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月灣區》是以大灣區文化為主要園地，因由香港作
家聯會主辦，文學為其基本成份。

大灣區文化承傳了嶺南文化，嶺南文化豐美幽致，羼入
中華文化的儒、釋、法、道。

犖犖大者，有誕生於明代的陳獻章、湛若水、王守仁等
儒學大家。由陳獻章開創了以涵養心性的心學，與朱熹的
理學分庭抗禮，其後由湛若水、王守仁加以弘揚光大。

文學方面，詩風清淡、情托人生慨望，以五言古詩取勝
的唐代張九齡，乃至其後與陳恭尹、梁佩蘭並稱「 嶺南三
大家 」、明末清初的著名代表詩人屈大均，後者提倡以詩
言道，兼具憂國憂民之俠骨及情真意切的柔韻。他的詩作
恍若行雲流水，婉轉灑如，疏朗靈動，備受稱許。

佛學方面，坐鎮南華寺的慧能法師，把人類從心靈的枯

井解脫出來，從而得到大自在，他創立禪宗南派，譽滿海
內外。

此外，被流放南粵的北宋蘇東坡、被貶謫潮州的「 唐宋
八大家 」之首的韓愈，對嶺南文化的影響既深且鉅。積厚
流光，蔚為後世的美談。

嶺南文學更與嶺南畫派、粵劇允稱三絕。
大灣區文學的含義淵遠流長，其發展路線蜿蜒多姿，正

如蔣述卓在〈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文化底色與未來品質〉
一文中指出：「 大灣區文學必須是一種既承接嶺南文化傳
統又具有新質的文學，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文學。 」蔣先生
對大灣區文學的深刻透析，值得參考。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總編輯、本
版主編。）

大灣區文學與嶺南文化 ●潘耀明

▲嶺南文化薈萃，人文底蘊深厚，這些特徵深入於廣東文學的骨髓。
（明報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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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作家的心影廣東作家的心影
編按：中華文明、嶺南文化源遠流長，與大灣區文化文學一脈相承。廣東乃大灣區的骨幹，嶺南文化薈萃地，人文底蘊深厚，這些特徵深入於廣東文學的骨髓，今期一起細味廣東作

家的心影。暨南大學蔣述卓教授提綱挈領，「 從大灣區文學未來品質的三個方面：開放與創新創造性、流動與多元共生性、當代前沿與世界性，去探究它們與嶺南文化底色的關係……

讓大灣區文學在人文灣區的建設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廣東省小小說學會會長申平則描寫他在白鶴峰的奇遇，充滿奇情幻想，是一次文化與心靈的激盪。《華夏》總編輯劉迪生對膠

東，小有感情且不乏神往，他筆下的煙台時而溫婉，時而高揚，浩瀚而博大，始終滋養着沿海而居的人們。《明報月刊》總編輯、本版主編潘耀明則漫談大灣區文學與嶺南文化。

【專 題】■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文化底色與未來品質（節錄） ●蔣述卓

關於什麼是「 大灣區文學 」，學者們還在探
索、研究、爭議，儘管說法不一，但大致相同的
意見都認為必須是一種既承接嶺南文化傳統又具
有新質的文學，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文學。從承接
傳統來看，以一八四○年劃界，有中國近代以前
的嶺南文化的遠傳統，又有近代以來直到現在約
一百八十年間所形成的文化近傳統，這兩個傳統
與粵港澳三地同屬嶺南文化的文化底色密切相
關，同時又為未來大灣區文學的發展打下了堅實
的文化基礎，影響着大灣區文學的發展路向和品
質。本文從大灣區文學未來品質的三個方面：開
放與創新創造性、流動與多元共生性、當代前沿
與世界性，去探究它們與嶺南文化底色的關係，
堅定大灣區文學的文化自信，讓大灣區文學在人
文灣區的建設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嶺南文化的開放包容創造

