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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珊（澳门诗人，澳门艺术博物馆馆长）：

纵观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当代文学史，澳门文学的存在感

并不高。即便是澳门本地人，可能也不一定马上能举出澳门作

家、作品的例子。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无论是过去的“台港

澳文学”范畴，还是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范畴，澳门文学

始终很少出现在作者和研究者的视野里，甚至澳门的大学也不

会特意开设“澳门文学”这门课程进行研究。

因此，当“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概念被提出后，澳门的作

家、评论家们都眼前一亮，期待是否会有更多的发声渠道、发展

空间。因为澳门的文学市场非常小，本土文学不一定是本土读

者第一时间关注的内容，相比之下，大部分澳门人更关注外部

的作家和作品。即便是进入内地市场，澳门作家也会遇到不少

困难，比如澳门人写澳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众的题材。往

往是在重大时间节点，或是由官方牵头的项目里，澳门作家才

有崭露头角的机会。

在澳门，虽然文学市场很小，但在政府的补贴和支持下，申

请书号、出版著作相对比较容易。可能正是因为读者基数小，

作家们反而会“放飞自我”，全身心做一些纯文学的内容，而无

需担心销量、点击率、市场反响。

与此同时，关于澳门文学的评论文章也不多，本地大学的

老师不一定会选择澳门文学展开研究，现存资料年代也都比较

久远，大多是二三十年前的论文，后续资料不乏老调重弹之

论。因此，澳门文学一直处于一个“存而不论”的状态，很多作

家默默写作，评论家不太会浓墨重彩地研究澳门文学，或者只

是将之纳入到港澳台的范畴里展开讨论。因此，我们十分渴望

借由粤港澳大湾区共建的契机，让更多作者、评论家关注澳门、

书写澳门。

可预见的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步调的过程中，必将面临

诸多挑战。比如粤港澳三地是否都互相了解对方？三地能否

在融合之中，保留好各自独特的文化？后面这个问题是澳门作

家们特别关注的，澳门大学传播学系助理教授李展鹏曾写《隐

形澳门》，指出一直以来，澳门的文化状态是“隐形”的，常常被

人们所忽视。另一方面，澳门作家在内地出版作品时，带有方

言习惯的写作策略、语法逻辑等可能都要大幅改变，如何在进

入内地市场的同时，保留好澳门特色，也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

问题。

1984年，澳门作家韩牧就提出要建立澳门文学形象，但是

时至今日，这个形象仍然是模糊的。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

面目进入大湾区文学？相信这是澳门作家面临的最大挑战。

文学是讲究实力的领域，澳门文学要真的走出去、融入大湾区，

应当由创作者主动把握节奏，提升作品内容，勇于面对挑战，用

我们的作品亲手塑造出澳门人所认同的澳门文学形象。

唐睿（香港作家，浸会大学助理教授）：

香港文学中的广东元素，早期值得一提的就是作家黄谷柳

的《虾球传》，是作家于1947年10月到1948年12月在《华商

报》副刊连载的小说，讲述了抗战后少年虾球辗转香港和珠三

角的遭遇经历。从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和香港在文化历

史上是相连的，粤港向来就有血脉相连的概念，这在上世纪40

年代的香港文学里，还是比较普遍的共识。

当时，很多自内地北方来港的作家、文人，大部分都曾经去

过广东，有不少还是广东本地人。在他们看来，香港与广东很

自然地在文化、历史、地理上都是相连的。因此，在早期的小说

里，也就常常能看到这种两地在文化历史上互连融通的呈现。

此后，无论是50年代侣伦的《穷巷》，还是舒巷城的作品，

都包含了很多广东地区的记忆、历史事件等相关的内容，呈现

着广东和香港血脉相连的特征。直到70年代、改革开放后，这

种关系发生了一定的转向。当时，受惠于1970年代末香港与

内地的通关条件，香港普罗大众可以通过申请回内地探亲、旅

行或是文化交流。其中，许多年轻作者通过各种机会，到内地

游历，寻访向往已久的山水名胜，寻访仰慕已久的作家。他们

的足迹遍布各省，既有短途旅行，也有数月观察，从中诞生的游

记，记录了他们对内地改革开放之初的种种观察，既有宏观的

社会记录，又包涵了微观的民生素描，建构出一个丰富多样的

中华形象。

这些游记的首要特点是，作者的文化经验既立足于中华文

化传统，但同时又能通过略带距离的目光来解读内地风土人

情，并为各地的山川名胜赋予有别于传统的意义，其中也记录

了香港人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变化，对文化背景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香港文学作品、演艺作品，更多关注

