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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8日上午9时，广东省作协在广
东文学艺术中心23楼召开《广东文学通史》编撰
工作务虚会。广东省作协主席蒋述卓，中山大学
中文系教授彭玉平、林岗、谢有顺，华南师范大学
中文系教授陈剑晖，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贺仲明，
广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纪德君等参加会议。

一、编撰“通史”的必要和困难

为什么要编撰《广东文学通史》？我在主持务
虚会时谈到，这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从古代到
当代，广东还没有一部贯通的文学史，着手编撰此
书，是事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助力粤港澳人文
湾区建设，满足学术界新期待，是工作的需要；为
建设广东文学馆提供理论支撑，是展陈的需要。

怎么来编撰这部文学通史？其指导思想、起
止时间、编多少卷、由谁来编、什么时候完成、需要
多少经费，以及其他相关问题，都需要考虑。在务
虚会上，大家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畅所欲
言，集思广益。

讨论的结果，决定由我和蒋述卓担任总主编，
负责谋划、统筹、推进通史的编撰工作。初步考虑
编撰五卷，包括古代一卷（清代以前）、近代一卷、
现代一卷、当代前三十年一卷、后四十年一卷。

在务虚会最后，我说，通史的编撰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站位要高，
要有新的史料的发现、新的观念的阐释、新的体系
的构建，要成为一部集大成、标志性的成果；编撰
要精，标准、体例、作者都要从严要求，要提出新的
框架，形成新的理论，突出当代意识、全球意识和
精品意识；推进要准，要摸清家底，分步进行，倒排
工期，三年完成。

当时新冠疫情正炽，正常工作、生活秩序受到
严重影响，启动通史编撰工作并非合适时机，更大
的难题在于无经费、无团队、无史料，如何开始这
项浩大的工程？我们认为，文学通史撰写，事关全
省文学事业大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
件也要上。

当务之急是解决没有经费的问题。疫情期
间，财政紧缩开支，强调要过紧日子乃至苦日子，
正常开支尚且要有所压缩，更遑论新增项目？遂
翻箱倒柜，得悉香港知名实业家霍英东先生曾于
1996年慷慨捐资500万元用于支持广东省作家
协会办公大楼筹建，后因省政府资金到位，仅使
用部分经费用于购置设备和修缮。广东省作协
遂致函霍英东先生二儿子、香港霍英东集团行政
总裁霍震寰，协商启用霍英东先生捐助的资金，
用于编纂出版《广东文学通史》，并每年推出《广
东文学蓝皮书》，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人文建设。
霍震寰先生随即复函表示支持，并肯定出版计划

“既传承书香，亦惠泽后学，不仅能起到探源溯
流，勾勒古今，阐幽发微之效，更有助今后地方文
学事业之编修及发展”。

二、循序渐进推进编撰工作

经费落实后，各项工作遂紧锣密鼓地开展起
来。成立编委会、聘请学术顾问、确定总主编、执
行主编、分卷主编，并委托分卷主编物色撰写人
员。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2021年7月21日，《广东
文学通史》编撰工作会议在岭南文学空间举行。
编撰团队全体人员参加，大家就该项文学工程的
价值和意义、框架和体例、规范和要求进行深入讨
论。这也标志着《广东文学通史》编撰工作正式全
面启动。大家谈到，要坚持提高站位，切实增强撰
写《广东文学通史》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

坚持正确史观，坚持守正创新，努力构建富有特色
的话语体系。《广东文学通史》的规模是五卷200
多万字，每卷的撰稿专家4人，加上总主编、执行
主编、分卷主编，共20多人参与。专家各有所长，
风格各异。但作为一部高质量的文学通史，要建立
起一种机制，努力做到质量均衡、体现共识。按照
计划，2022年10月拿出初稿，2023年5月正式出
版。以此时间节点制定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

2021年8月20日，我在岭南文学空间主持召
开《广东文学通史》顾问、主编工作会议，并代表广
东省作协与各分卷主编签订撰写协议。会议重新
强调了编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机制，确定每
个月召开一次推进会，交流前期工作，明确下一步
任务，群策群力、扎实有效地推进编撰工作。