從嶺南文化遠傳統和近傳統的銜接來看，它展
現出一條清晰的線索，那就是從受容、包容再到
創新創造的相互交織相互推進的發展線。

總體來說，嶺南文化在一八四○年以前，受容
程度大許多，但在受容中也時有包容和創造。受
容狀態是一種被動的接受，正如嶺南從漢、唐到
宋、元，隨着漢、魏晉南北朝、唐末、宋末幾次
大移民的進程，也隨着被貶謫遷徙官員的南下，
中原文化逐漸進入並影響嶺南文化，嶺南文化也
融入中華文化之中，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但
在受容的過程中，又呈現出主動狀態的包容和創
新創造。如慧能和陳白沙。慧能到黃梅求佛時，
被人看不起，被視為嶺南「 獠人 」，似乎還是沒
有進化好的另類。但他靠極其高的領悟力創造了
震驚佛壇的偈語，在被人追殺後逃回到嶺南，創
立了第一次佛教中國化的禪宗，成為開宗立派的
新一代佛教祖師和中國思想界的革命大師。江門
的陳白沙，融儒道釋於一爐，中和諸家，推崇
「 自信 」、「 貴疑 」、「 自得 」、「 覺悟 」，主
張以獨立的主體意識，大膽懷疑，獨立思考，創
造了與傳統理學相區別的獨具嶺南特色的「 江門
學派 」，其重「 心 」重「 自得 」的理論與方法比
陽明心學還要早。

從明開始，嶺南地區的受容狀態逐漸向主動包
容方向發生着變化，尤其是隨着西學東漸的展
開，如以羅堅、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等從
西方來到澳門、廣州、肇慶、韶州等地傳教，以
及作為清朝唯一開放通商的廣州口岸的繁華，嶺
南地區變得更為開放和包容，樹立起一種不怕
「 異端學說 」，以開闊的胸襟、寬容的態度接納
外來思想、擇善而從、為我所用的文化姿態，嶺
南地區逐漸形成了一種開放與融通互為表裏的文
化心理和文化性格。

到了近代，隨着中西文化的相互激盪，在反抗
帝國主義侵略和追求西方進步思想的雙重變奏
中，嶺南思想界發生巨大變化，近代嶺南文化的
整體精神風貌就是在主動接受西方思想中建立起
經世致用、愛國救亡的啟蒙之學，在追求個體自
由和群體覺醒的過程中實現中國的改變與崛起。
林則徐在嶺南雖然只住了兩年，但他組織人員編
纂中外文書刊以了解西洋事情，廣求「 夷務 」新
知，他所編譯的《 四洲志 》成為魏源《 海國圖
志》的基礎。他還帶頭衝破禁區，在實際操作上

仿製洋船洋炮，開啟了「 開眼看世界 」潮流。魏
源的《海國圖志》在林則徐《四洲志》的基礎上
擴充而成，使該書成為進一步打開世界視野的標
誌。他提出的「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的思想進一
步推進了在全方位上（軍事、器物到西方政制）
向西方學習的理念，這成為其後的洋務運動的指
導思想，也成為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的先聲。康
有為在西方思想的啟發下，融中西各國文化精
華，托古改制，提出了「 大同 」說，其思想自稱
來自中西文化的一切優秀方面，幻想在繼承中西
優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超越一切既有的文化，創
造先進的新文明，這成為其維新變革思想的源
頭。梁啟超在對新文化的追求中，提出要更新與
重塑傳統文化，改造民性，鑄造新國民，從開民
智、興民權、育民德入手，倡導「 合群 」和追求
自由。孫中山決心學習西方改變中國並擊敗西方
的侵略，從不亡國滅種的動機提出革命，矢志推
翻滿清帝制。他自稱「 余之謀取中國革命，其所
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
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 」開放的
視野使他融通中西文化而提出具有顛覆性和創造
性的革命思想。「 開放不僅是嶺南人的精神，也
是嶺南人的實踐模式和生活方式，是精神和實踐
相結合的一種價值取向。 」（李權時、李明華、
韓強：《嶺南文化》）開放使得嶺南人有兼容並
蓄的胸懷，也為求新求變以及創新創造提供了社
會文化心理的基礎。近代嶺南文化逐漸由地域文
化成為引導中國文化路向的主導文化，具有強大
的輻射作用。

從黃遵憲、梁啟超提出的「 詩界革命 」、「 小
說界革命 」以來，嶺南文學就是開中國文學風氣
之先的文學，「 我佛山人 」吳趼人在梁啟超主編
的《 新小說 》上開始小說創作，先後寫出《 痛
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轟動文壇的小
說，成為了晚清「 譴責小說 」巨匠。二十世紀六
十到九十年代，香港出現了像金庸為代表的武俠
小說，崑南、劉以鬯、李碧華等帶有先鋒性的小
說，西西為代表的「 城市小說 」，梁鳳儀的「 財
經小說 」，倪匡的「 科幻小說 」，黃易的「 玄幻
小說 」，亦舒的「 言情小說 」等等，廣州則有章
以武、張欣、張梅等的「 城市文學 」以及深圳、
東莞、佛山興起的「 打工文學 」。

