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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述欧洲华文文学既包括狭义的移居欧

洲的华人用中文书写的文学作品，也包括广义的

移居欧洲的华人用居住国语言创作的、甚至欧洲

人用中文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从欧华文学的发

展来看，自清末民初开始，经过几代欧华作家的长

期努力，欧华文学已渐成气候。各种性质的作家

组织成立，外来与本土的华文报刊风起云涌，加上

自媒体的迅捷发展，欧洲华文文学的发展势头比

较强劲。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创会会长赵淑侠如

此概括：“半世纪来，欧洲华文文坛已从荒凉的沙

漠变成绿洲，郁郁成林，繁花满树，别具一番风

景。”赵淑侠女士于1991年创办“欧洲华文作家协

会”，对于欧洲华文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

用。追根溯源，欧洲华文文学的萌芽也离不开五

四时期留学欧洲的巴金、老舍、徐志摩、林徽因、苏

雪林、凌叔华、艾青、戴望舒、徐悲鸿等中国现代文

学艺术家（甚至可以往前推到清末民初的外交官

陈季同），一路上受到各种文化的滋养，加上熊式

一、王镇国、程抱一、杨允达、赵淑侠等各位文学拓

荒者的贡献，才成就了今天欧华文学发展较为繁

荣的局面。上世纪90代以来欧洲华文文学的发

展势头不可小觑，值得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

学者深入细致地挖掘和探索。

大致说来，欧洲的华文文学经过清末民初至

40年代末的酝酿摸索、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的

拓荒播种、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勃兴发展等

阶段，迎来了众声喧哗的90年代，此势头一直持

续到当今。

酝酿摸索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 一批与欧洲渊源甚深

的作家，如巴金、老舍、徐志摩、林徽因、苏雪林、凌

叔华、戴望舒、许地山等, 是活跃于中国现代文

坛、成就非常突出的一群作家。他们的创作多少

都受到欧洲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

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等影响，可惜匆匆而过，未

能在欧洲播下华文文学的种子。早在此前，清末

民初的驻法外交官陈季同（1851-1907）着眼于

在海外介绍中国文化的法文创作《中国人的自画

像》（1884）、《黄衫客传奇》（1890）、《吾国》

（1892）、《英勇的爱》（1904）等，无意中对萌芽状

态的欧华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著名法国作家罗

曼·罗兰曾在日记中评价陈季同在法国索邦大学

的演讲时写到：“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中国味”。

不论是作为外交官还是旅欧文人，陈季同的叙述

视角和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已经超越国家、民族之

间的差异，这种文化对话的态度和做法值得后来

欧华文学的创作者学习并继承发扬。黄万华曾

说：“他的写作发挥平和、谦恭、宽容的中华传统，

使中庸主义哲学成为文化交流极佳的精神状态，

超越了国家、民族之间一时剑拔弩张的对峙，进入

久远而开阔的文化对话，其平和、从容的海外写作

经验拉开了欧华文学的序幕。”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20年代徐

悲鸿、邵洵美、蒋碧微等人在巴黎成立的“天狗社”