2021年9月30日，《广东文学通史》编委会工
作会议在岭南文学空间召开。会议原则通过《广
东文学通史》各卷提纲，明确要求各卷团队以此为
依据抓紧开展撰写工作，并要求统筹好六种关系，
即全国地位与地方影响的关系、统一体例与各卷
侧重的关系、“史”与“论”的关系、“点”与“面”的关
系、“里”与“外”的关系，以及政治立场与文学成就
的关系，推动编撰工作顺利进行。

三、入史标准和地方特色

为使撰稿者在搜集材料、开展研究、撰写稿件
时有所遵循，执行主编研究提出通史的编写体例、
入史标准、结构类型，以供参考。其中对入史作家
作了明确规定：广东籍并长期在广东生活和工作
的作家及其作品、长期居住广东的非广东籍作家
及其作品（当代一般5年以上）、古代北方流贬到广
东的作家诗人及其作品；入史的作家诗人，一般应
有文集或专著问世，并在全国或全省有较大影响
等。其他情形的则强调在地性，比如，唐朝文学家
韩愈被贬潮州写的《祭鳄鱼文》、宋朝文学家苏轼
应邀撰写的《潮州韩文公庙碑》，均属于广东作家
作品；离开了广东，创作的也非广东题材，就不能
算是广东作家作品。

岭南自古虽谓鴂舌蛮荒之地，却也是最早得
风气之先。其文学与大漠西北迥然有异，也极大
区别于江南水乡。广东文学的脉络如何、特质如
何、在全国大局上处于什么位置，这更是通史必须
明确和把握的重大问题。为此，总主编、执行主
编、分卷主编在2022年4月29日，又专门召开了
一次务虚会，就广东的文化逻辑、文学逻辑、理论
逻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探讨，初步厘清了广东文
学从受容到包容到交融的发展历程、从边地到腹
地到前沿的进取精神、从雄直之风到慷慨豪迈到

勇于斗争的革命谱系、从海洋性到商业性到市民
性的文学品格。这些品质是广东文学区别于别的
地方的文学的鲜明特色，必须尽量贯彻到通史各
卷的撰写中。比如“海洋性”的特质，从唐朝诗人
张九龄诗歌《望月怀远》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
时”到当代作家杜埃长篇小说《风雨太平洋》等，无
论是题材选择、主题呈现，还是艺术塑造，都一以
贯之地彰显了这一基于地缘优势而格外丰厚的文
学资源。又比如，革命谱系中的广东左联作家，在
现当代革命文学中占有突出地位。其中，左联五
烈士之一的冯铿，是广东潮州人，牺牲时只有24
岁，却创作了200多万字的作品；左联重要作家洪
灵菲也是广东潮州人，他创作出版了包括长篇小
说“《流亡》三部曲”在内的大量文学作品，总计约
400万字，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草创时期的重要
收获。其中的一些作品散佚在外，撰稿者在寻找
文献、抢救文献、消化文献的过程，就是集腋成裘、
提炼史观、形成评价的过程。洪灵菲的作品涉及
革命流亡、出国留洋等，行文中经过不同的地方，
伴随潮汕话、粤语、英文、南洋话，多种语言杂糅与
异国风情形成的国际视野和革命叙事，便构成了
近现代以来广东文学兼容并包的创作特色和开眼
看世界的文学自信。

近两年，编撰团队共召开13次会议，凝聚共
识，讨论提纲，切磋写法。在学术顾问的指导下、
在编委会的支持下，编撰团队全力以赴、攻坚克
难、夜以继日，终于按照规定时间完稿，并在分卷
主编、执行主编、总主编三轮统稿后，将齐、清、定
的全稿于今年二月底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四、为广东作协成立70周年献礼

美国诗人卡尔·桑德堡曾说过：“任何事情开
始时都是梦。”撰写广东史上第一部文学通史，曾
经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如今梦想成真，可谓广东
文学界、学术界一大盛事。在整个撰写过程中，广
东省委宣传部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学术顾
问陈春声、黄天骥、刘斯奋、陈永正给予悉心指导、
把关定向，彭玉平、陈剑晖、林岗、纪德君、陈希、贺
仲明等执行主编、分卷主编统筹谋划、沟通协调、
提出规范、督促落实。工作团队陈昆、周西篱、林
世宾、邱海军、杨璐临等事无巨细不厌其烦，保障
有力。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总编辑李红
强、社科部主任付如初和编辑李想等，严格把关，
加班加点，精编精印，确保高效率、高质量完成出
版任务。

