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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沈從文的文學創作的成功秘訣，是貼土地來

寫。這土地，是他心中的那一畦永恆的湘西風物。他的《湘

西散記》、《湘西》等著作，以及他撰寫的長篇記文《一

個傳奇的本事》均可見一斑。

沈先生是伴沅水長大，在其後漫長的人生歷程，也是

在涯岸水邊抒寫的。

我曾寫道：「沈從文的情感與水是分不開的，他的性情，

寫作態度、文學生涯和筆下的文字，與此不無關係。」

沈先生在《一個傳奇的本事》長篇記文中，細述他與

水的關係：

「我情感流動而不凝固，一脈清波給予我的影響實在不小。我幼小時美麗的

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離。我受業的學校，可以說永遠設在水邊。我學會思索，

認識美，理解人生，水對於我有極大關係。

「……從《楚辭》發生地，一條沅水上下游各個大小碼頭，轉到海潮來去的

吳淞江口，黃浪濁流急奔而下直瀉千里的武漢長江邊，天雲變幻碧波無際的青島

大海邊，以及景物明朗民俗淳厚沙灘上布滿小小螺蚌殘骸的昆明滇池邊。三十年

來水永遠是我的良師，是我的諍友，給我用筆以各種不同的啟發。這份離奇教育

並無什麼神秘性，卻不免富於傳奇性。」

由於沈從文長年生長在岸之濱、水之湄，他深受「水的德性」的薰陶、感染，

對外間世界也有「兼容並包」的氣度，「從不排斥拒絕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

離奇不經事物」，以豐富他的人生閱歷及寫作泉源，然而本人並不受那些光怪陸

離習氣所沾，也顯示他獨立人格和超越世俗觀念的寫作態度。

我想說的是，大灣區伴有滔滔江水和浩瀚的海洋，我們共飲一江東江水，同

樣受到「水的德性」的薰陶，我們也將以「兼容並包」的氣度來耕耘這塊水邊的

文藝園地。

因為，「明月灣區」是屬於文學的！

「明月灣區」是屬於文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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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漫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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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
、
紀
碩
鳴
／
撰

粵港澳三地地緣相近、人緣相親、民俗相融，以文化藝術推動建設與融入美好大

灣區，無往而不利。

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本刊總編輯潘耀明即把握這個優勢，強調「文化是一個國家

的軟實力，文學是文化的精靈」，能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他結合數十年從事文學創作、

文化出版的豐富經驗，梳理大量文史資料，詳細分析香港作為國際文化港口和文化交

流橋樑的發展過程、地位與作用，並指出香港可成為文化大灣區的一個重要樞紐。�

生活中有文化，「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學者兼作家黃維樑旅居

深圳，漫談深圳生活中的文化，以實例說明大灣區文化生活的體驗，並重提對「粵港

澳大灣區文學聯盟」的展望與辦刊建議，恰恰也可供本刊參考借鏡。

說到生活與文化，語言相通非常重要，中文大學中文系前高級講師歐陽偉豪精選

比較大灣區十一個城市的粵語特色，說明「大灣區粵語即係點樣粵語」。更構想拍

製文化節目推廣粵語文化，趣味盎然。

繁忙的生活中，曼妙的音樂每每能夠帶給我們快樂，在文藝灣區中音樂藝術當然

不可或缺，資深媒體人紀碩鳴為我們細說立足香港的鄒倫倫其響徹國際的古箏藝術。

文藝灣區既多元且處處蘊含人文關懷，教人嚮往。

� —編者

二○二二年七月 總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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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明月灣區•2022 年 7 月

新
書
訊

�有限的文字　無限的感染力 香港　瀞翹

澳
門

以大灣區視角看粵劇 香港　宛芯

廣
州

《粵港澳大灣區小小說選》

申平、張卓夫主編

澳門：澳門寫作學會

2021 年 7 月

《大灣區視域下的粵劇新

變與文化精神》

楊毅鴻 著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2021 年 12 月

此書收錄了來自十一個大灣區城市的一百三十九位小小說

作者的一百六十篇小小說作品，全書約二十五萬字。此書透過收

集各地的作品，向大眾介紹了小小說。有別於其他傳統文學作品

或小說，小小說作為一種微型小說，每一篇的篇幅較短，方便忙

碌的都市人於短時間內閱讀。每篇小說雖只有約二千字，卻依舊

能夠透過簡練的文字向讀者帶出道理，傳達出世態大情。專家楊

曉敏曾評小小說為一種「有限的文字，無限的感染力」的作品，

皆因其「煉」蘊含超越現實的意境與情感，體現出獨有之「美」，

能夠讓人深刻反思。

此書除了提升小小說在粵語地區文學上的地位外，亦協助

推廣三地的文化交流。此書十一卷以地區區分，各個地區邀請了

區內小小說創作骨幹。每篇篇章皆體現出城市的創作特色與水

平，更能促進粵港澳文化與文學之交流、合作與發展。因此，不

管對作者，抑或是國家而言，此書背後的意義都十分巨大。

此書主要探討粵劇持續革新與大灣區地理位置、文化精神

及社會風俗之間的關係，並討論了粵劇的未來與大灣區之間的關

係。粵劇自明代廣東一帶出現，後經種種變化、革新演變成今天

的模樣，成為大灣區重要的文化遺產，值得我們反思背後的文化

價值及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承傳這份珍貴的文化。作者先是整

理了粵劇的起源、粵劇與粵語的結合及近年來粵劇在音樂、劇

本、舞台表現形式上的改動，再討論粵劇如何反映了嶺南地理環

境對廣府人文化性格的塑造、粵劇怎樣成為了民間祭祀及民俗的

載體，再討論了粵劇未來的發展方向等議題，展現了粵劇作為嶺

南文化傳承至現今大灣區的強大生命力，不斷演化以迎合大灣區

民眾的娛樂、精神需求，同時也點明了粵劇的流變反映了大灣區

人民重視傳承、兼容開放的精神內涵及性格特點，考慮人與文化

之間緊緊扣連、互相影響的關係，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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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東省作家協會

深圳作家協會

珠海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紫荊雜誌》

《香港文學》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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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培忠、陳  致、湯  濤、

蔣述卓、霍啟剛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陳橋生、梁慕靈、

湯梅笑、鄭國偉、謝晨星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支持。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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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