以及举办的文艺活动，他们每个月出版一次手抄

报，内容是刚萌芽的白话文创作, 有新诗、散文、

杂文和艺术评论，影响不小，吸引了英、德等国不

少留学生热心供稿。“天狗社”的文艺活动持续了

好几年，后来随着这些学生学成归国而终止了。

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英国出现了一位中英双语作家

熊式一（1902-1991），他为中英文学翻译与文化

交流、中国传统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其

代表作有英文版戏剧改编《王宝川》（1934）、英译

本《西厢记》（1935）、戏剧创作《大学教授》

（1939）、英语小说《天桥》（1943）等。熊式一在英

国不忘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他改编著名的传统戏

曲《王宝钏》，把原先一夫二妻封建社会的大结局

改编成具有现代感的患难夫妻愈见忠贞，让薛平

贵与西凉公主以兄妹相称，不仅去除了传统戏曲

的糟粕性成分，同时也让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感情

更加坚贞。除此之外，根据英语翻译的需要，把

“钏”改成“川”，话剧《王宝川》在英伦剧院以及美

国连演数年，让外国观众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

的无穷魅力，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熊式一的

英文小说《天桥》同样大获成功，得到了英国桂冠

诗人曼殊斐儿的赞赏，还赢得了陈寅恪的高度肯

定，曾写诗称“海外林熊各擅场”，可见熊式一和林

语堂在海外华人文学中的地位不相上下。熊式一

在英国旅居的时间只有20年左右，而且使用的写

作语言是英语，也许我们无法把它纳入狭义的英

国华文文学，但作者自觉的中英文化交流意识、作

品体现出的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气息以及它们在

欧美世界的广泛影响力，无形中为蛮荒期的欧洲

华文文学注入了一丝真气。

拓荒播种

中国1949年以后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

在台、港地区发展起来。就台湾来说，夏济安主持

的《文学杂志》、白先勇主持的《现代文学》开风气

之先。但少有人知道在白先勇由水利工程转向文

学的道路上，有一位早期的欧洲华人作家的翻译

作品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就是留学意大利后

定居比利时的王镇国（1927-2001）。王镇国是

欧华作协创会会员，主要作品有《留欧记趣》

（1964）、《旅欧十二年》（1972）等。王镇国不仅创

作，还翻译了《希腊罗马神话集》《伊丹·弗罗姆》

《西洋文学欣赏举隅》等西方文学名著，发表在台

湾的《文学杂志》《文星杂志》《联合报·副刊》上，他

的译笔优美，对当时还相对封闭的台湾文坛来说

无疑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白先勇在他的散文集

《蓦然回首》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天，在台南一

家小书店里，我发觉了两本封面退色、灰尘满布的

杂志《文学杂志》第一、二期，买回去一看，顿时如

纶音贯耳。我记得看到王镇国译华顿夫人的《伊

丹·傅罗姆》，浪漫兼写实，美不胜收。虽然我那时

看过一些翻译小说《简爱》《飘》《傲慢与偏见》《咆

哮山庄》等等，但是信手拈来，并不认真。夏济安

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实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