的还是广州地区，但实际上，广东省内其他地市也各有特色，许

多港人也有着很丰富的广东经验，从地区和向度两方面都有值

得香港作家关注的内容，比如很多来港打拼的潮汕人、为内地

学校捐钱支持“希望工程”、派志愿者去粤北地区扶贫、惠州东

江纵队和文化名人大营救的故事等等，这些历史渊源都值得香

港作家进一步关注、探索和开发。

对于澳门，香港人以前存在一些刻板

印象，如黑社会、赌场一类的元素。随着澳

门回归祖国，港人对澳门的印象发生了转

变，尤其是澳门的文艺发展、对传统建筑的

保护、旅游开发都做得很好，吸引了当时很

多香港的艺术家前往。

比如很多艺术家都“打卡”的婆仔屋，

也就是艺竹苑，这是两栋已有百年历史的

黄色葡式建筑，内部设有展览空间，不定期

举办艺术和原创产品设计展览。诸如此类

的场所、建筑，也让香港作家对澳门留下了

“文艺气息浓厚”的印象。

实际上，澳门的异国情调、港澳在历史

上的互动、全球语境下的港澳文化故事，其

中都有非常多的细节和空间可供作家进行

发挥，粤港澳三地之间的叙述既相似又各

有不同，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开发。

陈崇正（作家）：

我对澳门文学最早的印象是因为葡

萄牙作家萨拉马戈，这是我很喜欢的作

家，而我在大学时代读到他的《修道院纪

事》，封面上就印着澳门文化司署字样。

最近我在翻看16世纪的历史，那时候的

澳门就已经在对外贸易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跟澳门相比，香港我们就非常熟悉了。作为一个广东人，

我从小就接触香港文化的熏陶，我喜欢香港电影，喜欢周星驰

和BEYOND乐队。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北方的KTV里也喜欢

唱粤语歌，《海阔天空》《千千阙歌》的旋律响起，大家就开始怀

旧。我还喜欢金庸，中学时代也读过倪匡，老家的床底下还放

着一套卫斯理。香港有一拨作家很了不起，他们在香江边办报

读书，写作为生，笑傲江湖，很让人羡慕。

今天我们来谈“大湾区文学的可能性”，但我谈不了香港和

澳门，只能谈广东文学的可能性。我想，有三个维度创造了广

东文学的可能。

第一个维度是教育。如许多人看到的那样，广东这些年有

一批青年作家异军突起，在全国文坛之中都非常亮眼。这里面

当然有经济腾飞人口流入凝聚了文学人才的因素，但我认为更

重要的是开始于21世纪初的大学扩招。因为大学扩招，有一

批具有文学才能的人进入了高校接受教育，就比如我，如果不

是因为扩招，我此刻可能正在某个工厂的生产线上奋斗，会跟

写作这件事绝缘。文学人口的扩大为文学生产提供了发生的

概率，这就是最为现实的可能性。现在大湾区的作家，几乎都

是高学历，博士比比皆是，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维度是媒介。更具体说是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

