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 題】■

主辦機構：

明報特輯部製作

主編：潘耀明 執行編輯：張志豪 隔星期四出版 2025 . 4 . 17 星期四明月灣區C9

第五十二期

灣區文學敘事的東莞樣本灣區文學敘事的東莞樣本
編按：廣東製造業名城東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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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特色的作品。東莞市作家協會主席胡磊從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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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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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作協副主席黎啟天以深情抒寫大鵬灣，以鮮活筆觸讚嘆東莞的先進科技發展。本版主編潘耀明
透過歷史文化、文學作品，解讀東莞文學基因。

●潘耀明解讀東莞文學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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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其文學脈絡相當古老——南漢時期的資福寺鐫

刻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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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着獨特的文學礦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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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着機油味的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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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等待着

特定的機遇，將它們熔鑄成新的文學圖騰！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

譽總編輯、本版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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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可湖雅韻。

（盧翠玲攝）

東莞是世界製造業名城，是著名的「打工之

都」，是中國農村城鎮化的典型，是中國改革開

放的精彩縮影。城市外來人口逾千萬，各色人等

雜糅相處，文學題材與城市敘事呈現多樣化。隨

着社會的深入轉型與急劇嬗變，東莞的社會生活

現實呈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出現了很多

城市敘事未曾涉及的新事物和新現象。對於東莞

而言，相對於內地城鄉的變遷，東莞改革開放四

十多年來的變化，尤其具有代表性和中國特色。

東莞城市敘事是這四十年中國經驗的現場，因而

對它的文學描寫，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文學史的意

義，這又是東莞本土作家的一個天然優勢。

東莞文學是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東莞製造」的

實踐範本。在某種意義上，東莞文學的創作生態

是大灣區文學創作生態的鮮活標本，具有某種代

表性的意義。東莞文學作為一種動態性和開放性

的城市文學現象，持續刺激和活躍了當下的中國

文壇，並隨着許多文化現象的出現而呈現出許多

富有價值的新質。近年來，東莞文學發生了巨大

