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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建设总体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入了全
面实施阶段。我们相信，在中央的全力推动下，在粤
港澳三地政府的积极努力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如
火如荼地展开。在这一伟大工程中，文学界也应有积
极的担当和作为。

粤港澳三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经济发
展的重要引擎。中共十九大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
略，既是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更好参与国际竞争的
需要，也为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便捷的
路径和重要的平台。粤港澳合作已经推行多年，经济
贸易关系和人员往来密切，近年来在基础设施方面也
逐渐地衔接，但是，由于三地有两种制度、三个法域和
三种货币，之间的深度融合还存在不少问题和障碍。这
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上其他湾区的最大区别。

一、以文化力量拉近心理距离
要全面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就必须解决这些问

题，排除这些障碍。有些问题和障碍是制度性的，但
不可否认，很多问题和障碍多年解决不了，深层的原
因是人们存在认识的差异和心理的距离。如果不减
少三地之间的认识差异和心理距离，就不可能正确理
解大湾区发展战略的意义，很难全面达成对大湾区发
展战略的共识，粤港澳三地也不可能充分、高效地形
成合力，共同为新时代中国发展贡献最大的力量。

人们一般从经济意义上去看大湾区，将大湾区视
为一个经济共同体。但粤港澳大湾区有其历史和现
实的特殊性，要建设好经济共同体，首先要建立文化
共同体，以文化的力量化解认识的差距和心理的距
离，才能逐步解决制度的问题与障碍。

况且，粤港澳三地本为一家人，同属岭南文化，同
宗同源，同声同气，习相近，人相亲，心相通。近代行
政上的人为分割和制度上的差异，虽然产生了不同程
度的特殊性，且在某一历史时期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不同还放大了这种特殊性，但从根本上看并没有割
断文化的脉络和感情的纽带，之间的共性远远大于差
异，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粤港澳居民携手并
肩拼发展，又有了相当多的共同生活经验，完全具备
建立文化共同体的条件。甚至可以说，它本来就是一
个文化共同体，只是我们受到很多表象的干扰而没有
充分认识到。只要三地有了这种意识和愿景并主动
去推动，配以适当的政策，就水到渠成。有了共同的
精神家园，其他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二、以文学为建设文化共同体的平台
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有很多路径选择，

但我认为，文学是非常好的一个切入口，因为文学的
表达非常细腻、感性、形象，容易打动人心，容易引起
共鸣和共情，促进心灵相通。而共同的文化渊源、风
俗习惯和生活体验，又便于共性文学的创作。因此，
我们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概念，作为推动粤港
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建设的一个平台。

大湾区文学应该是区域文学，如何从学术上定义
或者从理论上建构，将是一个长期探索的问题，在实
践过程中会逐渐明晰。由于地理的原因，大湾区文化
传统基因保存完好，长期与世界的接触交流又赋予其
极大的开放精神和创新能力，这在文学创作上也有所

体现。大湾区文学必然会根植于中华文化传统，放眼
世界，有所继承，有所创新，真实反映粤港澳地区的历
史演变、文化性格、精神面貌、城市内涵和人民生活，
彰显其独特的时代精神和区域特色，在中国文学大家
庭里独树一帜。

港澳回归祖国已经20多年，我们不应该再将港
澳文学放在世界华人华文文学中来考察。港澳要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港澳文学也应该回归中国文学主
流，与其他兄弟省市一样，真正成为中国文学大家庭
里的一份子。我们很希望，内地文学界更加关注、重
视和支持港澳文学的发展，文学报纸杂志也能刊登更
多港澳的文学作品和港澳的文学批评文章，共同推动
港澳文学的繁荣，促进大湾区文学的成长。同时，充分
认识到港澳文学的世界性和开放性，更好地发挥港澳
的网络和平台优势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文学。而大
湾区文学就是港澳文学回归中国文学大家庭的一条
有效路径，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优质平台。

三、以机制创新推动大湾区文学的成长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提出之后，得到9+2城市的积

极响应、支持和参与。2018年在深圳举办的第一届大
湾区文学发展高峰论坛，各地都派出了作家协会或文
学团体的负责人参加。论坛还邀请了作家和专家学
者，共同讨论大湾区文学建设。在这次论坛上，大家
都认为构建大湾区文学有其必要性，也存在学术上的
可能，并且对大湾区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各地文
学机构负责人还达成了共识，希望建立恒常的协调机
制，采取更多鼓励措施，共同推动大湾区文学的成长。

