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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浇灌港澳文学的成长园地
——港澳作家与内地文艺界代表参加“文学新天地”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许 莹 杨茹涵

春回地暖，万木竞发。3月30日下午，参加

中国作协“万水千山总是情——欢迎港澳作家回

家”活动的作家们穿过老北京豆腐池胡同，来到

有着700余年历史的“观中”中轴线文化博物馆

观·书殿，共同参加“文学新天地”活动。

“今天，我们将以全新的视角观照港澳文学

创作，共同探讨港澳文学创新发展的可能，为港

澳作家融入现代传播格局提供更为广阔的平

台。”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

文学》杂志社主编施战军和作家出版社有限公

司董事长、社长鲍坚的主持下，5组来自文学刊

物、出版界和戏剧影视界的嘉宾围绕港澳文学

的发展历史、文学 IP转化等话题，与在场的40

余位港澳作家进行交流，为港澳作家在内地发

表、出版、影视及戏剧创作改编打开新思路、提

供新机遇。

文学内外的交融互鉴日益
加深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用“融合”一词描述

港澳文学与内地文学的关系，他谈到，港澳与内

地作家的交流从很早就已开始，近年来变得日

益密切，开掘富有地域特征的本土文化，记录一

个时代的波澜壮阔，展现一个时代人们的精神

面貌与心灵世界，正在成为广大作家的共同认

知与创作追求。“当下文学发展呈现出全新的面

貌，如今我们可以在某些长篇小说中感受到两

类甚至多类不同的元素，比如传统与现代，流行

小说元素和严肃文学主题，以及在小说中不断

强化的地方性和在主题表达上的全球化，当这

些不同的元素出现在同一部小说里，这其实就

是一个融合的过程。”阎晶明说，文学内部意义

上的融合已经开始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样态，而

且未来将会实现更深层次和更广泛的融合，这

有助于港澳与内地作家的进一步交流，从互学

互鉴走向共享共荣。

“过去，大家提到澳门文学的历史，会觉得乏

善可陈。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理解的文学

往往都是参天大树式的、可见度极高的存在，但

文学还存在另一种生态，就如澳门文学那样，可

能还未长成参天大树，但却早已绿草如茵。”澳门

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朱寿桐表示，自己主编的

《澳门文学编年史》已经出版了5卷，后续的编纂

正在筹备中，未来他将持续为澳门文学做一些基

础性的、学术性的资料积累工作，促进澳门文学

持续繁荣发展。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子东观察到，改

编自获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繁花》运

用了香港文学中的常见模式——“一男三女”，这

种模式在刘以鬯的《酒徒》、崑南的《地的门》、也

斯的《剪纸》等香港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他表

示，这种文学模式其实源于张恨水的小说《啼笑

因缘》，后来逐渐演变成香港文学的主流。“香港

导演王家卫改编执导电视剧《繁花》的成功实践

带给我们很多启示，也为港澳和内地文学的交融

互鉴提供了典型范例。”