打破了原来纸刊所形成的文学资源壁垒。现在几乎所有的文

学期刊都在大力发展新媒体，有的还做了短视频。就我个人的

文学历程而言，新世纪的二十年，正好也是互联网和新媒体高

速发展普及的二十年，很多人只看到了网络文学的发展，其实

应该说，在网络文学没有产业化之前，严肃文学作家也曾混迹

在网络上写作，他们是第一拨网络写手。我还记得十几年前在

网络上写诗，经常会遭遇激烈的交锋和论争，有时候甚至是直

接干仗。老一辈可怜，打个笔仗还要等报纸印出来，网络出现

以后，文学的“对骂”来得非常直接。媒介的发展为大湾区的文

学提供了新可能，也让广东在媒体传播上追平了香港和澳门。

第三个维度是科技。科技发展是大湾区的一个新现实，在

大湾区写作几乎无法回避科技发展对社会生活的改变，这也让

这里的作家开始思考科技所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

广东有很多作家开始创作带有科幻元素的作品。作家开始关

注人类未来，这也正是时代气象的表现。商业的发展，时代的

进步，介质的迭代，往往还是可以跟艺术创作形成正相关。

李德南（评论家）：

当我们谈论“大湾区文学的可能性”这一议题时，我们可能

首先会想到文学和地域的关系——这是理解中国文学的重要

切入点，也是文学史写作、文学批评的重要认识路径。我们对

大湾区文学的理解和期许，有这样的因素在内，但与此同时，大

湾区和大湾区文学的提出，又有着很多新元素。大湾区是国家

与地方进行规划、建设的结果，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则是更为内

在的驱动力。从地域、区域的角度来看，大湾区是一座尚未得

到充分发掘的文学富矿。很重要一个原因在于，它有着非常具

有当代性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

大湾区中的广州、澳门、香港、深圳、潮州，在中国近现代史

上有着非常复杂的互动。它们又是中国和西方、东南亚很多国

家交流频繁的区域，是在跨文化交流方面非常重要的区域。

这样的一段历史经验，放在当下来看，仍然非常具有冲击力；

这些历史经验也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当下，或是跟当下构

成对话。那一时期的岭南，值得作家去深入挖掘，并用文学的

方式进行再现、想象和再造。甚至一个人物的经历，就可以成

为一部小说很好的题材。比如传教士马礼逊。他最早到中国

来希望进行传教活动，可是他在这方面很受限制，并不成功。

可是，马礼逊又意外地因为在翻译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而成为

中西跨文化实践的重要人物。他翻译了《圣经》，还编撰了

六卷本的《华英词典》——这是第一部汉英辞典，还曾经把

《红楼梦》的节选翻译成英文。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

现代文学史》认为，马礼逊的大量翻译和著作，把词汇、句法、

文学形式及宗教文化观点的新要素，输入汉语中。这些跨文

化、跨语际的实践经验，影响深远；他们曲折的人生经历，也非

常适合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而那一段历史，在文学领域有非

常多的空白。

大湾区的现实经验也颇具当代性。广州、澳门、香港、深圳

等因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许多方面的优势，往往能够得风气

之先，产生很多新的经验。这些新经验又是发散式的，对中国

的许多地方都有重要影响，在中国的发展中非常具有代表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大湾区，先后出现了打工文学、新城市文学、

科幻文学等文学现象，它们是对中国新经验的直接表达。

大湾区文学的可能性，还在于文学与地域之间，可以是或

然而非必然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人的流动成为常态。人的

工作、生活，都不再受限于一时一地。写作也是如此。

唐诗人（评论家，暨南大学副教授）：

作为一个由政治经济概念延伸出来的文化、文学概念，探

讨“大湾区文学”文学的可能性，肯定离不开《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共建人文湾区”等等一些基本的政策语

境。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城市群，从文学角度来看，建设“人文湾

区”，可以理解成拓展大湾区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这是一个

面向未来的、需要我们去完善内容、建构体系的概念。这种完

善和建构，既面向大湾区的文学创作者，也面向研究者。结合

当前大湾区作家的创作实践，我以为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展

开思考。

第一是围绕岭南文化，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历史渊源

和文化脉络。岭南文化是构建人文湾区的基础，也是大湾区文

学创作与研究要着力去探讨的问题。大湾区城市是相互毗邻

的城市群，它们在历史、文脉、语言、习俗上都有着清晰的共通

性。对于岭南文化，当前的作家还是写得不够，多数是停留在

表面上的物质呈现，缺少能够深入到历史文化内部去挖掘故事

和表现独特的岭南文化精神的厚重作品。最近两年，岭南文化

题材的文艺作品，影视、戏曲等方面做得比文学好。像《雄狮少

年》《醒·狮》《白蛇传·情》等，都成为了现象级作品，引发很大的

关注，对于我们思考岭南文化的创新表达和当代价值有很好的

启发。文学作品方面也有收获，最近葛亮推出了两大部《燕食

记》，专写岭南饮食文化，通过饮食的历史变迁，写出香港、广

州之间的文化关联，尤其表达出香港饮食文化背后的岭南文

化渊源。

第二是南中国的文明叙事问题，这包括中西方文明和城乡

文明叙事。粤港澳大湾区的澳门、广州、香港等等，这些都是中

国近现代以来最直接领受中西方文明冲突的城市，这几百年的

文明交流历史，有很多值得深入挖掘的历史细节和需要作家去

讲述的故事。这方面，大湾区的作家普遍做得不够理想。香港

有很多作家在讲述香港城市故事时会触及这些方面的历史文

化，像西西的《我城》《飞毡》等，但就文明问题而言还是不够凸

显。深圳的青年作家林棹写的《潮汐图》为我们开拓了这方面

的可能性，为大湾区作家书写中西方文明交流问题找到了好的

切入口。《潮汐图》以一只南中国岭南巨蛙的视角，书写近代广

州珠江河岸的中西文化交汇，呈现澳门城市的中西互通，再进

入欧洲大陆中心去体验近代西方文明的残酷一面，很好地表达

出作家立足于岭南文化的西方文明反思。

城乡文明叙事问题关联到第三个维度，就是大湾区的城市

书写问题。作为城市群湾区，城市是当下生活在大湾区的作家

们必须直面的大环境。面对着有很多共同特征的现代城市，大

湾区作家其实大有可为，除了前面讲的历史维度的岭南文化和

中西文明交汇，现实维度更包括城市新移民叙事、城市景观书

写以及城市未来想象等等。尤其像深圳、珠海等城市，从传统

乡村迅速成为现代都市，这种大变化、大转型，背后都是大题

材、好故事，如果能转化为厚重的文学作品，必然是可以折射当

代中国城市化历史的中国故事。乡城转型之外，现代城市的科

技化再造也特别值得关注，大湾区城市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世界性、海洋性是大湾区文学的内在特征，这意味着湾区作家

