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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最早、最持久对外开放的城市，
澳门近现代史是中国历史的真实缩影。中国
近现代史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或多或
少都跟澳门有直接的关联。例如，汤显祖的
《牡丹亭》就有“香山岙”一幕，据说他还和西
来和尚利玛窦有过会面和对谈；皈依天主教
的明朝遗民吴历本欲经澳门去罗马教廷翻译
《圣经》，却因礼仪之争而滞留澳门，给我们留
下了《三巴集》；罗马教皇遣使多罗主教赴华
交涉礼仪之争，最后被康熙皇帝驱逐至澳门
看守，抑郁而终；郑观应在上海怡和洋行买办
位置退下来之后旅居澳门，不仅建造了郑家
大屋，还写出了影响深远的《盛世危言》；容闳
来到澳门马礼逊小学读书，还成为首位去美国
留学的中国学生，开启了幼童留美的历史；康
有为、梁启超在澳门创办了《知新报》，宣传变
法维新；林则徐通过澳门“开眼看世界”，组织
编译《澳门新闻纸》；孙中山从澳门“首见大海
之浩瀚”，远赴檀香山求学……如此种种，不
胜枚举。其恢宏的历史场景，其丰厚的文化
底蕴，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和题材。

很可惜，一直以来，这些题材基本上只是
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在文学界还没有引起
足够的关注和重视，相关的文学作品更屈指
可数。30年前我们创办“澳门文学奖”，就开
始呼吁文学界拓展视野，跳出都市文学的框
架，深挖澳门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文学
创作。希望以更加直观、感性和普罗大众更
容易接受的文学笔法，探索澳门历史的价值
和意义，讲好澳门故事，使澳门的历史文化名
城形象更加有血有肉、鲜明夺目，令澳门文化
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令澳门这个
人类文明实验室成为一座灯塔，在当今混乱
繁杂、变幻莫测的世界里照亮更多的人。

令人欣慰的是，年轻作家邓晓炯以其执
着的澳门情怀，知难而进，深挖澳门档案史
料，梳理历史发展脉络，继以沈志亮义士刺杀
亚马留总督的故事写成了中篇小说《刺客》，
又以文学的笔法重构当年林则徐巡视澳门的
原貌，创作了《迷城咒》，并再次获得澳门文学
奖的中篇小说奖。这是非常大胆又十分成功
的尝试。

澳门自明代中叶开放成为中国对外开放
的港口城市，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晶，也是中西
经贸文化交往交流的前沿阵地。澳门的生存
与发展，既取决于当时国家的兴盛衰败，又取
决于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变化起伏。换句话
说，澳门一直在中外的夹缝中生存发展。葡

萄牙人据居澳门之后，成立了自我管理的机构——议事会，负责葡
人社群内部事务及其与中国当局的关系。一方面，澳门葡萄牙人
的议事会是根据当时葡萄牙的法律成立的，要接受他们宗主国的
约束；另一方面，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也深明他们的衣食父母是
中国，必须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也正是因为居澳华人和葡萄
牙人的这种理性认知和切身感受，澳门这艘小船才能在历史的长
河中左摇右摆，生生不息，神话般地没有搁浅。

一直以来，澳门通商中西，获得了远东最繁盛的港口城市之美
誉；葡萄牙人也左右逢源，令后来中国贸易的其他西方国家羡慕嫉
妒恨。无论是荷兰人还是英国人，都曾多次垂涎澳门，不惜采取军
事行动，希望占为己有，但都因为中国当局“偏爱”葡萄牙人无功而
返。由此可见，上述两个事件是前所未见的烫手山芋，直接关系到
澳门港口的存续和葡萄牙人的去留，万一处理不好，皮之不存，毛
将焉附？

鸦片战争时期，国际形势动荡混乱，中英葡三国关系扑朔迷
离，澳门葡萄牙当局左右为难，即使历史学者也很难梳理清楚其
间的脉络，更难把握好其中的人物性格和关系。无论是沈志亮刺
杀亚马留还是林则徐巡澳事件，都深深触动了葡萄牙和英国这两
个国家的神经，也为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留下了深深的烙
印。在某种意义上，还影响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其间诸多人
物穿插其中，或斡旋调和，或煽风点火，以图渔翁之利。这种错综
复杂的关系和世事如棋的万千变幻，为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和
创作空间，激发了作者的写作热情。