今年是广东省作家协会成立70周年。值此丰
收之时和喜庆之日，通史的出版，可谓正当其时，意
义重大。回想起今年元宵节过后，通史执行主编、
第一卷主编彭玉平教授发来其刚刚完稿的第一卷
绪论，并附“感赋”一首：“粤文一卷费思量，唐宋明
清气渐扬。百越古风深底蕴，融通南北自堂堂。”

我读完，受到感染和触发，我也拟古风草成一
首，不拘格律，达意而已。诗云：“彭公积厚自雕
龙，化繁为简意葱茏。追寇入巢溯源流，别具只眼
识诸公。山林皋壤时空换，涓滴巨澜赖有容。系
出一脉雄直气，敢为人先唱大风。”（《读彭公一卷
绪论有感》）这首小诗虽因彭玉平教授诗作缘情而
发，其实也是为全体撰写团队诸君而作。由于任
务繁重，时间紧迫，加上撰写团队受到学术视野和
各种因素的限制，特别是本人才疏学浅，通史疏漏
不妥甚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祈学界方家和广
大读者批评指正，并将宝贵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
适当时候加以修订，俾使通史日臻完善，嘉惠学林。

（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
主席）

“
敢为人敢为人先唱大风先唱大风

□□张培忠张培忠
关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历来有很多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之

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不仅有认识论的意义（“文学是否可以抵达现
实”），而且还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如何更有效地抵达现实”）。

就我所阅读和了解到的，有如下几种观点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
一、文学是对现实的模仿。这种观点最早见于柏拉图的《理想国》，

简单而形象地说，文学是现实的影子。该观点对艺术伦理的导向，天然
地被引向“文学是现实的附属品”，其所聚焦的文学功能则是“记录性”。
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即“现实比小说更精彩”，本质上就是这种文学观
点的当代投射。

二、文学是对现实的表现。“表现”不同于“模仿”之处在于，“表现”更
多地释放出了作者的主观能动性。表现的内容可以很广泛，比如作者的
情绪、对世界的理解以及理解方式。在这里，“现实”降格而成为了作品
的“材料”，这些材料本身是否真实或符合现实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作者
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编织、加工、叙述所展现出来的心境才是关键所
在。至于说到“真实”，则后者的“真实”更为作者所看重。

三、现实是文学艺术的模仿。这种观点有些极端，出自王尔德的艺
术评论文章。但作为一个“唯美主义者”，他对文学艺术的无以复加的推
崇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某种意义上，他也确实道出了文学艺术的一些
重要属性。实际上，在我们获知一物之名之前，这个物无论是否存在，于你
而言，都是不存在的。换言之，一切事物都不可能离开语言而单独地悬浮
在你的意识之海里，是语言锚定了它的位置并勘定了它的形象。同理，我
们对文学艺术的创作，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创造。文学，某种意义上是一
种语言的生成，而这种语言的生成，即是对现实中的故事的锚定和勘界。

简单叙说了几种关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观点后，现在来说
说“文学如何更有效地抵达现实”。

在这里，我想引入一对概念：“实然”和“应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现实是缺乏戏剧
性的，甚至对一些个体来说是一地鸡毛的，没有惊奇可言。并且很可怕的一点是，现实是无
主题变奏，是不断叠加的“一天天生成”和“一天天消逝”。很多人的一生，都遵循着从出生到
读书到毕业工作到退休这样一个固定的生活轨迹。其中的一些时段，也许有很剧烈的变化，
但那种变化如果被放置到整个生命的长河中，并不属于常态，因为其时间长度和发生的密度
都比较有限。这就是生活。如果我们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去叙写现实的话，最后呈现出来
的文学作品，可能也会成为“一地鸡毛”。读那样的作品，确实是容易令人感到沮丧的。然而
当我们在创作中把生命长河中最剧烈的那一部分剜出来加以大肆地渲染，最后呈现出来的
作品，也会令人感到疑惑：生活真是这样的吗？生活真的总是这么戏剧化吗？

