思想文化方面一直没有特别明显思想文化方面一直没有特别明显

的引领作用的引领作用。。中国的思想文化还是以首都为中国的思想文化还是以首都为

核心地域核心地域，，这是中国现代以来的传统和国情这是中国现代以来的传统和国情

决定的决定的。。现在现在，，珠江三角洲的概念拓展为大湾珠江三角洲的概念拓展为大湾

区的概念区的概念，，这对中国南方地区来说这对中国南方地区来说，，不只是经不只是经

济和科技创新的一个契机济和科技创新的一个契机，，也是文化创新的也是文化创新的

一个极好机遇一个极好机遇。。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

以文学为引领以文学为引领，，大湾区文学的提出是很有创大湾区文学的提出是很有创

造力造力、、有当代性的一个概念有当代性的一个概念。。我以为在打着我以为在打着

文学旗号的同时文学旗号的同时，，集中于大湾区的优势集中于大湾区的优势，，集中集中

于推动城市文学的聚集和发展最为有效于推动城市文学的聚集和发展最为有效。。大大

湾区天然地与城市文学有一种关系湾区天然地与城市文学有一种关系。。大湾区大湾区

是城市化程度最发达的地区是城市化程度最发达的地区，，也是经济和科也是经济和科

技最富有创新活力的地方技最富有创新活力的地方，，4040年来是中国改年来是中国改

革开放的示范区革开放的示范区，，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引领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引领

区域区域。。在深圳可以产生出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在深圳可以产生出华为和中兴通讯等

一大批世界知名的科技产业并不偶然一大批世界知名的科技产业并不偶然，，同时同时，，

深圳还有一大批金融创新公司和中国最为庞深圳还有一大批金融创新公司和中国最为庞

大的各种基金群大的各种基金群。。现在港澳在经济和科技创现在港澳在经济和科技创

新也加入进来新也加入进来，，它在经济上和科技上的创造它在经济上和科技上的创造

性活力性活力，，必然会激发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创新必然会激发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创新

欲望欲望。。实际上实际上，，新生文化与科技文化应该是互新生文化与科技文化应该是互

动激发的关系动激发的关系，，没有新的思想文化的激发和没有新的思想文化的激发和

引领引领，，仅靠科技一脉仅靠科技一脉，，是不可能产生最一流的是不可能产生最一流的

科技创新产品的科技创新产品的。。所以所以，，可以在这个互动背景可以在这个互动背景

下来理解大湾区文化和文学创新的可能性下来理解大湾区文化和文学创新的可能性，，

可以从它和未来城市发展相关的意义上来构可以从它和未来城市发展相关的意义上来构

想新型文学的未来形态想新型文学的未来形态，，我想这里可以讨论我想这里可以讨论

几个问题几个问题：：新的城市空间的建构形成新的心新的城市空间的建构形成新的心

理意识理意识，，尤其是港澳元素的介入尤其是港澳元素的介入，，新的多维新的多维、、

多元性的空间的交换多元性的空间的交换，，对文学观念和文学感对文学观念和文学感

觉方式的影响都将是积极有效的觉方式的影响都将是积极有效的；；新的未来新的未来

性人群性人群、、科技新人类的生长科技新人类的生长，，必将给文学书写必将给文学书写

带来有时代感和未来想象性的人物塑造带来有时代感和未来想象性的人物塑造；；在在

城市空间里城市空间里，，多样性的生存活动多样性的生存活动，，打开了无限打开了无限

想象空间想象空间，，尤其是科幻和网络尤其是科幻和网络，，构成了大湾区构成了大湾区

城市文学新的维度城市文学新的维度，，大湾区的城市文学在这大湾区的城市文学在这

方面天然地处于时代前沿方面天然地处于时代前沿；；新感觉新语言和新感觉新语言和

新文体的生成新文体的生成。。大湾区以新的流动人群为基大湾区以新的流动人群为基

础础，，必然也是多种语言的混杂必然也是多种语言的混杂，，这里的多语杂这里的多语杂

糅性对新的文学感觉和新的语言生成糅性对新的文学感觉和新的语言生成，，甚至甚至

对新的文体生成都是可以积极预期的对新的文体生成都是可以积极预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