的嬗變，出現了一些標誌性的事件和代表性的作

家，湧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作家群落，作為國內

打工文學的重鎮，具有現象級傳播影響力的創作

群落增多，在國內文學界形成了廣為關注的「樟

木頭中國作家第一村」、「長安文學現象」、

「橋頭文學模式」等文學效應，從不同角度為當

代文學提供了新鮮、有益、獨到、有效的時代生

活、城市經驗與美學建構。隨着東莞文學的繁

榮，地域寫作意識的覺醒，以及作家作品及其現

象研究的深入，東莞文學自身的獨特價值在逐漸

確立。在個案意義上，東莞文學對大灣區文學研

究具有普適性價值。

一、面對歷史的價值書寫與致敬
文字是人類抵抗遺忘的有效手段，這也是作家

書寫的初心與意義所在。詹谷豐專注於歷史新散

文創作，他的系列歷史散文《書生的骨頭》、

《山河故人——廣東左聯人物志》、《半元社稷

半明臣》、《一座城池的一百張面孔》等，鉤沉

了東莞學人及文化賢達的文化形象，表現了一個

地域群體的人文氣節、士人風骨、書生情懷和英

豪氣概，從血脈、文脈和精神傳統上，書寫追尋

理想、堅韌前行的文化人的命運。陳啟文的長篇

紀實《海祭——從虎門銷煙到鴉片戰爭》，採用

「國運與命運」的複調敘事，以一以貫之的敘事

基調和歷史在場感，書寫了時空的滄桑感、歷史

的興亡感和人生的命運感。丁燕的報告文學《等

待的母親》以彭湃母親周鳳的百年人生經歷為主

線，從一個特定角度勾連起百年黨史，為紅色文

學的書寫提供了一條新的路徑。林漢筠的歷史文

化散文《嶺南讀碑記》，從本土歷史文化和自然

生態文化中挖掘資源，通過讀碑的方式為東莞立

傳，沉鬱的文字與碑文的歷史積澱互為印證相映

成趣。彭爭武的長詩《虎門書》，「從空間中的

時間，歷史中的現實，以及詩歌裏暗藏的人性輝

光，共同講述了一個地方的靈魂。」（謝有順）

二、社會轉型背景下的改革敘事
除了底層寫作，東莞的文學創作還有不少關注

反映改革開放題材的作品，這些文本與現實社會

的改革實踐形成互動的言說關係，再現了城市化

背景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新型社會關係、生活

圖景和精神徵象。胡海洋的小說《太陽轉身》，

是後改革時代灣區社會生活的還原書寫與經典敘

事，折射千千萬萬南下打工謀生者的多維面孔與

社會群像，反映社會關係變革和城鄉裂變中各色

人等的時代命運。現居東莞的陳啟文的報告文學

《為什麼是深圳》採取全域鳥瞰與典型剖析相結

合的方式，梳理了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軌

跡，既突出他們與時俱進的智慧，也強調他們對

改革開放精神的堅守。丁燕的報告文學《東莞轉

身》是一部紀實作品，敘寫東莞作為城市的普通

狀態和東莞人的普通生活，透過地域性社會形

態，洞見當代中國捲入的全球化變遷中普通人的

行為與福祉。她的《嶺南萬戶皆春色：廣東精準

扶貧紀實》，以圖文並茂的形式講述新時代中國

扶貧攻堅故事，在充分把握時代精神的前提下堅

持個性化表達，延續她一向關注轉型期普通人精

神狀況的寫作特點。周齊林的《香港大命脈：東

深工程對港供水紀事》，是一個意義特殊的國家

重大工程題材報告文學，記錄東深工程對港供水

的感人歷程，從歷史背景與國家目標起筆，是頗

有價值的一次重要文學表達。陳璽的小說《珠江

潮》通過生動的人物關係和特定歷史社會背景，

描繪了一幅東莞與世界接軌、歷史與現實交匯的

開闊恢宏的改革開放畫卷，反映了改革開放大潮

中廣東人敢闖敢試的開創精神。與陳璽宏大史詩

性敘事不同，莫華傑的小說《春潮》更帶有一種

個體成長敘事性，敘寫的是改革開放大潮中昂揚

奮發的青春奮鬥史和時代新聲交響曲。吳詩嫻的

長篇小說《向上生長的城》敘寫改革開放潮流裹

挾下內地小縣城在萎縮，而建設中的新城充滿了

向上和向前的希望，揭示改革開放中多元文化思

潮的衝突和激蕩。吳向東、屈中朝的報告文學

《一座城和一群人》，通過東莞勞動者群像式的

紀實故事，探索「東莞製造」成功背後的人文邏

輯，書寫東莞經濟騰飛的真相。侯山河的散文集

《知秋房記》，把東莞與浙南兩個地理意義上的

符號，把東莞四十年那波瀾壯闊的「工業革

命」，用文學以史詩般的圖景概括並濃縮，為改

革開放艱難而光輝的歷程抹上一個值得頌揚的範

本。

三、後打工文學語境下底層書寫
真正使東莞文學開始走向繁盛的就是與「東莞

製造」步履共振的打工文學，東莞亦藉此成為國

內打工文學的重鎮。農民工進城是中國現代化進

程的一個重要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生命圖景

成為都市草根書寫的新焦點。通過文學敘事來關

注他們生活空間的矛盾衝突及其生命價值的具體

體現，已經成為當代城市文學的一個重要表現目

標。塞壬的散文《奔跑者》、《沉溺》和丁燕的