最为难得的是，作者在历史和文学之间游离而不分离，生动
创作不离基本史实，穿插很多人物对话，令读者爱不释手。以文
学写历史，本来就非一件容易的事，往往吃力不讨好。过往诸多
历史小说，在史学界贬多于褒，文学界也不买账。有人说三分历
史，七分创作；也有人说七分历史，三分文学。但是实际上，这并
没有明显的科学分界，也很难有比重之大小，完全靠作者个人的
把握和拿捏。我认为，文学创作历史题材，既需要尊重历史事实，
又要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场景以文学的笔法写得鲜活动
人，增加历史的现场感，甚至为了增加故事和叙事的情节感和曲
折性，可以适当加入杜撰的成分，只要像本书的作者那样在注释
中加以说明就可以（理事官利马的卒年），以免误导读者，以讹传
讹。否则，历史小说写出来之后，既不是历史又不是文学，非驴非
马，两面不讨好。

作为喜好文学又热爱写作的澳门历史学者，通过阅读，我不仅
增加了对那一段历史的了解，增添了对澳门这座城市的迷恋，加强
了自己对历史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对澳门在
国家近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有了更加深刻而感性的
认识，对澳门的未来也有了更大的想象和憧憬。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文化
界联合总会会长）

瞭望台港社会的文学窗口

《台港文学选刊》创办于 1984 年 9
月。它是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的产物。诞
生于“大气候”，社会的“大气候”之中。

关于台湾问题，中央提出实行“一个
国家，两种制度”的战略构想。时任福建省
委书记项南倡导念“山海经”，建设八大基
地，包括对台工作基地。他多次强调“闽台
一家亲”，“不论从历史上讲，还是从血缘
关系讲，都可说是地理相近，语言相通，血
缘相亲”。那时，福建全省上下，洋溢着解
放思想、勇闯禁区的浓厚氛围，从领导到
基层，渴盼在两岸关系上开创新局面。

1982年初，《福建文学》创设“台湾文
学之窗”，开始系统介绍台湾不同时期知
名作家的小说作品。陈章武和我受托兼
任专栏责任编辑。专栏持续了2年多，反
响热烈。1984年4月，“全国第二次台湾
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世界华文文学国
际学术研讨会”前身）在厦门大学举行。
闽籍香港作家梅子（本名张志和，时任香
港三联书店编辑）与会。会后回福州的火
车旅程上，他同我以及一起返程的海峡文
艺出版社资深编辑林承璜先生畅谈参会
感受，并建议可创办专门介绍港台地区文
学作品的杂志。我随即反馈。当时，《福
建文学》领导班子正在调整，季仲提任福
建省文联书记处书记，并兼任《福建文学》
主编，蔡海滨、陈章武任副主编。新班子
着眼于刊物创新改革，力求呈现新气象。
刊社安排数位编辑赴省外进行读者调查，
搜集市场信息。通过汇集、梳理和分析读
者意见，并认真吸纳梅子等的建议，刊社
于1984年6月开始酝酿创办《台港文学选
刊》。当年9月，创刊号面世。（香港作家
梅子于《台港文学选刊》创办十周年、二十
周年、三十周年时，均撰文致贺，回顾了这
段文学因缘。）简而言之，“天时”“地利”

“人和”，共同催生了《台港文学选刊》。
《台港文学选刊》的基本架构，经历了

一个逐步演迁过程。创办之初，作为《福
建文学》增刊，由福建省文联主管。草创
阶段，在《福建文学》内设置《台港文学选
刊》编辑组（后称编辑室），由我具体负责；
对外亦称《台港文学选刊》编辑部，季仲和
蔡海滨、陈章武分别兼任该刊主编、副主
编。3年之后，1987年夏，依照相关规定，
调整相应建制，《台港文学选刊》单列，均
由福建省文联主管、主办，编辑业务独立，
班子单独设置，省文联负责人季仲仍兼任
主编，我担任副主编，专职，主持日常事
务，直至1995年底。1996年至2011年，
我接任该刊主编。此后，宋瑜、赖碧强先
后担任主编（执行主编）。现任主编练建
安，副主编马洪滔。《台港文学选刊》顺时
应势，办刊工作不断推进，获得全国性、华
东地区以及福建省多种荣誉。时任中央
文史研究馆馆长萧乾、中国作家协会外联
部主任毕朔望、香港作家联会创会会长曾
敏之以及福建省出版界元老杨云曾应聘
担任本刊顾问。汪毅夫和南帆现任本刊
顾问。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台港澳及海
外华文文学于社会面、于业界的辨识度和
关注度。