新世紀以來廣東的網絡文學在全國領先一步，
許多著名的網絡作家如當年明月、南派三叔、天
下霸唱、慕容雪村、李可等都是由廣東起步，爾
後聞名全國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廣東陽江人林
庭鋒和台灣籍人士羅森在二○○一年十一月就籌
辦起點中文網，二○○二年六月試水，二○○三
年就實行VIP制度，十一月開始在線收費閱讀，二
○○四年就是中國網絡文學第一大網站，成為中
國網絡文學最重要的孵化器。「 網文出海 」也是
他們創造的，開拓了網文海外傳播的「 起點模
式 」。廣東最早創辦《網絡文學評論》雜誌，最
早將政府文藝獎「 魯迅文藝獎 」頒發給網絡小
說，也是中國最早成立網絡文學作家分會的組織
之一。現在，香港的網絡文學也盛行起來，薛可
正、張晨、「 嶺南癡線佬 」碎星團等的創作也極
有香港的獨特韻味和市井氣息，更為重要的是帶
有科技創新發展的色彩，是黃易、倪匡、亦舒等
人傳統的傳承與發揚。上述文學發展之種種，與

嶺南文化的底色密不可分，而在未來大灣區文學
的發展中，有大灣區的良好文化環境和多年來文
學打下的基礎，這種開放創造品質必定會得到進
一步彰顯。

文化的流動與多元共生性

嶺南文化又是一種流動的文化，人員的南來北
往以及與外國人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讓嶺南
文化具備多元共生的品質，這也是影響未來大灣
區文學發展的重要因素。

自秦統一嶺南，設置南海郡，今廣東大部分地
區屬南海郡，郡治番禺（今廣州市），嶺南從此
直接歸屬中央王朝。秦始皇時期，曾遷內地五十
萬人戍防五嶺，與越人共處雜居。又批准趙佗將
一萬五千名無夫家的婦女送到軍中與秦軍婚配，
繁衍後代。漢以後，中原人避亂移居嶺南，與當
地人雜居通婚，嶺南逐漸成為移民之地。唐時，
在嶺南經商而流寓嶺南的外國人也與漢族通婚。
宋滅之後，南宋遺民大量滯留嶺南。清初入粵的
八旗防軍及其眷屬（其中部分也是漢人），構成
了嶺南居民「 混雜 」的複雜狀態。

澳門一直就是嶺南的一部分。一五三五年葡萄
牙人取得在澳門停靠船舶和進行貿易的權力，一
五五七年上岸定居，也有葡萄牙人娶當地人為妻
的狀況出現，土生葡人並由此產生。澳門的多元
文化色彩明顯，目前長居澳門的華僑佔其總人口
的百分之十二，來自東南亞、南美、北美、歐洲
等五十五個國家。香港在漢代時屬於南海郡，嶺
南人居住最多。抗日戰爭期間，內地人避亂香
港，再後來內地移民香港的成份逐漸增多，其中
以沿海省份的上海、江蘇、福建、廣東人移民最
多。後來菲律賓人、印度尼西亞人、印度人、英
國人亦在香港居住或工作。同時，內地出國留學
後作為引進人才在香港工作的人數也非常可觀。

總之，嶺南文化是一種流動多元的文化，既呈
現出與中原文化相互交融的特點，又有中西文化
相互交流交融的色彩。嶺南文化在文學中的表現
也帶有這種流動與多元共生性。

比如嶺南文學風格，一般都認為嶺南文學平和
溫婉，清淡明麗，輕快平易，但在特定時刻嶺南
文學又呈現出雄直之氣。像明清之際的嶺南文
學，文學家處於易代的轉折時刻，又廣泛遊歷中
原與江南大地，吸收中原的厚重、江南的靈動、
秦晉的堅實、湘鄂的剛烈，熔鑄出嶺南的雄奇雅
正之風，這正是在流動中出現的文學風貌。洪亮
吉高度評價嶺南詩派，稱「 尚得昔賢雄直氣，嶺
南猶似勝江南 」。