長篇小說《工廠愛情》等「工廠三部曲」系列作

品，正是這一寫作主題最直接最原生態的呈現。

東莞的文學與生活處在一種零距離的互動狀態，

塞壬的散文《無塵車間》，描寫現代化工廠裏的

生存狀態，以及一個人在機器空間裏的痛感和無

感，作者打通了文學作品與現實之間的通道，作

家不再是藏在生活背後的觀察者，而是生活現場

的直接參與者。她的散文被稱為「具有足夠的魔

力、魅力和殺傷力」，因為她注重對個人內心體

驗的深度開掘和對人生命運的執着追問，她的散

文集《沉默、堅硬，還有悲傷》、《鏡中顏尚

朱》即為明證。周齊林的《底色》以逼真的細節

呈現底層的生存狀態，用細節叩問生命，細緻描

繪艱難謀生的社會底層群像圖，引發對於農村現

狀和外出打工者生存狀況的深度思考。彭爭武的

詩集《尋找》，關注底層打工生活，在堅持底層

敘事的同時打開自己的生命感知，進行艱難的自

我審視和確認，從而譜寫出一個時代變遷史和個

人心靈史的雙調詠唱。

四、城鄉中國社會中的雙重敘事
農村與城市的對比和衝突，一直是當代中國文

學的中心焦慮。城鄉衝突中的人性考察是當代文

學的一個表達傾向。陳璽的長篇小說《一抹滄

桑》以懵懂少年的視角，勾勒出了鄉間孩童嬉戲

的童年歲月，描繪了一幅具有時代特色的塬上全

景風情畫。他的小說《塬上童年》將童年的敘事

作為一種現代性的審美情趣，描寫一批典型農村

人物的童年行跡及人物群像，展示了一幅風格濃

郁獨特的渭北地域文化圖景。他的小說《風吹麥

浪》，講述一群渴望走出農村、邁向城市年輕學

子的成長故事，對改革開放初期鄉土中國的複雜

呈現。《世界微塵裏》是莫華傑的自傳體長篇紀

實作品，是一部難得的「青少年勵志範本」，以

自己「一粒微塵」的飄浮，書寫了一代人的青

春，映射一座城市的溫度和一個時代的變遷。陳

啟文的報告文學《可可西里》，直觀地反映可可

西里蒼涼、博大、雄渾、神奇的地貌帶給人的震

撼，既是一部致敬生態文明之書，也是一部禮贊

可可西里堅守精神之書。丁燕在散文《蝶變：一

個家族的詞語遷徙史》中非常真實地講述自己家

族作為「盲流」的家族史，她在為「盲流」恢復

名譽，也在為移民所帶來的文化大融合而歌詠。

謝蓮秀、香傑新的小說《東江謠》，以少年兒童

的視角，描繪在改革開放大背景下，城市化進程

中的變遷、發展、衝突，以及人與人之間微妙的

心理和思想變化，並延伸出源頭的生態之美、嶺

南水鄉的人文之美，呼喚人們的家園意識、生態

意識和環保意識。

在網絡、影視文學方面，卻卻、禾豐浪、求無

欲、華髮生、陳長金、孔鑫雨、瓦力、王虹虹、

打眼、環珮叮噹、穆肅等為代表的東莞網絡作

家，立足東莞這片文學熱土，正一步步朝着更高

更遠的網絡文學目標發展前行。

在文學評論方面，以柳冬嫵、胡磊、田根勝、

嚴前海、曾海津、許澤平等為主要代表的評論

家，關注本市文學創作，進行追蹤式的批評與研

究，促進了東莞文學創作的不斷發展。他們重視

文學現場的批評實踐，具有較強的批評活力。

五、餘論
作為國內新一線城市，東莞文學是大灣區文學

版圖上的重要區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其視為

中國當代文學區域性發展的一個實踐樣本，具有

與中國現代化進程同步發展的當下性、時代性、

典型性和文學對話性。從整個文學發展史來看，

所謂的灣區文學無疑只是一個時代性和階段性的

文學積澱和基礎。灣區文學確實已經成為具有鮮

明代際特點或時代特徵的集區域性、階段性於一

體的具有相當規模和成就的文學類型。灣區文學

書寫不可能離開中國城市轉型和社會轉型這一複

合性背景，城與鄉始終是灣區文學賴以存在的雙

重根基，尤其是這一文學形式始終不可能離開熟

悉的灣區生活場景，它既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產

物，也是中國當代歷史、現實和未來的一種隱

喻。灣區文學具有社會學的觀察視角和認知價

值，其生命力在於能否有效書寫當代中國尤其是

城市化過程中新的思想、情感與經驗，以及能否

以獨特新穎的形式加以表現。灣區文學如何反映

灣區的文學現實？如何基於新的價值選擇而作出

新的文化闡釋，如何尋求一種新的價值立場和言

說方式，這應該是當前其普遍關切的現實問題，

灣區文學遭遇的困惑必然也是中國文學遭遇的困

惑。

（作者為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研究中心（中南

大學）研究員、東莞市文聯副主席、東莞市作家

協會主席。）

灣區敘事的東莞樣本 ●胡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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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漢筠竹隱先生李用的人生達觀竹隱先生李用的人生達觀