曾出版过《小说香港》《报刊香港：历史语境

与文学场域》等著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现

代室主任赵稀方说：“香港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译

介和实践接续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脉络，香港

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

格局，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跟随世界潮流

方面的表现较为突出。”他谈到，香港文学具有自

己的优势和特色，与内地的进一步深入交流，有

助于香港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在戏剧影视的发展中光大
港澳文学价值

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委会委员、香港剧作家

何冀平谈到，“我到香港已经35年了，过去是北

京人艺的一名编剧，在人艺做了两部剧后来到香

港。起初我满心惆怅，在香港没有人认识我，不知

道怎样生活下去。徐克导演后来找到我写《新龙

门客栈》，他觉得我能写出《天下第一楼》这样的

饭庄，也一定能写好一个客栈。”何冀平坦言，在

香港从事文学、影视、戏剧创作是非常艰难的，在

香港影视圈中，人们称呼她“救火队长”，她笑言

都是被逼出来的。何冀平表示，现在内地与香港

在戏剧影视领域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多，她自己手

中就有三四个与内地院团合作的剧目。

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委会委员、澳门作家

穆欣欣谈到，戏剧和文学的共同特点是讲故事，

文学可以用上帝视角去讲故事，而戏剧需要受限

于一定的时空，剧作家要在有限时空内把故事讲

好。“在我看来，戏剧创作比纯文学创作更难，但

戏剧创作所讲求的一波三折与人生跌宕起伏的

命运更加契合”。穆欣欣回顾了澳门戏剧发展的

历史，认为澳门戏剧发展与内地戏剧发展一脉

相承。

与导演陈可辛多次合作过的剧作家张冀切

身感受到香港电影文化对内地的影响。“2012

年，我第一次走进陈可辛导演的剧组，惊奇地发

现现场的场工都在跑着干活，那时候在内地的剧

组里是很少见的。但现在我看到内地剧组里的场

工也在跑。”张冀还发现，近年来由纯文学、严肃

文学、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数量

在上升。“现在许多主流电影奖项在大力推动编

剧奖的改革，想要把编剧奖分为原创剧作奖和改

编剧作奖，我希望年轻的影视创作者能多多改编

文学作品。”

中国国家话剧院创作部副主任袁丹璐现场

代读了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导演的发言

稿。田沁鑫表示，中国国家话剧院历来与港澳戏

剧界、文学界有着十分紧密的交流。去年9月，她

带队中国国家话剧院一行到澳门、香港拜访了澳

门社会文化司、文化局，香港康文署，香港文联等

机构，就澳门国际戏剧节、精品剧目输送、国家话

剧院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落地大湾区等进行

了深度交流。尤其可喜的是，此行成就了一次港

澳作家的文学IP合作，剧院计划与深圳市委宣

传部、深圳话剧院等合作创作由香港作家葛亮同

名小说改编的话剧《燕食记》。

国家广电总局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燕旎介

绍，近年来内地与港澳在视听合作方面呈现出深

入拓展的态势，在人员往来、节目合拍、交流播

出、融合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果，平均每

年香港澳门参与内地节目的人次达到1000人次

以上，每年内地网络视听平台引进港澳视听作品

超过500部。特别是在精品力作的生产方面，近

年来广电总局支持创作了《珠江人家》《守城者》

《湾区升明月》《生生不息之那年香港雪在烧》等

多部专注港澳题材的电视剧，还有2022年芒果

TV和香港TVB合作打造的现象级综艺节目《声

生不息·港乐季》产生了巨大反响。在燕旎看来，

文字之美与影像之美各具魅力。在国家广电总局

领导下，由中国广电开办的“重温经典”高清电视

直播频道就重播了根据金庸先生同名小说改编

的83版《射雕英雄传》，并再次引发观众热议，可

见经典文学作品会产生持久魅力。

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杨舟贤谈到，

国家艺术基金从2022年开始全面开放了港澳地

区的项目申报。3年来，国家艺术基金已经支持

了61个港澳地区的文化艺术项目，这些项目的

数量每年都呈现递增趋势。杨舟贤谈到，这些项

目给了他三个特殊感受：第一，港澳艺术具有深

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坚定文化自信、文

化自强；第二，港澳艺术散发着强烈的爱国主义

情怀，凸显了浓郁的民族精神；第三，港澳地区的

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致力于投身国家文化建

设、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芒果TV影视中心导演李漠认为，每个时代

都有它的作品存在，经典的东西会留下来。“我更

乐于面对新的艺术、借助新的途径，帮助不了解

那些经典作品的观众去了解它们，了解创作者真

正想要表达的内容。”李漠即将要拍一个关于澳

门的故事。“澳门和香港有十分独特的文化肌理，

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通过我的作品看到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