當代前沿與世界性

至於當代前沿與世界性，雖然更多的是面向未
來提出的，但依然有着嶺南文化的底色做基礎。

近代以來，「 廣東成為了中國近代社會革命的
策源地和新文化的生長點 」，嶺南「 以鮮明的世
界性、民族性、先進性和嶺南特質引領中國近代
以來的文明進步 」。（田豐：〈 嶺南人文精神與
人文灣區〉）孫中山領導的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
就是順應世界潮流，站在文明進步的前沿。黃遵
憲、梁啟超對文學的振臂高呼成為了後來「 五
四 」新文化運動的先聲，是思想與文學進步上的
先鋒。張競生敢於衝破傳統，介紹西方的性學，
被稱為「 中國性學第一人 」，具有與世界齊步走

的眼光。由高劍父、黎雄才、關山月、趙少昂等
為代表的「 嶺南畫派 」，將西方美術與中國寫意
畫相結合，以西方技法表達中國美學意境，掀起
了一場藝術革命。

在大灣區文學進行時中，則有了新的更為宏闊
的視野。過去的嶺南視角是以山為分界作為地理
劃分的，「 不僅隱藏着陸地的視角，而且與中心
相對的某種『 偏遠 』也從中一覽無遺。但現在這
個『 大灣區 』所蘊含的地理視角無疑是指向海洋
的 」。（王威廉、陳培浩：〈 地理空間及其文明
活力的精神烙印〉）大灣區文學對新城市文學、
新工人文學、海洋文學、泛科幻寫作、新南方寫
作等等的探討，在藝術內容與形式上必將有新的
實驗與開拓。

關於「 新城市文學 」，鄧一光、張欣、鮑十、
南翔、楊黎光、吳君等有了對城市題材的新探
索。吳君的《皇后大道》、《萬福》是深圳與香
港「 雙城 」的雙重變奏，《曬米人家》是向特區
生活深度的開掘。王十月、鄭小瓊等開始寫作他
們對城市的碰撞體驗。新生代作家王威廉、陳崇
正、蔡東等探索城市人的內心思辨。葛亮將寫作
視角從江南轉向大灣區，新作《燕食記》觸角細
膩，通過大灣區共享而特有的飲食文化深探大灣
區文化底蘊和未來的一體化途徑。周潔茹用港漂
的眼光透視暫時還不屬於她的「 我城 」，唐睿則
在移民與香港的融入中寫出香港青年成長的心路
歷程。「 新城市文學 」必然要具備現代意識，是
在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的視野下來觀察與書寫
城市。

海洋文學也將進一步得到開發與拓展。海灣文
化、沙灘文化、島嶼文化、颱風、紅樹林、灘
塗、海水養殖、出海捕撈等等，將給人帶來新的
生命體驗。目前，海洋文學正在廣東作家的筆下
出現井噴現象，陳繼明的《 平安批 》、林棹的
《潮汐圖》、厚圃的《拖神》等長篇小說透露出
了蓬勃生機。

「 新工人文學 」與科幻文學、科技文學緊密相
連，量子科技、大數據、人工智能、無人機、雲
計算、數字經濟、媒介革命等等，會促進各種跨
界的寫作。順德和東莞都是以製造業聞名的城
市，「 新工業文學 」與「 新工人文學 」交織在一
道，開啟了大灣區文學工業書寫的新空間。最近
順德作家魏強的長篇小說《大鳳來儀》正是以順
德的家電與廚衛行業的創業與競爭為描寫對象，
展開對製造業在技術創新和管理理念創新上的書
寫。工業所帶來的新空間以及創業之人不斷迎接
新挑戰的心理抗壓力的描寫，都是以往文學中所
不具備的。

此外，金融文學、商業文學在香港財經
小說和廣東《商界》小說的基礎上，也有
了新的嘗試。網絡文學是大灣區作家的強
項，匯通科幻、科技、軍事文學，在大灣
區的新時代裏必將得到更為強勁的發展。

面向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必定是世界歷
史上人類的最好喜劇，我們不必猶疑，而
應在創新創造中捧出文學的燦爛明珠。

（作者為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文
藝評論（暨南大學）基地主任、廣東省作
家協會主席、《華文文學》主編。）