隱，是一種境界，不顯山，不露水。唐人呂岩

曾對隱字喻為「抬眼試看山外景，紛紛風急障黃

埃」。宋代著名理學家李用亦將「隱」字作為自

己的行為規範，在「隱」中與先賢對話、與天地

共鳴、與萬物同心。隨着學識日益淵博，對理學

的理解也愈發深刻。他在理學的世界裏沉醉着，

在研修理學中幾乎「與世隔絕」。故而自號竹

隱，人遂稱之為竹隱先生。

歲月的磨礪，使他的眼中多了幾分堅定與從

容。漸漸地，他的名聲在當地傳開，許多學子被

李用的學識和人格魅力所折服，慕名而來，求師

於帳下，希望能得到他的指點，紛紛追隨其後。

李氏所創辦的家塾「踐履日益成熟」，「士之從

學者，館無虛日」，也因此變得熱鬧起來。

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李用嘔心瀝血創作而成

的著作——《論語解》，走進了人們的視野。他

以其深厚的學養和敏銳的洞察力，深入剖析《論

語》每一句話背後的深層含義，他的解釋，既保

留了原典的精髓又賦予新的時代意義，讓《論

語》這部古老經典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這部書，不僅語言流暢，易於講解誦讀，更以

其深入淺出的解析，便於學者們深入傳授儒家學

說的精髓。它彷彿是一把鑰匙，為眾人打開了一

扇通往儒家學說奧秘的大門。當《論語解》的墨

香彌漫在東莞的每一個角落時，這座城市的空氣

似乎都變得濃郁起來。一時間，李用的名聲如同

春日裏的野草，迅速在嶺南大地蔓延開來。四方

學者紛至遝來，競相求教，希望能從李用那裏得

到一絲半縷的智慧火花。篁村的私塾，也因此變

得熱鬧非凡，成為「學術交流」的重要場所。

然而，面對這一切的榮耀與讚譽，李用卻始終

保持着一份難得的淡然。在他看來，著書立說並

非為了謀求個人的功名利祿，而是出於對儒家思

想精髓的傳承和對後人的責任感。他深知，知識

的價值在於傳播和啟迪，而非用來換取世俗的榮

華。

婉拒高職 誨人不倦
曾主修過《春秋》的番禺人李昴英，這位惜才

如命的南宋名臣，讀完李用的《論語解》，興奮

不已，迅速將《論語解》一書進獻於朝廷。這本

「究明伊洛奧旨，以溯洙泗之源，訓詁明白，便

於講誦，學者傳習之」的大書，得到了朝廷肯

定，李用也旋即被朝廷授以校書郎一職。校書

郎，別看官位不大，卻在朝廷「掌校讎典籍、訂

正訛誤」，擔當着不小的角色，多少人趨之若

鶩。能授予這一職位，無疑是對他學識和品格的

高度認可。然而，李用卻婉言謝絕了這份許多人

夢寐以求的官職。他直言：「著書難道是為了謀

求功名利祿嗎？我之所為，不過是為了傳承先賢

的智慧，讓更多的人能夠從中受益。」這份清高

與超脫，讓世人對他的品格更加敬仰。

在中國歷史上，無法統計「因文而用」的佳

話。古代文人，因稻粱而謀，但也有不少不為五

斗米而折腰。他們不為名所動，不為利所驅，堅

守着自己的學術理想，這種精神在當時的士林

中，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無數人的心靈。可

是，李用面對高職的誘惑，作出了「NO」的回
應。

李用這個「NO」的姿勢，成為一代絕唱。他
時時告誡自己的學生，讀破萬卷書，以「神交古

人」。這一「神交」，就是一代書生的學術寫

照。

御賜「竹隱精舍」
「 春水滿四澤，浪暖魚龍化。呼吸成風雲，霖

雨遍天下。 」

他用〈春景〉來昭示着一代山河手書。他知

道，隱者就是要用自己去完善自己完善周圍的

人。這樣，血不會白費，汗不會白流。在那根長

長的教鞭下，篁村的私塾成了一個真正的學術聖

地。他不僅傳授知識，更教導學子們如何做人，

如何堅守學者的本分。他的學生們，在他的影響

下致力於學術研究，傳承儒家文化。

當朝廷因《論語解》的卓越貢獻而授予他校書

郎之職時，他婉言謝絕，但朝廷並未因此忘記他

的貢獻，隨後又升他為承務郎，以表彰他的學術

成就和高尚情操。這一次，李用雖未直接接受官

職，但他的《論語解》「梓行天下」，成為士子

必修「課本」。理宗皇帝趙昀更是親筆題寫「竹

隱精舍」的匾額賜予他，以示嘉獎。李公則以匾

額為名，建屋隱居，從此遠離塵囂，潛心治學。