应该说，这次峰会提出的许多建议已经逐步落
实，前景令人期待。2019年，我们在深圳举办了第二
次峰会，之后又在广州和澳门分别举办了峰会，发表
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倡议书，共同传承中华文脉，共
同讲好湾区故事，共同推动融合发展。在某种意义
上，峰会已经成为了共商大湾区文学发展的平台和协
调机制。随后，暨南大学举办了大湾区文学研讨会，
从理论上探讨建构大湾区文学的可能性。目前，《大
湾区文学评论》已经创刊并公开发行，成为了大湾区
文学建设的重要阵地。

为了从机制上推动湾区文学发展，广东省主动牵
头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密切三地文学界的
联系，团结和凝聚大湾区文学力量。根据《粤港澳大
湾区文学联盟战略合作协议》，要实施“粤港澳大湾区
文学名家造就工程”，包括创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院、
实行“文学名家造就计划”；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文学
精品工程”，包括扶持大湾区题材创作、设立大湾区文
学奖、出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双年选》、扶持创办大
湾区文学杂志、推出大湾区文学年度排行榜；实施“粤
港澳大湾区文学互动工程”，包括开展三地文学互动
活动、抓好文学人才培训、加强青少年文学交流、推动
文学创意融合；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传播工程”，
包括建好广东文学馆、推动国际华文文学合作交流、
推动大湾区文学国际传播等。

我们希望，疫情缓解之后，在中国作协的指导和
支持下，可以尽快落实大湾区文学建设各项举措，推
动大湾区文学的发展。当然，我们尤其希望更多的文
学研究机构关注大湾区文学的建构并进行深入系统
的理论探讨，令大湾区文学构建早日成为现实，也令
大湾区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面旗帜，成为中国
文学走向世界的一支先锋队。

四、从理论上构建大湾区文学
如何从理论上解释和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存

在许多学术的可行性。互文性文学理论，是路径选择
之一。

简单来说，大湾区文学就是在广东、香港和澳门
文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大的体系。在这个体系内，
有文本的对话、主体的对话和文化的对话。在对话过
程中，三地文学从不断交流、合作和融合，从引用、改
写、吸收、扩展到改造，在一段时间内肯定会形成很大
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恰恰是大湾区文学的生命力所
在。主体的对话也如是，最终的目的是达至三地文学
创作者共同参与、主体分有共享和共同创造，打造一
个新的文学流派。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对文化的一个
重新认知过程，对三地文学都会带来不同的冲击和体
验。但是，如果大家都有意愿去走这个过程，粤港澳
大湾区文学就自然地构建起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还必须和
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产生关联、进行对话。在这个更
大体系的对话过程中，粤港澳文学可以扮演不同的角
色。但前提是，大家一定要解开心结，放下成见，衷诚
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学习。

我们提出大湾区文学概念的初衷，是为大湾区文
化共同体的建立创造必要的条件，为港澳文学回归中
国文学大家庭建立畅通的渠道，也为中国文学的国际
交流搭建一个新的平台。我们相信，在构建大湾区文
学的过程中，香港文学和澳门文学可以对中华文化传
统有更系统深入的认识，广东文学也可以更加全面广
泛地开展与西方文学的合作交流，而三地文学可以增
加理解、互相接受、共同进步，最后融为一体，成就一
个新的文学共同体，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的建
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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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赵稀方和霍艳联合主编的《转折时代的汉语文学》由
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世纪文景共同推出。

《转折时代的汉语文学》聚焦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汉语文
学，探讨这一时期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系，理清转折发生的线
索，思考其深远意义及对当下汉语文学发展的影响。本书以四
个主题展开讨论：转折时代的汉语文学及其文学实践、知识分
子的道路选择、不同地区的文学生产与文化运动。作者均为该
领域的一流学者，其中不乏年轻一代的学者，展现了近年来现
当代文学领域研究的高水平和新思路。本文为《转折时代的汉
语文学》序言，略有删节。