爱奇艺影视文学开发中心负责人张晓媚认

为，文学对影视有很大滋养，优质的严肃文学与

网络文学是影视改编的富矿。文学可以提高影视

的审美价值，影视也可以通过自身的普遍性、通

俗性，让大家更多看到文字之美。“爱奇艺开展了

一系列深耕文学改编的工作，我们将进一步加强

地域性文学的开发。”张晓媚表示，港澳文学的土

壤非常丰富，将为内地影视创作带来很大滋养。

“希望未来爱奇艺能做好影视和文学融合发展的

桥梁。”

让好的港澳文学作品被更
多读者看见

期刊和图书是文学的重要载体。如今，想要

增进内地读者对港澳作家的认识与了解，还需要

架起内地期刊、图书与港澳作家之间的桥梁，为

港澳作家提供实践的平台与展示的舞台。

“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港澳作家有着深厚的渊

源，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出版社就开始引进

并出版了李碧华、梁凤仪等作家的作品，近年来

又相继出版了‘刘以鬯经典’系列和葛亮的《燕食

记》《北鸢》《瓦猫》等作品，出版社与港澳作家们

的友谊一直在延续。”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

红强谈到，出版社要继承与港澳作家一直以来的

沟通与交流传统，让好的作品被更多读者看见。

《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谈到，随着时代的

发展，传统文学期刊面临着转型的挑战。从前，我

们的工作就是约稿、编辑和版面设计，文章刊发后

我们的工作就结束了。但现在我们将编辑出版工

作当作整个流程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就是

文学IP各类形式的转化。“未来可以让更多读者

和观众，通过港澳文学作品和由文学改编而来的

影视作品，了解香港和澳门地区的风土人情、城市

风貌和生活细节，加深内地对港澳文化的了解。”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胡晓舟说，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始终坚持“原创为本，品质立

社”，提倡开阔而温暖的现实主义文学；始终坚守

与作者同行共进的专业水准和“毫发无遗憾”的

编辑风格，力求以出版的高度，彰显这个时代思

想的高度和文学的高度。“出版社要发挥桥梁、纽

带的作用，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和作者一起，为读

者奉献更多的优秀作品，把文学送入千家万户。”

“杂志的本质就是‘杂’，内容丰富庞杂、包罗

万象是期刊固有的特征。杂志能够敏锐地发现作

者的最新创作动向，将文坛的新气象、新面貌展

示给读者。”《十月》杂志社主编陈东捷说，港澳地

区的电影、歌曲和武侠小说是流行文化的代表，

这其中所反映的不仅是地域性的创作特点，而是

具有国际视野的艺术呈现。未来我们还是希望可

以发现具有独特性的港澳作品，立体展现香港、

澳门的发展与变化。

《诗刊》副主编霍俊明说，为适应时代变化，

2024年全新改版的《诗刊》杂志开设了“数字诗

界”栏目，从微信、微博、豆瓣、小红书等平台发现

更多的优秀诗人，发掘新面孔。“优秀的港澳诗人

也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我们希望能够呈现更多元

的诗歌美学，催生符合这个时代的诗歌语言，通

过诗歌传递港澳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

《中国作家》副主编付秀莹说：“《中国作家》

杂志目前在筹备港澳作家专辑，未来还将开设港

澳作家专栏，持续关注他们创作的新动态，也希

望《中国作家》能够成为港澳作家们展示文学风

采的重要平台。”