的桥梁。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

重考大学，转攻文学。”可见王镇国的翻译作品对

白先勇文学道路选择的重要性。

除了王镇国，还有几位40年代移居欧洲并长

期在居住地生活、工作的作家如程抱一（1949年

到法国）、熊秉明（1947年到法国）等，六七十年

代移居欧洲的如赵淑侠（1960年到法国、后到瑞

士）、关愚谦（1969年到德国）、池元莲（1969年到

丹麦）、杨允达（1973年到法国）、绿骑士（1973年

到法国）、杨翠屏（1974年到法国）、朱文辉（1975

年到瑞士）、吕大明（1975年到英国，1985年到法

国）、王双秀（1977年到德国）、陈玉慧（1979年到

法国，现定居德国）等，他们有些来自中国大陆，有

些来自台湾。一方面由于初到异国对欧洲文化环

境不熟悉，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欧洲还没有成熟

的华文报刊可供发表，所以作品常返回香港、台湾

发表，结集出版的代表作有：程抱一的诗文集《和

亚丁谈里尔克》（1972），熊秉明的诗歌集《教中

文》（1972），赵淑侠的小说集《西窗一夜雨》

（1976）、《当我们年轻时》（1977）和散文集《紫枫

园随笔》（1978），关愚谦的《狂热、动摇、幻灭》

（1972），杨翠屏的译著《见证》(1977），吕大明的

散文集《大地颂》（1977），杨允达的散文集《又来

的时候》（1971）、《衣索比亚风情画》（1972）、《彩

虹集》（1973）和诗集《允达诗选》（1972），绿骑士

的诗文集《绿骑士之歌》（1978）等，这些作家的文

艺活动和文学创作播下了优良的种子，预示着一

旦时机成熟，欧洲华文文学就会生根开花结果。

勃兴发展

文学前辈们努力耕耘播种，加上本土与外来

报刊媒体的迅猛发展，七八十年代的欧洲华文文

学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就媒体力量来看，主要有

《文汇报》系、香港《星岛日报》系、台湾《联合报》

系等，这些报纸的副刊均成为欧华作家的发表园

地。如 1975年创刊于伦敦的《星岛日报·欧洲

版》的“欧华大地”副刊、1982年创刊于巴黎的

《欧洲日报》（台湾《联合报》的欧洲版）的文学副

刊、1983年创刊于巴黎的《欧洲时报》（中国新闻

社支撑）的“长篇连载”等等，很多欧华作家在上面

发表过作品。

此外，本土华文纸媒的发展也尤为重要。七

八十年代欧洲华文文学的发表阵地主要有：如《欧

洲通讯》（1971年创刊于德国）、《西德侨报》（1972

年创刊于德国）、《龙报》（1981年创刊于法国）、

《莱茵通信》（1987年创刊于德国）、《欧华导报》

（1989年创刊于德国 ）等。其中对欧洲华文文学

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的主要是《西德侨报》（德国统

一后改为《德国侨报》）。《西德侨报》创办于1972

年7月，会长是西德慕尼黑华侨协会的商人徐能，

他颇有见识。刊物除了刊发经济类的文章之外，

还有较大的版面提供给喜欢文学创作的爱好者。

《德国侨报》自1972年7月第1期到2004年8月，

共发行了270期，可以说《德国侨报》是培养欧洲

华文作家协会会员的摇篮，因为在欧华作协成立

之前很多作家都在该刊练过笔，比如赵淑侠、朱文

辉、俞力工、莫索尔、麦胜梅、王双秀、杨玲、谢盛

友、池元莲、赵曼、邱玉、谭绿屏、黄鹤升等。1991

年欧华作协成立以后，《德国侨报》依然是作家们

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

这么多可供发表的报纸副刊，使得欧洲华文

文坛开始热闹起来，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六七十

年代移居欧洲的作家厚积薄发，到80年代纷纷绽

放，主要有吕大明的散文集《英伦随笔》（1980），

赵淑侠的小说《我们的歌》（1980）、《落第》

（1982）、《塞纳河畔》（1987）、《赛金花》（1986）和

散文集《异乡情怀》（1980）、《海内存知己》

（1981），朱文辉的侦探小说《松鹤楼》（1989）、《生

死线上》（1989）、《异类的接触》（1989），杨允达的

散文集《巴黎摘星集》（1984）、《巴黎梦华录》

（1985）等。再加上一大批80年代从大陆和台港

澳移居欧洲的新移民作家加入，如法国的祖慰、陈

湃、郑宝娟、黎翠华、黄晓敏，英国的杨炼、眭澔平，

荷兰的林湄、丘彦明、王露露（又称王露禄），比利

时的章平，瑞士的颜敏如，德国的穆紫荆、夏青青、

黄凤祝、高关中、谭绿屏、谢盛友、金弢，土耳其的

蔡文琪、高丽娟等，他们

中如大陆的祖慰、杨炼，

台湾的郑宝娟、丘彦明、

眭澔平，香港的黎翠华、

林湄等本身已经颇有文

名，其他也都是对文学语

言艺术和中外文化交流

有浓厚兴趣的爱好者。

他们的加入以及前辈们

的共同努力，使欧洲华

文文学勃兴发展起来。

随着留欧学人、作

家以及文学爱好者的增

加，一些有志之士开始

酝酿成立华人的社团组

织，促进中欧文化的交

流和传播。如1981年8

月27日成立于法国里昂的“欧洲华人学会”（后改

名为欧华学会），创有会刊《欧华学报》，前后共出