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文学放在一起研究是不多见的，
因为它们分属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个学科。现代
文学和当代文学这两个学科面貌完全不同，各自有不同的话语
系统，至于其间的关系、如何转折、如何衔接等问题，较少有人
关注。而这处关节其实恰恰是非常关键的，是新的学术生长
点。这一点，其实并非我们独家发现。一两年前，我分别在香
港和台湾参加过有关于 1949 年及时间空间变动的讨论会。
2017年，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20世纪海内外中文文学”重点学
科，我们策划召开了“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之交的汉语文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个题目要求分别邀请现代文学和当代
文学两个领域的学者参加，仅此还不够，我们
又加上了一向鲜少被注意的台港澳华文文学
领域的学者以及分别来自美国、日本、韩国、马
来西亚、新加坡乃至欧洲等地的外国学者。另
外，我们在邀请专业学者的时候，尽量注意年
轻化，如此就使得我们这次会议活力十足。不
同的历史经验在这里浮现，不同的学术视野在
这里碰撞，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冷川从纸张供应的角度讨论20世纪四五
十年代的文学转型过程，这一“经济基础”的角
度非常独特。张泉打破了以1949年截然划分
共和国新文学的方法，谈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上
海仍然保持了几份延续着旧文人写作的小报，
如《晶报》和《大报》，由此探讨新旧文化秩序之
间的转换。熊鹰以叶君健等人的活动为线索，
探讨 1950 年代对于 1940 年代以来“反殖民主
义”主题的延伸和发展，这是从前较少为学界
所注意的主题。李哲由1956年新中国第一部
彩色故事片《祝福》的摄制过程，分析彼时新中国“美学”的诸种构建过程。祝鹏程则
以“十七年”（1949—1966）的对口相声为中心，探讨新中国政治文化及美学观念对于
相声这一体裁的重塑，等等。

不多见的是，翻译文学研究也出现于会议中。晚清、五四以来翻译文学一直是
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在1949年后被归到外国文学学科，翻译文学从此与中
国新文学脱离了关系，近年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变。李今的发言来自她近年出版的多
卷本《汉译文学序跋集》，主要讨论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文学的翻译与新政权下的社会
主义新认同的关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崔峰认为，在苏联文学得到张扬的同
时，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翻译却受到了限制，美国文学在新中国经历了一个重构的
过程。

左翼文学之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另有怀抱，金浪《不合时宜的“政治美学”——
朱光潜1948年前后的书生议政及其失败》和黄科安《中国舞台的歧途——萧乾关于
国家未来的“乌托邦”构想》等文，揭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另类政治想象。李斌

《论沈从文土改期间的创作矛盾》、冷霜《废名1950年代的思想转变与创作意愿的升
沉》、叶诚生《〈春城纪事〉建国前后的常任侠》等文，则探讨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旧
文人在生活选择的冲突和彷徨。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化界以五四启蒙主义为导向，重新引进西方
文化，“走向世界”。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经济，不过在此后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随
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变化，“启蒙主义”的问题逐渐浮现，左翼文学的
遗产亟须重新整理。程凯的《“群众创造”的经验与问题——以“〈穷人乐〉方向”为案
例》、何吉贤《“流动”的主体和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20 世纪四五十年代转变之
际的丁玲》等文，重新反思启蒙和革命的关系，将知识者置于革命实践中加以考察，
发现被忽略的左翼革命实践的历史遗产。

迄今为止，我们的探讨都是从大陆出发的，这其实远远不够。一旦将台港及海
外纳入了会议，我们便获得了新的历史视野。1949年后，中国现代左翼文学得以延
伸，但右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以至于通俗文学都分流到了海外，离开了这些部分谈
中国现代文学的命运，无疑是非常片面的。王钰婷以台港两地《纯文学》杂志为考察
对象，讨论五四女性文学传统的传承与转化。黄万华提到，《中国新诗总系》（1949—
1959）原由洪子诚承担，他在大陆部分只选了6首诗，剩下的全是台港诗，后来由谢冕
编的时候，则选了大陆诗139首，台湾诗只选了32首，香港诗缺席，显然前者较为注意
五四新诗传统的延续，而后者较为注意新中国成立后大陆诗歌的发生。黄万华认
为，解放区文学进而扩展为共和国文学，国统区文学则分流为台港及海外文学，前
者是“人民的文学”，后者是五四以来“人的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这两者
应该都是不可或缺的。朱寿桐对于1949年后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提出了根
本质疑。在他看来，1950年代初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尚有可能让人们在“新
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找到联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出现倒逼了“中国
现代文学”的产生，然而这一新的学科概念完全是非历史的。号称中国现代文学，却
忽略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又放弃了现代的文言文学，并且又不能涵盖台港澳海外
汉语文学。