（本文為節錄，全文刊於《明報月刊》
文化附冊《明月灣區》二○二二年十二月
號。）



●劉迪生煙台，如煙如海
我對山東——特別是膠東，小有感情且不乏神

往，倒不是為刀筆吏對孔孟治學的崇敬、抑或因
天性好酒且以豪俠自許而對水泊梁山那一幫殺人
不眨眼的強盜義氣所青重，而是總縈於懷的幾位
師友。魯迅文學院第二十二屆中青年作家高研班
的五十名同學裏，山東籍的就有五個，王月鵬、
青梅、劉萍、月關、郭香玉，巧的是班主任張俊
平是山東籍，待我如長兄般的副院長李一鳴也是
山東籍。山東生長着一種特殊人文情懷，總讓我
像秦皇漢武東巡尋仙般地癡情着，沉甸甸地怎麼
也放不下這一片神秘的土地——

滿眼紅塵都紫氣 雞鳴犬吠於雲中

前年遊龍口，雲海梨花忘歸路；此日到煙台，
白浪一線隱蓬萊——果然貝闕珠宮，仙人處所，
滿眼紅塵都紫氣，雞鳴犬吠於雲中……

煙台，古稱芝罘，屬地蓬萊只是一個傳說。唐
宋年間的芝罘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和港灣之
一。明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年），開始海禁
封國而在臨海山上設狼煙墩台，以防「 海盜 」，
遂讓「 煙台 」揚名海內。明清的鎖國與後人不堪
的「 海外關係 」都已作古，煙台的生命活力有如
「 海市 」的重現，讓每一個過客在此感受化外仙
境的美麗，我也像劉、阮忍不住返棹一樣，一次
次飛鴻雪泥，留些趾爪。

今日的煙台，知名的不僅僅是「 登州海市 」，
水晶大蘋果和遠銷各地的葡萄酒，這座別稱「 港
城 」的城市，是環渤海經濟圈、膠東經濟圈內重

要節點城市，也是中國首批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
之一；它不僅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也是亞洲唯
一的國際葡萄．葡萄酒城……

我的同學王月鵬先生剛剛出版了《煙台傳》，
此次爪泥煙台，他給我細數了煙台的前世今生。
他講到早在商、西周、春秋時候，此為萊國地，
歷經各個朝代的更迭而形成當今的地理區劃；他
講到如今蒸蒸日上的煙台開發區，也講起當地居
民在海邊充實而愜意的生活，在他飽滿深情的娓
娓講述中，我品味着仙人市井的塵世繁華。

月鵬君在《煙台傳》裏寫道：「 潮起潮落。近
在咫尺的海，是一個遙遠的存在。 」「 海不是隱
喻。海究竟記住了什麼，棧橋深深地懂得。 」他
講述的煙台充滿了海的氣息、海的波瀾與詩意。
這與我對煙台的想像是一致的，煙台之美，美在
潔淨和溫婉，就恍如來自遠古的一位美人，娉娉
婷婷，步步生蓮。而煙台之海，不僅僅是闊大無
垠、包羅萬象的，更是一種未知而等待發現的所
在。

包容天地的海市

我們漫步在煙台蜿蜒的海岸線，腳踩着細軟的
沙灘，沿着海岸線逶迤延伸的公路上車輛疾馳的
聲音混着海風鼓盪着耳膜。隨着海浪而來的海風
溫柔、和煦，讓人心曠神怡。細細地觀看撲過來
的潔白浪花，一浪一浪，它們的顏色就好像白色
顏料撒潑在水紋上，它們看上去那麼漫不經心，
但它們的構成又是那麼複雜多變——起伏不定的

白色、變化無窮的圖案，就好像繡娘巧手織出的
層次豐富的刺繡圖案。

當年東坡先生鴻漸於此，竟然有幸看到「 海
市 」：「 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盪
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 」我，無緣
於「 海市 」，眼前卻是仙境……

煙台開發區，人們把它稱為「 荒沙灘上興起的
製造中心 」，報道中說「 這裏正在打造安全和諧
生態景區 」。放眼望去，嶄新明亮的高樓大廈在
水天一色之間巍然屹立。這裏產業強勁，新興園
區熱火朝天。而悠長的海岸線給予忙碌、創新的
開發區居民無限審美休閒的空間，海陪伴着它
們，從日升到月落。海風帶來沁涼的慰藉，撫平
了白日裏的焦灼和繁忙。海成為他們生活的重要
組成部分，影響着他們的生活，塑造着他們的生
活。