了四期。这是欧洲最早的华人学术组织，虽不是

华人文学组织，但其学术交流活动所产生的中外

文化交流传播的影响很大，对欧洲华文文学的发

展有较大的推动力。另外，1988年12月12日陈

伯良于伦敦组织成立的英国华文写作家协会（后

改名为英国华文作家协会），协会聘请了著名作

家凌叔华、叶君健等做顾问，定期展开文学讲座，

这无疑对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华文文学的发展有

极大的促进作用。

外来和本土华文报刊的创办运营、高质量作

品的发表出版、大陆和台港澳新移民作家的加入，

还有部分社团组织的推动，这些都促成了欧洲华

文文学的勃兴与发展，也为90年代以后各种规模

文艺组织的成立和文学作品创作、出版的集体喧

哗奠定了基础。

众声喧哗

经过长达80多年的酝酿、播种、摸索和发展，

欧华文学于90年代终于迎来了百花齐放、众声喧

哗的春天。

1.报刊杂志出版社等纸媒队伍壮士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欧洲华文文坛，纸媒发

展相对成熟，除了前面提及的《西德侨报》《莱茵通

信》）《欧华导报》等报刊之外，还有很多新创办的

报刊杂志，都有一些文艺版园地，如法国的《华

报》，德国的《本月刊》《华商报》《欧洲新报》，捷克

的《捷华通讯》，瑞士的《瑞士侨讯》，奥地利的《欧

华》，匈牙利的《中华时报》等等。1996年 7月 6

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在香港完成大学、后在法国

读完比较文学博士的黄育顺创办了《法华报》

（1999年12月改为《华报》）；1999年9月，来自中

国海南、毕业于中山大学德文系、现为德国班贝格

议员的谢盛友于独资创办杂志《本月刊》和华友出

版社；2011年，捷克华文作家协会创会会长老木

创办布拉格文艺书局。

进入21世纪，网络媒体越来越发达，文学传播

渠道趋于多样化，但纸质华文报纸依然是很多欧

洲华人作家投稿的重要目标。大浪淘沙，至今仍然

努力活跃在欧洲华文舞台上的还有德国钱跃君主

编的《欧华导报》、范轩主编的《欧洲新报》、修海涛

主编的《华商报》，另外还有《欧洲时报》等等，它们

都辟有相应的栏目，发表华文作家作品及其评论。

2.社团组织林立、作品数量暴增
除了媒体的助力，社团组织也是欧洲华文文

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欧洲华文文学的发展

中，各个派别、各种形式的华文文学艺术组织起了

相当大的作用，如欧洲华文作家协会、欧华文学会

（前身为荷比卢华人写作协会）、中欧跨文化作家

协会（前身为中欧跨文化交流协会）、荷兰彩虹中

西文化交流中心、捷克华文作家协会、斯洛伐克华

文作家协会、匈牙利华文作家协会、欧洲华文诗歌

会、奥地利华文笔会、西班牙伊比利亚诗社、瑞士

零零诗社等，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欧洲华文作家

协会（简称欧华作协）。

欧华作协是欧洲华文文学史上第一个全欧的

文学性组织，筹划这样一个作家组织不仅需要极

大的勇气和魄力，还要有克服各种困难的决心和

大量的资金储备，其中的艰难曲折恐怕只有赵淑

侠以及那些创会元老们自知。经过多方努力，

1991年3月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在巴黎正式成立，

赵淑侠被公推为首届会长。

欧华作协的成立，使原来分散的力量相对集

中，共同推动了欧洲华文文学走向世界。在欧华

作协大家庭的召唤下，很多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

纪初留学、移民到欧洲的华人文学爱好者汇聚于

此，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学力量，如：黄雨欣、方丽

娜、赵岩、常晖、老木、青峰、朱颂瑜、张琴、林凯瑜、

西楠、夏青青、杨悦、丁恩丽等,他们各自以擅长的

文学体裁、多姿多彩的内容、独特的语言文字表达

立足于欧洲华文文学的舞台，出版了很多有影响

的作品集，如：常晖的小说《情爱签证》（1999），

黄雨欣的散文集《菩提雨》（2003）和小说集《人在

天涯》（2008），张琴的长篇纪实文学《地中海的

梦》（2000）和诗集《天韵》（2011），西楠的小说《纽

卡斯尔，幻灭之前》（2012）和诗集《我的罪》

（2017），方丽娜的散文集《蓝色乡愁》（2017）和小

说集《蝴蝶飞过的村庄》（2017），夏青青的散文集

《天涯芳草青青》（2017）、朱颂瑜的散文集《把岁

月染进草木》（2018），老木的非虚构纪实小说《义

人》（2018）和诗集《露珠》（2019），杨悦随笔集《悦

读德国》（2019）等等。

除了欧华作协，欧洲还有一些文学性社团，其

文学成就也非常骄人。欧华文学会，前身为荷比

卢华人写作协会，1991年由荷兰女作家林湄创

办，因会员逐步扩展到其他国家，2013年2月12

日改名为欧华文学会。这个学会会员虽然不多，

但成果不断，在2016年11月北京举行的第二届

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上，林湄会长的《天外》(2014)