《台港文学选刊》是专门介绍台湾、香
港、澳门及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文学期
刊，这便是刊物定位。在当时，它是全国

第一家此类文学杂志，可谓开风气之先。
永远铭记于心的是，1984 年 7月 6

日，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为《台港文学
选刊》撰写了代发刊词《窗口和纽带》，言
简意赅地阐明了《台港文学选刊》的性质、
意义和作用。他指出：“如何促使不同制
度、不同社会的人增进了解，消除隔阂，求
同存异，进而融会贯通，和谐默契？文化
的交流，可能是一个较好的途径。”他期
待，“《台港文学选刊》将成为瞭望台港社
会的文学窗口，联系海峡两岸的文化纽
带，团结三种社会力量的一种精神象征”，

“这个选刊是可以担当起这一任务的。因
此，我也相信，这个选刊是会受到炎黄子
孙们的欢迎和喜爱的”。

《台港文学选刊》对于台港澳及海外
华文文学作品的介绍和推荐，既“热”又

“冷”，积极而审慎。概括起来，可以称其
为“刚柔相济”和“雅俗共赏”。

“刚柔相济”，是《台港文学选刊》的基
本风格。

“刚”，即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它贯
穿于《台港文学选刊》四十年的具体实
践。刊社注意把好方向关，从维护国家领
土主权完整、推进和平统一大业的高度看
问题。谨慎辨析作品的思想倾向，坚决排
拒显性和隐性的“台独”思潮。

“柔”，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尤其
注意柔性处理存在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
秉持兼容并包的原则，客观、理性地加以
介绍。在作品选择上，没有人云亦云，没
有跟风随大流。只要确实存在突出的文
学价值，激浊扬清的社会意义，鲜明独特
的艺术个性，便着力向读者推介。

“雅俗共赏”，是《台港文学选刊》的显
著特色。

刊社注重介绍作家作品系统化、科学
化，从不以个人喜好代替选稿既有标准，
也不为省时省力而使所选作品类似简单
的拼盘，避免僵滞、刻板。既重在“选择”，
用心进行筛选、辨析，也重在“展示”，认真
加以组合、呈现。不断推出各种专号专
辑，策划各种专题，设立各种专栏。刊物
所发作品，体裁、题材、语言、表现手法丰
富多样，构成琳琅满目的画卷。

一条文化纽带

《台港文学选刊》扮演的角色，概括起
来，可以说，它是一扇文学窗口，一条文化
纽带，一座学术平台。40年来，《台港文学
选刊》先后介绍了数以千计的台港澳及海
外华文作家4000余万字的作品，并与台

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欧美、东南亚等地
的华文作家、文学团体和出版机构建立了
广泛联系。百多批次作家代表团来访，
《台港文学选刊》主动举办形式多样的活
动，展开广泛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产生良
好的社会反响。

《台港文学选刊》办刊工作和开展活
动，始终得到中国作协、国台办以及福建
省各有关方面的热情帮助。福建省文联
领导班子，相关处室、协会、刊社、院馆、中
心等，都给予积极支持。办刊、办活动，是
群体行为，是系统工程；反之，难成其事，
难毕其功。

创刊以来，《台港文学选刊》所涉交流
活动，数量颇多，范围颇广，其中，“海峡诗
会”特色尤为鲜明，影响较为显著。

2002年，发挥刊物的资源优势，积极
谋求闽台“五缘”的切入点，倡议发起了首
届海峡诗会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
届，邀请对象有“诗文双绝，学贯中西”的
余光中、被诗歌界称为“诗魔”的洛夫、素
有诗界“任侠”之称的郑愁予、发现众多文
学“天才”的“诗儒”痖弦、影响了几代华人
心灵成长的席慕蓉等享誉海内外文坛的
名家，亮点频出，反响良好。

海峡诗会活动由福建省文联直接领
导，福建省作协、省文学艺术对外交流中
心等共同参与，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具体
承担了通讯联络、文案策划、作品选择、活
动安排、刊物推介、媒体宣传等以及一系
列后勤会务工作。诗会形式大多采用组
合式模式，即诗艺交流，诗歌朗诵，文化采
风。十届海峡诗会，先后累计举办十多场
研讨会、座谈会，十多场文学讲座，近二十
场朗诵会，等等，参加人数众多，各类媒体
广泛报道，覆盖面和影响面甚广。