從清晨沿海漫步，我在走，雲在走，浪在耳畔
迴響，海鳥的叫聲清晰嘹亮。我看到了那一隻海
鳥——落單的海鳥，它撲着翅膀的身影，飛翔的
時候如此優美，竟然彷彿感覺到它的憂傷。在如
此美麗的海面上飛翔，為何會有憂傷？或許是海
的遼闊讓它覺得自己非常渺小，或許是逐下天堂
的孤獨……我目送着它，就好像目送着一位故
友，心有惜惜卻也能滿心歡喜。

踩着沙灘一直走，只零星遇到幾位行人，人在
風景中，動態而有活力。想起很多海域人工浴場
「 下餃子 」的情形，我心裏泛起難以言喻的快
樂，不由得深呼吸，享受這片美麗的風景帶給我
的寬闊、舒適和安寧。

但煙台的海並不是寂靜而蕭瑟的海，它是充滿
了煙火氣和人情味的海。走着走着，遇到了趕海
的一家人，顯然他們是趕錯了時間，沒趕上長長
的海岸線上熱鬧的趕海，但他們卻不以為意，倒
好像是特意挑了這樣的時間來，為的是躲開煩囂
的生活，享受一家人安寧、充實的清閒時刻。小
男孩一邊用小手兒去觸摸海水，一邊不時去看他
的父母，他的眼睛閃閃發亮，不時發出歡快的笑
聲。他的父母，一對溫和可親的年輕人，嘴角彎
彎上揚，看看孩子又相視一笑，那種默契與和
美，讓我心中不由得湧起一種美好的情愫。

再走一段，遇到了一位垂釣的老人，他坐在海
邊，鎮定安詳，周圍的世界好像都靜止了，一切
與他無關，兩眼只睹水中浮標，端坐成海邊的一
尊雕塑，又好像是一個從古代穿越而來的夢境，

不知這位老者在這裏垂釣了多久：他是直鈎釣譽
的姜太公呢，還是真的厭棄廟堂的嚴子陵？

永恆又變幻的大海

正午時分，海面上波光粼粼。遠望浩渺無邊的
海水，會生發出無窮的想像，就好像在海的那邊
有着各種奇跡。在海岸邊佇立、等待的人兒，一
個接着一個，他們在等待日落美景，等待親密戀
人，還是在等待自己的心在安靜的冥想中重生？
我也坐下來，閉上眼睛，學着去冥想、去感受、
去想像，我好像看見了一艘船遠遠地從海的遙遠
的盡頭駛來，一點點靠近，它有着藍色的透亮的
船帆，朝我而來，鼓樂悠揚，天花亂墜……於是
竊想，東坡先生也未必真的遇上了「 海市蜃
樓 」—— 我的想像中，不也出現了絢麗翩遷的
奇異景象麼？

太陽慢慢西下，海面幻化出五彩繽紛。天空漸
變的橙色，就好像用扇形繪畫刷塗抹的痕跡，一
層又一層，有交疊，有延展……就是此刻，我只
是感到煙台富足而篤定的美，卻沒有預感到我也
如東坡先生一樣，如此的幸運。

——就在我離開煙台的第三天，我們踏足的海
域出現了一次海嘯。新聞視頻中我看到高揚、怒
吼的海浪撲面而來，吞沒了海岸上的一切，景象
極為恐怖……我想起那一日暮色降臨，煙台的海
並不是暮色沉沉的樣子。天色變化無窮，時而緋
紅時而幽藍，我陶醉在遼闊的色澤滿溢中，像置
身於印象派畫師的巨幅大作，時間變得復古而綿
長，好像天色將晚，但永不會墜入黑暗。海面上
真的出現了歸來的船，船上有着身影。我想像着
他們的對話、他們的忙碌、他們的期盼，他們在
回家，家裏有着慈祥的父母、溫暖的妻子和可愛
的兒女。自古以來，漁民都在高風險的營生中生
活，每一次離開，可能就是永別，每一次歸來，
都是如神靈降臨般喜悅。每一艘船，都有着講不
完的故事，隨船而來的既有豐收更有艱辛。

啊，海水，永遠是苦澀的……
當我再一次翻開月鵬君的《煙台傳》，向海而

生，浩瀚而博大。煙台的海，此在彼在；人生如
煙如海，如雲如蜃，稍縱即逝，一瞬也即永恆。

（作者為《華夏》雜誌社總編輯、魯迅文學院
第二十二屆高研班學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
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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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傍晚的確有點詭異，連空氣中都流淌着絲
絲縷縷的神秘氣息。