那么，文学应该表现怎样的现实呢？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实然”）呢，还是经过我们浪漫
而激情的想象所创造出来的应该有的样子（“应然”）呢？考察文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后者
成了最重要的传统。我想这是因为在一个娱乐匮乏的年代（相比于当下娱乐方式的多元性
和系统性而言），文学自觉承担起“娱乐”的功能。文学，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游戏，语言的游
戏、想象的游戏、创造的游戏、脱序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存在，就像一对翅膀，带领我们从泥
泞的现实飞升起来，甚至飞升到异度的空间里去。传奇、志怪、幻境，从现实生活的轨道脱序
出来，本身就是人类的精神所内在渴求的。这也构成了文学存在的心理基础。

但如果文学写的是“实然”的生活又如何呢？我们会发现，这将令我们窒息。通过对作
品的阅读，我们既不知道作品要表达什么，也不知道作者要表达什么，根本上来说，我们压根
儿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在《等待戈多》里，两个人站在路口，有一搭没一搭地讨论戈多、
等待戈多。然而，戈多怎么也不来，戈多也许马上就来，也许永远都不来。更可怕的是，戈多
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这就是生活的荒诞性，是生活的“实然”。对这个“实然”的发现和强
调，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后才凸显出来的。对“实然”的表现，让我们
更深刻也更绝望地看到，从前的、古典的一些文学作品可能只是一场美好的梦。

再者，我想谈谈“自然”和“有效”的问题。一部小说，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紧张，令人感
动，这些都是很好的品质。这些品质确保了作品本身的“纯净”性。事实上，我们是在一种

“纯净”的语境下来理解作品本身的。关羽是忠诚的，李逵是粗鲁的，高老头是吝啬的，包法
利夫人是虚荣的……我们其实是在单个向度上理解这一切的。但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动作，
背后可能存在其他很多维度的心理。人类外在的动作，在相当程度上确实折射出了他的内
心世界，然而却非常有限；内心世界从来都是瞬息万变的，一股意识的洪流从脑海中汹涌而
过，连我们自己也来不及捕捉。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依然像古典小说那样，把情
节、事件和动作的逻辑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实际上我们已经丢失了很多的东西。

这就必然涉及叙事的“有效性”问题。它看似逻辑严密，层层推进，毫无瑕疵，实则未必
是“有效”抵达现实的正确路径。相反，当我们并不舍弃现实生活中非理性的、非逻辑的、非
主题的意象、细节和话语时，我们反而重获了更深层次意义上的“真实”。而恰恰是这种方式，
反而是面向现实的更加“有效”的抵达，或者说更加“全面而真实”的抵达。从现实生活中，我
们截取任何一段，无论长短，无论是否具有完整性、逻辑性和主题性，我们反复地用语言、回
忆、想象、感受和理性去解剖它、重现它，进而建构它，我们都将发现，它有着明显的滞涩感、歧
义性和含混性。这些对于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而言，是不是一种缺陷呢？当然，相比于我们
古典的叙事方式（拆分重组）的逻辑性、主题性和纯净感而言，确实给读者带来了一定的阅读
障碍和理解障碍。然而，当我们沉浸其中的时候，却也会慢慢体验到一股无法抑制的复杂况
味。我们被这样荒原一般的文字和故事感动了，并不是因为我们意外地抓住了其中的主题思
想，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到底，生活也不过如此。这样的叙事，本身就是“自然”的，所以我们
沉浸其中的时候，犹如重新活了一
遍，并没有什么隔阂感。但这一次
经验的“复活”，是带着我们对于生
活荒诞本质的重新审视和思考进行
的，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复杂
的况味。

（作者系《少年文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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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去叙写现如果我们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去叙写现

实的话实的话，，最后呈现出来的文学作品最后呈现出来的文学作品，，可能也会可能也会

成为成为““一地鸡毛一地鸡毛””。。然而当我们在创作中把生然而当我们在创作中把生

命长河中最剧烈的那一部分剜出来加以大肆命长河中最剧烈的那一部分剜出来加以大肆

地渲染地渲染，，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也会令人感到也会令人感到

疑惑疑惑：：生活真的总是这么戏剧化吗生活真的总是这么戏剧化吗？？

今年是广东省作家协会成立今年是广东省作家协会成立7070周年周年。。近期近期，《，《广东文学通史广东文学通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版，，可谓正当其时可谓正当其时。《。《广东文学通史广东文学通史》》总主编之一张培忠在本文中回忆和记录了这套通总主编之一张培忠在本文中回忆和记录了这套通

史编撰和出版工作的始末史编撰和出版工作的始末。。

·······························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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