“已经45岁的《当代》杂志从创刊之初就开

始向大陆的读者介绍港澳文学和海外华语文学，

开设的有关港澳文学的专栏，见证了20世纪80

年代至今，内地与港澳作家和读者从相互好奇地

眺望，到试探性地握手，直到最后热情拥抱的全

过程。”《当代》主编徐晨亮谈到，文学拥有不断回

应当代生活的特质，港澳作家应发挥资源优势，

把港澳文化的历史积淀、审美元素与今天当代人

的生活状态、生存困惑更好地融合起来，把自己

的地域文化和精彩故事传达给更多人。

《台港文学选刊》副主编马洪滔谈到，创办于

1984年的《台港文学选刊》是全国第一家也是目

前唯一一家专门选发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作

品的文学期刊，创刊号上即刊载了余光中的《乡

愁》《乡愁四韵》，回望这本刊物的发展历史，可窥

探两岸文学互动交融的历程，体味海内外中华文

化同属一脉的渊源。在某种意义上说，《台港文学

选刊》以文学的角度见证了时代的深刻变迁。

活动结束后，作家们参观了位于北京宏恩观

内的传统文化创新数字展，在北京中轴线主题邮

局的免费集章处，盖上了北京中轴线古建筑专属

印章。老北京城楼记忆明信片、邮筒造型U盘、“时

光机”经典公交车系列冰箱贴、邮政车模型、北京

中轴线护照等文创产品深受港澳作家们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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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总是情——欢迎港澳作家回家”特刊

走在太雷路上，很难不被一座高大的院落所

吸引，停在这里看满墙自由攀爬的藤枝，池中有

灵动的锦鲤嬉戏，黑天鹅弯曲优雅的脖颈，丝绒

般的羽毛被阳光点染了粼粼金色。这处充满诗

性美的所在，就是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

院。自2005年建成以来，院长、著名作家、画家、

文化学者冯骥才先生一直致力于将这座以他名

字命名的学院建设成为一块纯净的人文绿地。

2023年 2月，这里被列入“中国20世纪建筑遗

产”，不仅因为建筑本身，更因为冯骥才先生为这

座荣获过多项设计大奖的建筑注入了人文的意

蕴和艺术的精魂，使它不断成长为一个独具魅力

的生命体。

3月31日上午，在旖旎春光中，冯骥才文学

艺术研究院迎来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自

香港、澳门的著名作家、诗人、剧作家及文化界人

士一行40余人来到这里，参观研究成果，交流文

学创作心得，感受民间艺术与民俗文化魅力。这

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万水千山总是情——

欢迎港澳作家回家”活动在天津的重要一站。

步入院落，这里的一竹一木、一池一石，都蕴

藏着惊喜。把大自然请进校园，使学院博物馆

化，这两个追求的背后，是冯骥才先生的教育梦

想——让自然和人文带来的两种美、两种气质交

融汇通，形成独特的美与诗性。

冯骥才先生全程亲自带着大家参观这座凝

结了他二十年心血的研究院。在跳龙门乡土艺

术博物馆雕塑厅介绍他收藏的从秦汉至明清的

历代雕塑珍品，在北洋美术馆讲述他在理工科大

学营建一块人文绿地的用心，在大树画馆回首他

的文学、绘画作品背后的往事。大树画馆里有一

个展柜专门陈列了一些香港、澳门和其他华语地

区的语文课本，其中收录了冯骥才先生的文章作

为课文，这让港澳作家们感到尤为亲切。

在展柜间缓步移动的人群突然停住了脚步，

发出阵阵笑语，原来，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明报

月刊》荣誉总编辑潘耀明发现了一个“惊喜”——

当年明报月刊出版社出版的冯骥才先生小说集

《楼顶上的歌手》。这让两位重逢的老友欣喜不

已，愉快地在展柜前合影留念。发现这本小小的

书册，仿佛尝到一个熟悉的味道，就这样勾起了

记忆“味蕾”的盛放，冯骥才先生与港澳文学界、

出版界的美好情谊由来已久。

参观过这座中外文化点染各处、古今人文交

相辉映的“文学艺术宝库”，港澳作家们意犹未尽

地移步北洋书院，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主

题与冯骥才先生展开交流。中国作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主持交流活动。

如何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样一个关

系历史发展进程、具有挑战性的宏大话题？冯骥

才先生选择由“上世纪90年代下定决心暂时搁

笔，投身文化遗产保护”这个具体的问题切入，讲

述了自己正值创作黄金期，事业重心发生巨大转

折的经历。先是家乡天津老城的拆迁刺痛了他

的心，他拿出稿费请地方文化学者和摄影家们调

查、拍摄天津老城的历史建筑，当街演讲唤起老

百姓对家乡文化的珍视。世纪之交，出任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之后，冯先生又为传统文化中