下午，我一個人走過東江大橋，到對岸的白鶴
峰去拜謁新落成的東坡祠。

春日的夕陽照耀着東江兩岸，從橋上看過去，
江對岸到處都是崢嶸的樓房屋宇，綠樹紅花點綴
其間，根本看不到白鶴峰的影子。一千年前，蘇
東坡老先生在那裏買地造屋時，想那白鶴峰肯定
也很高大巍峨，至少也應該有個山的模樣吧。可
是現在呢，山巒早已隱匿不見。自然和人類的力
量如此強大，再過一千年，說不定腳下的滾滾東
江也會不復存在。

過了江，我沿另側江岸行走，注意尋找着傳說
中的白鶴峰、尋找着東坡祠。最後終於在一片商
舖民宅之間，看見了東坡居士的高大塑像。我走
進去，只見東坡塑像的左邊，兩排綠樹夾着一條
石階通道，一級級直上坡頂，想那上面，就應該
是著名的白鶴峰了。

拜過坡公像，我迫不及待拾階而上。路上，我
看見了林婆賣酒處，感覺林婆太過年輕；看見了
翟夫子舍，卻不見翟夫子人影；我接着走進了東
坡祠的山門，依次看見了東坡井、德有鄰堂、思
無邪齋，甚至有著名的松風亭……我知道，這一
切都是仿造，唯有東坡井才算是真傢伙。

不覺就紅日西沉了。我看得癡迷，連保安呼喊
清場的聲音也沒有聽到。猛然，我分明看見有個
人影一閃，飄然進入了東坡祠的正殿，穿著打扮
顯然與現代人不同。我頭皮一麻，立即疾步跟
去，赫然發現，有個穿長袍、蓄鬍鬚的老人，正
倒背兩手衝牆而立，觀看上面的東坡畫像。從背
後和側面看，他的形象居然和牆上的畫像非常相
似。

啊！難道是……我的呼吸一下子變得粗重起

來。
因為受到驚擾，那人突然轉過臉來。天哪，長

方臉，略高的顴骨，細長而明亮的眼睛，還有頭
上那頂子瞻帽，不是他可是誰呢！

我不由喊了起來：「 東坡先生，難道真的是你
嗎？您……穿越回來了？ 」

他竟然衝我一笑，他的笑容一下子拉近了我們
之間的距離。他開口說道：「 是啊，聽說惠州又
給我建了新家，我就過來看看，也看看朝雲，還
有合江樓和西湖。 」

他的語調帶有濃重的四川口音，但是很渾厚，
充滿磁性。

「 哎呀東坡先生，能見到您真是三生有幸。我
正有許多問題想問您呢。 」

「 哦，許多問題，比如說呢？ 」
我一時語塞，一肚子的話居然不知道從何說

起，最後只好指着眼前的東坡祠道：「 比如您對
這個新修的東坡祠，還有合江樓，另外對現在西
湖感覺如何？ 」

「 啊，感覺，當然是很奢華了。我們那個時
代，可是沒有能力建這麼好的樓和房子呀——
問題也就出在這裏了。你們為什麼不想想我當年
建的房子，還有白鶴峰是個什麼樣子呢？不好復
建我懂，但至少要畫個圖掛在牆上吧。還有，你
們給我塑的雕像，山下這個還算湊合，西湖裏那
幾個，哪裏像我！最氣的是孤山頂上那個，把我
和朝雲都弄成了啥子嘛…… 」

果然還是喜歡發牢騷！一千年了，他的脾氣依
然故我。

我忽然記起自己今天來這裏是尋找靈感的，便
忙不迭地說道：「 東坡老師，您消消氣。我恰巧
在寫有關您的文章…… 」

你，寫我？他的目光一下子變得十分冰冷，他

對我上下打量，然後慢吞吞地說：「 這幾日我了
解到，天下寫我的人，靠我吃飯的人，簡直太多
了。可是真懂我的人不多呀！有人甚至連我什麼
時候自號東坡，為什麼叫東坡都搞不清，就敢妄
稱蘇學專家了。寫我小時候還一口一個小東坡
的，豈不笑煞人也！我且問你，你為什麼要寫我
呢？ 」