一座有益的学术平台

长期阻隔的历史因素，造成有形无形
的疏离，因而也促发了增进相互了解的现
实需要。《台港文学选刊》面世后，迅即为
文学界、学术界乃至广大读者所关注。创
作与批评，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推
介台港澳及海外华文作家作品，必然要求
梳理文学发展的脉络，还原历史的本来面
目，呈现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特色。《台
港文学选刊》为此所作的努力，持之以恒，
颇有成效。陆续开辟了“文苑纵横”“华文
道场”“论丛小拾”“文坛掠影”“选刊之友”
等专栏，特别是近年增辟《华文文学论
坛》，刊载了海内外许多知名作家、学者的
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文章，还选发了不少

文学新人以及普通读者的文章，前后累计
不下三百万字。

《台港文学选刊》重视“开门办刊”，举
办多次“选刊之友”征文活动，吸引广大普
通读者踊跃参与。刊社还曾与部分高校
联动，召开评刊会，鼓励大学生对作品说
长论短。积极主动地广开言路，珍惜读者
的参与热情。

《台港文学选刊》自创刊开始，四十年
间，持续不断，刊发多个类别、多种层面、
多样风格的评论文章，这在选刊类杂志
中，并不多见。它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提
供了一座有益的学术平台。

《台港文学选刊》问世后即受到文学
界、社科界、新闻出版界的高度重视。创
刊10周年时，唐达成曾热情驰函致贺：

“十年来，每翻阅‘选刊’，便觉万种风情，
齐来眼底，或市井掠影，或人间百态，或精
灵隽秀，或悲歌慷慨，或心灵磨难，或感情
波荡，或愁浇块垒，或神驰云外，台港作家
笔下的种种人生情态，社会样相，与我们
的生活，固然各有不同，但从他们笔下流
露的人生姿态，错杂心情，万端感慨，并非
隔山隔水，不可理解，都可以相通、相知、
相解。文学本是人类灵魂的历史，通过文
学沟通彼此的心灵，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而对于构筑华夏子孙共有的文学大厦、精
神园林，‘选刊’更是功不可没。”唐达成时
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书记处常务书
记。他简约而又精确概括了台港澳地区
文学作品的突出特色，高度肯定《台港文
学选刊》这一平台的价值和作用。许多台
港澳及海外知名作家、学者也热情回应，
纷纷表达谋求中华文化和华文文学发展
繁荣的共同心愿。余光中曾表示，《台港
文学选刊》“发皇于人文鼎盛的福州，也别
具风雅的意义。不论大陆评论界‘闽派’
之说究何所指，八闽文风能扬起这么一本
刊物，总令我们刮目相看，并且相信林纾、
严复、辜鸿铭、谢冰心所以得风气之先，真
可印证‘地灵人杰’”。洛夫以诗作形象概
括：“十年，只在一呼一吸之间，/而一部人
文历史便如此完成，/完成的不仅是一座
桥梁的使命，/更是一种使海内外中国人
的，/千万缕情的交融，/千万颗心的凝聚
的工作。”陈若曦则直陈：“我曾在大学教
过‘当代小说’课，常通过《台港文学选刊》
寻找台湾作家的新作，可见倚赖之深。”共
同的情缘和文缘倾注于此，犹如张晓风所
形象描述的，“共一片文学的月色”。

另一方面，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还积
极参与省内外的学术活动。在福建日渐
形成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单位“三位
一体”的态势。福建省台湾香港澳门暨海
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于1988年11月成立，
这是全国范围内本学科领域第一家省级
学术团体。《台港文学选刊》系发起单位之
一，创会后长期作为研究会秘书处所在单
位；2005年之后，曾多年作为研究会依托
单位。刊社还参与举办一系列学术活动。

同时，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也成为中
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的发起单位之
一，共同助力这门学科建设的确立和拓
展。2002年，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正
式成立。本学科领域的老中青三代学人，
给予《台港文学选刊》热忱的勉励和诚挚
的支持。他们对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
作品进行及时、深入的诠释和解读，以有
深度、有创见的学术成果直接参与《台港
文学选刊》办刊工作。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四十年光阴仿
佛弹指一挥间。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
《台港文学选刊》为弘扬中华文化，为构建
华文文学共同体，切实发挥了“窗口和纽
带”的独特作用。

（作者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监事
长，《台港文学选刊》原主编，编审）

推开这扇窗
——写在《台港文学选刊》创办40周年之际

□杨际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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