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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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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江入海口的沖積平原上，東莞的文學基因如同水網密布的河汊，在時間

的沙洲中默默沉積。當我們開啟這座城市的文明斷層，會驚異發現其文學脈絡竟

似青銅器上的饕餮紋般古老—南漢時期的資福寺鐫刻嶺南最早的文化密碼，

明代倫文敘的狀元策論在莞香氤氳中醞釀出世，清初「嶺南三大家」的詩文唱和

更在虎門要塞的硝煙裏淬鍊出獨特質地。這座被誤讀為「文化沙漠」的城市，原

來蘊藏獨特的文學礦脈。

東莞文學的原始基因深植於宗族社會的肌理之中。明清時期的鳳台詩社成員

在可園的迴廊間吟詠酬唱，他們的詩稿往往先經族老審閱方能展示世人，這種集

體創作模式塑造了獨特的文學倫理。茶山南社的閨秀詩人群體更以刺繡般的精細

筆觸，在《妝樓摘艷》中織就女性視角的嶺南風物志。作家鄭小瓊的《黃麻嶺》

系列詩作，巧妙地承襲了這種群體敘事基因，將流水線上的個體經驗昇華為工業

時代的集體寓言。

上世紀九十年代打工文學在樟木頭出租屋裏瘋長時，作家王十月曾形容其

「帶機油味的抒情方式」。這種粗糲美學恰恰構成了對精緻文學傳統的叛逆，

當時人在梳理民間說唱藝術時，發現打工詩歌的韻律竟與百年木魚書存在隱秘的和鳴。這

種古今對話在塞壬的散文集《沉默、堅硬，還有悲傷》中達到美學自覺，她筆下的工業區

夕照與明清莞香商幫的暮色產生意象重疊。

六十後作家仍固守「榕樹頭講古」式的鄉土敘事，七十後則在《佛山文藝》的泛黃紙

頁上建構打工美學神殿，而八十後網絡作家阿菩已將東莞元素植入《山海經密碼》的玄幻

架構。這種代際鴻溝在二○二三年東莞文學季的研討會上形成激烈碰撞，中山大學謝有順

教授尖銳指出：「當文學記憶失去連續性，任何創新都是空中樓閣。」

全球化敘事與在地域性書寫的角力日趨白熱化。詩人方舟筆下《在東莞的民間行走》

試圖用 GPS 定位每個詩歌意象，卻被批評為「地理學的文學殖民」；而青年作家陳崇正的

魔幻現實主義小說《半步村敘事》，巧妙將寮步香市傳說轉碼為現代性隱喻。這種創作困

境實質折射出城市的文化焦慮—正如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王德威在《嶺南現代性》

中所言：「當工廠流水線取代桑基魚塘，文學如何為消失的地景招魂？」

儘管正擬編選的《東莞文學大系》工程耗資龐大，但其編纂體例仍沿襲傳統地域文學

選集模式。對比費孝通《江村經濟》之於吳江的文化賦能，或是莫言「高密東北鄉」的文

學王國，東莞作家尚未找到屬於自己清晰的文學坐標系。我不禁想起李歐梵意味深長的警

示：「當城市淪為故事背景而非敘事主體，其文學終將成為無根浮萍。」

在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的藍圖上，東莞文學正面臨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這需要作家們

以考古學家的耐心挖掘文化基因，以建築師的智慧重構美學體系，更要以先知的勇氣直面

精神荒原。或許正如可園以小見大、壺中別有天的造園哲學，文學的突圍從來不是平地起

高樓，而是在歷史的褶皺處尋找新的生長維度。當第一縷晨光穿透厚街文閣的飛檐，我們

依稀看見，那些散落在祠堂碑刻、廠房鐵皮與咖啡館筆電中的文字，正等待特定的機遇，

將它們熔鑄成新的文學圖騰！

解讀東莞文學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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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一個精彩而生動的縮影」的製造業名城廣東東莞，外來人口眾多，同時