与精英文化、典籍文化同时存在的另一半——民

间文化的飞速消亡而感到震动，于是倡导发起中

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与一批同道中人一起

在国内建立“非遗”保护体系。2011年前后，在

“非遗”的普查和保护过程中，冯先生发现民间文

化所依存的大量传统村落都在瓦解、消失，于是

又向国家建议紧急调查、保护重要的传统村落，

得到采纳。如今年过八旬，冯先生开始在天津大

学建设“非遗学”新学科，为构建“非遗学”的理论

和知识体系，为“非遗”的科学保护和人才培养，

孜孜不倦地继续工作。

冯骥才先生不无遗憾地谈到，尽管当初奔

走演讲，疾声呼吁，触动他开启保护事业的估衣

街还是没能留存，这固然证明一个人的力量是

有限的，却也成为一个契机，一个让他深切感受

到自己被卷入“不能自拔”的时代潮流中的契

机。事实上，唤醒他、驱使他马不停蹄将理想与

呼吁付诸实践的，仍然是“身为作家的立场和自

觉”。冯骥才先生说，“作家对生活的情怀与自

己置身的土地分不开，每一位作家都自然而然

地从自己熟悉的土地里调动写作的灵感，从自

己熟悉的千千万万人中创造出文学人物的细

节、个性和精髓。于是，当我们生活的土地、所

在的城市发生变化时，最先被触动的，一定是作

家的心”。

冯骥才先生的讲述，引起在场所有港澳作家

的共鸣。潘耀明会长亲切地称冯骥才先生“大

冯”，回顾两人的交往，潘耀明感慨：“早在上世纪

80年代就认识大冯了，很荣幸出过他的几部

书。今天在这里更生动地感受到，他不仅仅是一

位作家，还身怀巨大的创造力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谢谢大冯先生这一堂特别的授课！”

“今天是您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第

16260天，您以优秀作品点亮万家灯火，我们以

文学名义向您致敬”，在热烈的掌声和祝贺声中，

邱华栋为冯骥才先生颁发了“入会纪念牌”。

交流活动尾声，北洋合唱团常任指挥、青年

钢琴家温雨川弹奏起《送别》，在这“海河之子”李

叔同先生作词的悠扬乐曲声中，在场港澳作家情

不自禁地轻声跟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

天……”纵然眼前不舍分别，但美好的情谊却将

跨越万水千山而常青。

文化名人故居是一座城市宝贵的文化遗产，

天津这座拥有厚重历史的城市尤为如此。结束

交流活动后，港澳作家一行于31日下午参观了

梁启超纪念馆、李叔同故居等地，亲身感受了这

些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名片在馆舍修缮、展览

策划和文物保护等方面整体提升后形成的津门

文化新风尚。

置身饮冰室，梁启超曾在这里著就卷帙浩繁

的《饮冰室合集》；浏览李叔同（弘一法师）的笔迹

画作，中国近代文化先驱、一代佛学宗师的志向

才情历历在目……港澳作家们表示，仿佛穿越历

史来到这些时代赤子的身旁，为他们坚守的家国

情怀而感动。

3月28日起，港澳作家从祖国的南海之滨一

路北上，开启了“回家”之旅。继在北京完成6场

文学交流活动和文化活动后，本次旅程也在天津

接近尾声。诚如邱华栋所说，之所以这样设计行

程，是衷心希望这次活动对所有参与的港澳作家

来讲，不仅仅是回到中国作协这个作家之家，更

是回到祖国这个大家庭，多走一走，看一看。

在这里感受中华民间艺术的魅力
——港澳作家“津生津世”天津文化之旅侧记

□杜 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