对于台湾来说，转折与其说是1949年，不如说是1945年。作为曾经被日本殖民
统治的台湾，其历史脉络与大陆有相当不同。就文学而言，其中一个不同就是语言
的转换，即光复后台湾作家从日语到中文写作的转换。刘俊《从“日语”到“中
文”——论吕赫若小说中的认同与背离及语言转变的意义》和李育霖《历史的皱
褶——论陈千武的翻译书写》等文，从语言和翻译的角度，讨论了在历史转折期间
台湾作家的主体转换过程。台湾的历史转折，其过程恰恰与大陆相反。如果说大陆
是左翼合法化与体制化，那么台湾当局则是清除和斩断左翼。陈美霞以赖和的遭遇
为例，讨论1950年代冷战格局下“去殖民”被“反共肃清”所代替，乃至导致分离主义
的过程。李娜则对于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与左翼的关系，进行了重新
讨论。张俐璇以上官鼎为对象，考察了196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对武侠通俗小说发
展的影响。

如果说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代转折，让台湾文学、香港文学从中国大陆分
流出来，成为中国大陆文学的补充，那么对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而言，意义又有所
不同，它经历了一个从中国文学转变为所在国文学的过程。正如朱文斌所说，有关

“马华文艺独特性”和“侨民文艺”之争，发生在二战之后的历史背景下，而 1957 年
马来西亚建国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朱崇科《论“马共”题材小说再现的类型
化》和金进的《左派文人视野中的英殖历史再现——汉素音与〈餐风饮露〉中的人道
主义情怀》的“马共”及“左派”题目就可以看出，马华文学与中国之间有深刻的历史
联系。

我们邀请到波兰罗兹大学学者马里乌斯·格沃布参会，他介绍了两次世界大战
后欧洲文化及文学所发生的转折性变化，也介绍了波兰文学的时代性际遇，这与中
国的历史际遇形成了呼应的关系。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张诵圣教授则不满
足于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美国文坛的影响，她从台湾出发，试图从理论上讨论

“世界文化体系”与东亚文坛的关系。
这让我们知道，中国乃至东亚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代转折与世界具有同构

性，1950年代香港、台湾文坛所受到的存在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正来自欧洲，而中国大
陆对苏联文学的引进，也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聚集。从中国大陆到台湾、香港，再
到欧美，随着空间的推移，我们的视野在一步一步扩大，终于能够在世界性的冷战结
构中观察自己的位置。

《海边的房间》是台湾新生代小说
家黄丽群的短篇小说集。十二个坏掉
的人，十二个令人倒吸一口凉气的好故
事。小说家用典雅细密的汉语精巧布
局，将人间悲欢斩落整齐，写出一个城
市畸爱者的幽冷世界：老公寓里的弃女
和养父，乡间卜算师与患病的儿子，梦
游的宅男，中年独居女人和三花猫……
语言的俏皮与一个个意料之外被冻住
的结尾以及对平凡人事细致入微的体
察，构成作品特有的文字张力。无常往
往最平常，黄丽群的世情书写温热冷
艳，拨动平凡市井里的人心与天机，失
意人的情欲与哀伤，我们日常的困顿与
孤独。

小说集《海边的房间》收录了黄丽
群大学刚毕业后创作的短篇小说，在这
些故事中，一些主题反复出现，比如立
身于文明社会的处世之道：在酒店大堂
打工的父亲传递给女儿的成功要诀是

“当一个坐着的人”，因为坐着比站着更
体面（《当一个坐着的人》）；做算命师傅
的爸爸告诉儿子，要算准顾客的命首先
要断定他们的身份和期待，从他们是什
么样的人出发，推演他们的未来命运
（《卜算子》）。黄丽群对这样的“处世之
道”的态度是含混的，既有同情的地方，
也有讽刺的余地。就像她在接受采访
时所说的，她不喜欢斩钉截铁的东西，
喜欢不科学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欢

谈论人们无法主宰的、无力抗拒的东
西，比如爱与命运，正是这些东西能够
折射出人类知觉的有限。

这些故事讲述的都是都市中人的
生活，他们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干
着一份平常的工作，是房产中介、公务
员或是外企白领，却怀揣着不为人所知
的激烈欲望，这些欲望有时凝结成了一
种迷恋和“病症”……在采访中，她面对

“城市畸零人”与他们不可抗力的命运
的问题，说自己其实并不赞成边缘人的
说法，“我觉得都是很普通的人。但是
普通人会碰到逼着他们不普通的命运
和事情。” （华 雯）

刘小东油画作品

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

全力推动全力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建设

□□吴志良吴志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