集中了大量作家和文學愛好者，他們在東莞謀生、追夢，敏銳觀察和真切感受城市脈動，創作了大

批反映時代風貌的作品，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獨特文學景觀。

東莞市作家協會主席胡磊從面對歷史的價值書寫與致敬、社會轉型背景下的改革敘事、後打工

文學語境下底層書寫，以及城鄉中國社會中的雙重敘事等方面綜述東莞文學的概況與特點。

東莞作協副主席林漢筠十分欣賞宋代理學家李用，娓娓細說李用如何體現了隱者對知識傳承與

文化使命的堅守，以及展現超越世俗的學術理想與人格風範。東莞作協副主席黎啟天以深情抒寫大

鵬灣，以鮮活的筆觸讚嘆東莞「南方光源」、「中國散裂中子源」等先進科技發展。文學博士張一

文援引多部打工文學作品中的實例，闡釋人名污名化修辭的現象與意義。

「近的地方近了／遠的東西依稀了／吵醒的何止故事和故事裏的人」，廣東作協詩歌委員會委

員彭爭武在無語的夜細訴一台舊唱機與一段歲月的故事。作家周齊林以「秋水」在天地江河間的灑

落蒸騰，折射出自然無情流轉下的人間悲喜。

「月光光，秀才郎；騎木馬，下書堂……」作家謝蓮秀以贛南客家童謠為材，用歌聲和月夜描

繪出一幅充滿童趣的鄉間風情畫。中國作協會員吳德文通過母女兩代人的對比，展現了不同時代青

年的成長環境與價值觀差異。詩人遠禾詩詠身後的一般性曠野。

東莞文學是大灣區文學版圖上的重要區域，在某種程度上也許可以將其視為中國當代文學區域

性發展的一個實踐樣本。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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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的文學是什麼？文學的本質又是什麼？

在《閻連科文學理論系列》中，文學大師閻連科凝聚數十

年經驗，帶我們一同探索文學的來路與出路。本系列集結

五部文學理論︰《發現小說》由小說的「現實」與「因果」

出發，發掘小說如何呈現現實，並操控因果重建文學世

界，走進「神實主義」的未來。《十九世紀寫作十二講》

和《二十世紀寫作十二講》重溫上兩個世紀由現實主義至

魔幻主義的文學發展脈絡，通過分析經典全面揭開名著不

朽與創新的秘密。《小說的信仰》強調「真實」是小說的

信仰，解構小說特有的創新思維。《聊齋的帷幔》剖析《聊

齋志異》中的愛與欲，並比較中西的鬼世界，突出《聊齋》

兼具傳統與現代的文學之美。

��思考二十一世紀的文學 香港  潘沛雯

香
港

香

� 有血有肉的女英雄 香港  羅詩梨

港

《閻連科文學理論系列》

閻連科  著

香港：中華書局

2025 年 3 月

《長生譜》

潘牧雲  著

香港：初文出版社

2024 年 6 月

《長生譜》是潘牧雲首部出版的武俠小說，它編織

出一個融合幻想與現實，結合人性與歷史的武俠世界。故

事始於嘉慶初年，白蓮教亂起。「四方群盜領袖」齊二寡

婦所率領的「黃號」，野心勃勃且好勇鬥狠，不僅起事反

清，覬覦皇帝寶座；還欲使自己的名字流傳千古。詎料帶

在身邊的小姑娘南昭，練成了《長生譜》所蘊藏的天下第

一奇功，自覺學滿出師，頓感天下無難事，將父親和弟弟

之死這場無妄之災直指齊二。出版人黎漢傑推薦此書：「正

因為重點在於考驗，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怎樣仔細刻劃一個

少女如何通過武術、愛情、人生的種種挫折，成長為一個

有血有肉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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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  波、陳  致、蔣述卓、蘇樹輝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張　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 江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

不反映本局意見。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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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手跡

「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

──李清照論讀書樂

金庸錄之，與愛書諸君共享

金  庸

《明報月刊》創辦人、著名報人、作家

（潘耀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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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五年　四月號

可湖雅韻。（盧翠玲攝）

當河流進入河流

—詩、圖  禾  素—

總
二
十
四
期 

二○

二
五
年
四
月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沒有完美的結局 

遺憾也不過是常態 

你愛過誰 

誰愛過你 

當人們穿過人們 

當河流進入河流 

當雙眼黯然低垂 

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 

已是一聲夢囈 

春天在上一秒來臨 

一些東西 

在下一秒逝去 

……

專
題
：
灣
區
文
學
敘
事
的
東
莞
樣
本

 
 
 
 
 

／
胡 

磊
、
林
漢
筠
、
黎
啟
天
、
張
一
文
、
彭
爭
武
、
周
齊
林
、

          

謝
蓮
秀
、
吳
德
文
、
遠  

禾

文
化
綠
蔭
：
長
者
之
言 

／
朱
少
璋

 
 
 
 

一
年
一
度
一
歸
來 

／
林
中
英

萬
花
筒
：
春
之
頌 

／
周
蜜
蜜

學
苑
春
秋
：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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