需要有一种世界视野、未来意识。

王威廉（作家，中山大学副教授）：

大湾区由国家提出的初衷是一个政治经济的概念，但是这

个蕴含着强大的国家意志的概念提出之后，就势必会延伸到文

化和艺术的范畴。“大湾区文学”与传统的“文学地理”的概念还

不太一样。虽然大湾区也是一个地理概念，我们可以指出大湾

区包含着哪几个城市，它的边界在哪里，但大湾区又是超乎具

体的地理空间的，它更加抽象、更加具有建构性。它甚至就是

一个假设，但历史上通常有很多跃迁便是从假设而来的。历史

通过一个假设，可以召唤出更大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大

湾区文学”这个提法的召唤性，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一个政治、

经济、历史的话语场，固有的文化模式在这里都要遭到挑战，从

而得到某种程度的更新。

从文明叙事的角度来看，大湾区的叙事逻辑跟我们传统认

知的那种东西方文明冲突的二元叙事还是不一样的。对香港

和澳门来说，它们在文化融合中已经生长百年以上，有了很强

的在地性，它不再只是东方，更非全是西方，它有了新的文化特

质。而珠三角的这几座城市，在改革开放以前，有些甚至还只

是村落，正是改革开放的巨浪，让这些村落成为媲美港澳的新

城市，各个省份的大量移民汇聚于此，也凝铸和塑造着新的文

化精神。历史行进到此刻，港澳与珠三角之间的关系终于具备

了规模相当的对话性，而“大湾区”构成了一个必须对话的家庭

场所。在这种对话里边，既有“同”的一面——经济发展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又有“异”的一面——港澳与内地城市的历史构

成与发展驱动毕竟还是有着很多的不同。在“同”与“异”之间，

历史的丰富性会获得极大的滋养。

尤其是三地的这种“异”，是必须面对和接纳的。我毫不怀

疑，文学是有能力理解和包容这种“异”的。因为文学所面对的

不是那些比较外在的事物，文学所审视的是细微的生活肌理。

在大湾区的不同城市里，的确可以寻找到一些相似的生活方

式，还有相似的方言，相似的民间信仰，这些构成了一种近似于

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但目前我们还不能直接说它们是一个文化

共同体，因为同样的生活，同样的现象，在不同的话语框架的阐

述下，所得出的意义是不同的。在这种既相似又疏远、既疏远

又相似的过程中，新的文化有可能被创造出来。

从全球化高歌猛进到如今全球化局部受阻，新冠肺炎疫情

也好，俄乌战争也好，都让问题变得复杂而棘手。那么，在“大

湾区文学”这个召唤性的精神空间中，恰恰包含着全球历史进

程行进在当下所面临的困惑与机遇。在这个精神空间中的写

作，肯定不会只是一种文化地理的民俗展示，它一定会触碰到

那些极为重要的历史关节。

复杂复杂、、交融与世界视野交融与世界视野

““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概念经历了从学术界提出到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过程这一概念经历了从学术界提出到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过程，，各各

种实践包括文化实践便由此提上了日程种实践包括文化实践便由此提上了日程。。毋庸讳言毋庸讳言，，““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正是在正是在

这一国家战略规划推动下提出的概念这一国家战略规划推动下提出的概念，，亦是这种文化实践的有机构成部分亦是这种文化实践的有机构成部分。。““大湾大湾

区文学区文学””概念的提出包含了这样的预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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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命题价值命题，，即文学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担负起建设作为民族国家观念共同体的任即文学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担负起建设作为民族国家观念共同体的任

务务。。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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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这个概念更深层的使命。。还应清醒地意识还应清醒地意识

到到，，““大湾区文学大湾区文学””并非一个已完成的历史性概念并非一个已完成的历史性概念，，而是一个新生的具有生产性而是一个新生的具有生产性、、召召

唤性的概念唤性的概念。。换言之换言之，，这个概念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概念本身这个概念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概念本身，，还取决于我们能否还取决于我们能否

找到面对这一概念的有效认识论和阐释路径找到面对这一概念的有效认识论和阐释路径，，以及多方面以及多方面、、多层次的实践探索多层次的实践探索。。中中

山大学中文系在山大学中文系在77月月2525日举办了日举办了““大湾区文学可能性大湾区文学可能性””的论坛的论坛，，特邀澳门诗人袁绍特邀澳门诗人袁绍

珊珊、、香港作家唐睿香港作家唐睿、、广州作家陈崇正广州作家陈崇正、、广州批评家李德南和唐诗人广州批评家李德南和唐诗人，，共同深入探讨这共同深入探讨这

个话题个话题。。活动由作家活动由作家、、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王威廉主持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王威廉主持。。

———编—编 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