我……為什麼……我一時張口結舌。緩了口
氣，才說道：「 蘇老師，寫你是因為我崇拜您
呀，您是大文豪，千古一人，震鑠古今…… 」

「 哼哼 」，我聽見東坡的回答竟然是兩聲冷
笑，接着他說：「 你們寫我，不過是為了名利罷
了。這個我也理解，但是千萬不要胡亂演繹
呀！ 」

我忽然想到沒必要討論這些，能見到穿越千年
的他，這可真是千載難逢呀。如果能錄個視頻，
或者能拍張照片發到朋友圈中，一定會引起巨大
轟動。

「 東坡先生……老師，我是您的鐵桿粉絲，我
可以和您合個影嗎？ 」

「 粉絲，合影？你講的是啥子嘛！ 」
「 哦，就是…… 」我急忙掏出手機，不由分說

先給他拍了幾張照片，接着就站到他的身邊，打
開視頻開始拍攝。為了追求更好的效果，我故意
提高聲音說：「 東坡先生，請您給惠州人說幾句
話吧。 」

「 我說什麼呢？哦，對了，我非常感謝惠州的
百姓，當年他們照顧我和朝雲，一千年過去了，
大家仍然沒有忘記我。其實我沒你們說的那麼
好，我對惠州的貢獻也不大…… 」

「 東坡先生，您不用謙虛，您給惠州留下的四
百多首詩文，是一筆巨大的文化遺產，我們享受
不完呀。 」

此時此刻，我彷彿成了惠州人民的代表，開始
和大文豪進行一場無與倫比的世紀對話。我彷彿
已經看到，無數點讚打賞鋪天蓋地向我砸來，一
夜之間，我就成了超級網紅……啊，這簡直太爽
了，簡直爽歪歪了！

我正在暗自得意，突聽背後一聲斷喝，嚇得我
兩手一抖，手機險些掉在地上。扭頭看去，正有
兩個保安橫眉立目站在門旁。再回頭，屋裏哪裏
還有東坡先生的影子！只有牆上的畫像，兀自目
光灼灼看我。

我急忙再拜，轉身離開，心說你們兩個臭保
安，哪裏知道在我身上發生的驚天新聞！卻聽見
他們在後面嘀嘀咕咕：「 這人好像有病。天都黑
了，他還一個人在那裏對着畫像說話。看來病得
不輕哩。 」

我假裝沒聽見，只管加快腳步下山。到了無人
處，我急忙把手機相冊打開，去尋找那千年一遇
的照片和視頻，那足以讓世界翻江倒海的照片和
視頻！可是見鬼了，我的手機裏除了原有的照片
和視頻之外，卻什麼也沒有。

一片空白！彷彿是一場夢。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文學創作一級，

廣東文學院簽約作家，省作協理事，廣東省小小
說學會會長。曾獲小小說金麻雀獎、冰心兒童圖
書獎、全國優秀小小說作品獎、小小說事業推動
獎等多近百項，出版中短篇和小小說作品集二十
二部。）

因為受到驚擾，那人突然轉過臉來。天哪，長方臉，略高的顴骨，細長而明亮的眼睛，還有頭上那頂子瞻帽，
不是他可是誰呢！……我不由喊了起來：「 東坡先生，難道真的是你嗎？您……穿越回來了？ 」

白鶴峰奇遇 ●申 平

【專 題】■

▲「看見了東坡井、德有鄰堂、思無邪齋，甚至
有著名的松風亭……我知道，這一切都是仿造，
唯有東坡井才算是真傢伙。」（資料圖片）

穿梭古今中西 探尋美學哲思 ●溫 哲

《美的常識——三千年來中西方美的變遷》
周清毅 著
香港：開明書店
2022年5月
此書嘗試用大眾容易理解的語言表述「 美 」這個課題，以歷代學人的故

事和論說為骨幹，縱及古今三千年，橫跨中國與西方，嚴選精髓，為讀者
講「 常識 」。此書六章緊扣：首章為美立下定義；第二章講解中西之美各
具特色；第三章帶領讀者認識西方哲學起源地古希臘的「 三巨頭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
德）對美的哲思；第四、五章，作者回到所立足的中華文明，向讀者闡述儒者秩序之美與道家自由
之美，並從魏晉風骨放眼中華之美的四個特點；最後，第六章以探討現當代的三個關於美育的問題
作結。書頁彩印，隨文配上書畫等藝術作品圖片，文思藝影，相得益彰，可謂盡顯此書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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