和匈牙利会员余泽民的《纸鱼缸》(2016)荣获“中

山文学奖”，法国华文作家施文英、黄冠杰荣获“梦

想照进心灵”第二届全球华文散文大赛优秀奖，等

等。欧洲华文文学会还定期组织各种文学研讨活

动，在欧华文坛、中国大陆及台港澳乃至世界华文

文坛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欧跨文化交流协会是21世纪出现的很有

发展潜力的团体。2012年2月11日，刘瑛于杜塞

尔多夫组织成立了“中欧跨文化交流协会”（2018

年7月改为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这是一个主

要以德国华文作家占多数的社团，范围扩大到其

他国家。协会宗旨是促进德国和中国之间的文化

交流，促进在德国乃至欧洲的中文作家创作和推

出更多更好的精品，丰富德国和欧洲华人华侨的

华文创作活动。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是一个年轻

的协会，在翻译、写作方面成绩斐然，如刘瑛的中

短篇小说集《不一样的太阳》、丁恩丽的长篇小说

《永远的漂泊》、昔月的散文集《两乡情苑》、王雪妍

的随笔集《易北河畔的留学时光》、魏青的随笔集

《德国故事》、严丁的《海客诗语》、叶莹的长篇纪实

小说《德国婆婆中国妈》和儿童文学《会刻猫头鹰

的男孩》、倪娜的长篇纪实小说《一步之遥》、朱奎

的童话《约克先生系列》和长篇小说《呜咽的黑龙

江》、高关中的世界风土大观旅游散文系列、杨悦

的翻译《格林童话全集》（合译）、意大利赵九皋的

诗集《自由海滩之吻》等等。

3.网络自媒体平台的纷纷亮相
网络信息时代电子媒体比纸质媒体发展迅

捷，很多欧华作家开始专注于自媒体平台进行文

学创作的交流互动，并定期出版电子期刊。各个

文学团体都有自己的网络平台，在不同领域内发

挥作用，如2016年紫荆、老木成立的“欧洲华文诗

歌会”活动频繁，宋词同牌“欧风词韵”、现代诗同

题“欧风诗意”栏目搞得有声有色。2017年2月，

岩子、梦娜、孙超雄等成立的“凤凰诗社欧洲总社”

则是欧洲诗歌创作发表的另一个线上平台，它凝

聚欧洲包括欧洲大陆之外的诗歌力量和人才，以

诗为友，以词作舟，共建一个纯粹的、文学的、自由

的、有品位的精神家园，分为格律篇、现代篇、翻译

篇三大类，定期出版电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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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华文期刊与社团的发展：

寂寞华寂寞华苑开异花苑开异花
□计红芳

8月 16日，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策划

出版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丛书”发布会在广

州举行。丛书主编、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蒋

述卓，副主编、暨南大学副教授龙扬志，香港

作家周洁茹，澳门作家冯倾城等围绕粤港澳

大湾区文学创作展开现场对话。发布会

上，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与澳门文化公所还

签署了共同促进粤港澳三地文学交流的合作

协议。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丛书”选取粤港澳大

湾区内优秀作家的文学作品形成系列，分阶

段推出。丛书立足于延续区域互动传统，展

现大湾区文学创作实绩，推动大湾区文学实

现有效的互鉴、互动、互补，丛书文类包括小

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目前

已出版香港作家周洁茹的散文集《在香港》和

澳门作家冯倾城的诗集《倾城月，倾城诗》。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丛书”主编由广东省

作家协会主席蒋述卓、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

耀明、澳门笔会理事长汤梅笑共同担任，副主

编为暨南大学副教授龙扬志、香港作家联会

副会长蔡益怀、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

主任朱寿桐。发布会上，蒋述卓表示，主编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丛书”，是在新时代背景

下延续粤港澳文学交流互动的一个尝试，丛

书出版的启动等于迈出了重要一步。粤港澳

三地同根同源，尽管文学体制不一样，但源头

都是岭南文化。三地文学共享相同的文化资

源，可以互鉴、互动、互补，创造新的文学样

式、新的文学观念，形成大湾区的文学特色。

丛书副主编龙扬志表示，粤港澳大湾区

文学要强调对未来的关注，顺应文学主题由

乡村向城市转移的历史趋势，共时呈现湾区

城市居民在信息时代工作与栖居的现代生活

状态，既书写一代人的理想与追求，也抒发寻

梦者在生命途中的悲欢与困境，从而创造出

反映新时代、立足大湾区的创业史与抒情史。

丛书中的两位作者周洁茹、冯倾城在发

布会上分享创作体会。“70后”作家周洁茹现

为《香港文学》总编辑，散文集《在香港》分故

乡、香港、写作、问答4个小辑，主要书写她在

香港居住近10年间的生活见闻。澳门作家、

诗人冯倾城用中、葡、英三语创作，诗集《倾城

月，倾城诗》收录了她的新诗和古典诗词近

200首，以多元文化视野描写了她在澳门的现

代生活风貌及内心世界。

澳门中联办宣传文化部处长田小平，澳

门文化产业基金行政委员会委员朱妙丽，全

国人大代表、澳门出版协会会长陆波等出席

活动。

（华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