在竹隱精舍中，李用繼續着他的學術研究與教

育工作。他教育學生，貌肅色和，誨人不倦。引

導學生，循序漸進，一步步走向學術的殿堂。學

子們紛紛以他為榜樣，勤奮學習，立志成才。在

李用的影響下，篁村乃至整個東莞地區，都彌漫

着一股濃厚的學術氛圍，儒家學說得以廣泛傳

播，深入人心。

東渡宣講孔孟之道
「 不同桃李春，永抱歲寒節。 」（李用〈冬

景〉）作為一個隱者，首先是站成一株孤松，傲

然挺立於冬嶺之上，它便是李用心中的寫照，也

是他對氣節最深刻的詮釋。作為「中日友好使

者」，他奉命東行，在那個寒風凜冽的冬日，李

用收拾行囊，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漫長旅程。他的

心中充滿了未知與不確定，但也充滿了期待與希

望。他相信，無論身在何方，只要心中有道，就

能照亮前行的道路，將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

光耀異國他鄉，點亮另一個國度的心靈，去傳遞

那份跨越國界的文明之光。

他用略帶些許生澀，卻充滿了力量與溫度的

話，一字一句講述孔孟之道，講述那份跨越千年

的智慧與哲思。他的到來，如同一股清泉，滋潤

了日本這片文化的荒漠，而被尊稱為「夫子」，

嵌進中日友好的文化史冊。

東瀛千萬里，楚客不傷春？何況已至耄耋之

年，他時時感到歲月無多，何處又是歸屬？他想

起大曆才子司空曙寄給好友鄭縣令的詩來。推開

宣紙，一副狂草隨手而來：「 共對一尊酒，相看

萬里人。 」

這位時屆八秩的「夫子」，即便倒在異國他鄉

的講台之上，也要將先進文化帶回故土。日本學

子在失去「夫子」的悲痛之時，為先生舉行了隆

重的葬禮，並以「鼓吹一部，送喪返里」，喪服

「皆倭人倭帽以像之」。因要跨過浩蕩的大洋，

日本水手頂風劈浪，用雄壯的歌曲激勵前行。這

一悲哀中帶着雄壯、低沉裏彰顯響亮、古老而又

激越的曲調，從此便成了東莞的喪曲。

「 瑞氣負鍾靈，群低皆仰供。 」隱者李用的人

生，用自己的詩進行了概括。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東莞市作家協會

副主席，二級作家。出版有《嶺南讀碑記》、

《喊魂》、《百年聽風》、《黔地行記》等。作

品多次入選中、高考模擬試題和校本教材。）

編按：宋代理學家李用，以「隱」為人生境界，潛心研究儒家經典，致力於傳承與傳播先賢智慧。他婉
拒功名利祿，專注講學。晚年東渡日本，宣揚孔孟之道，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橋樑。李用的一生，體現了
隱者對知識傳承與文化使命的堅守，展現了超越世俗的學術理想與人格風範。

▲東莞李用故居，如今已成了咖啡館。
（資料圖片）

大鵬灣

在這裏，大地與海的翼

礁石鷹嘴龜般鋒利的爪，朝向波濤

我站在盡頭，感受

每一陣海風吹過，都是一首未完成的詩

我的詩句，你的岬角

指向未知，探向邊緣

群島在遠處沉浮，煙霧繚繞

彷彿是生命未竟的發生

海面突然平靜無聲，教我

如何把長夜、暗流和星辰皆攬入懷

光與數的手指

零丁洋西岸，鋼鐵的森林生長

雲計算的波濤，窗外輕輕搖動

夜幕如一塊巨大的玻璃眼罩

鋼鐵的輪廓，在玻璃上投着硬朗的外形

電磁波的靈魂，手指間游移

數字的倒影，閃爍其上

如同遙遠星辰的私語

而南方光源①①穿透，物質的堅硬

散裂中子原②②的微光，在最深處

指尖的敲點下，顯示屏中繚繞

照亮我心的深淵

夜幕漸漸溶解，一串串數字

如同玻璃般透明的未來，緩緩展開

粒子的舞蹈，我呼吸的形狀

在微觀的世界裏，繪畫着宇宙的圖案

彎曲的鋼鐵巨臂，指尖牽引着

與我相鄰工位的兄弟，那曾被電鍍水灼傷的腳踝

被電噴槍廢氣碎裂的視線啊

如樹幹上的斧痕，正逐漸癒合

註：

①「南方光源」又實指南方光源研究測試平台，是東莞市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項目之一。南方光源借助先進的

同步輻射實驗手段，可以看到物質內部原子、分子層次上所

發生的變化，從而幫助用戶找到問題點，改進工藝。

②「散裂中子源」是東莞市國家「十一五」期間重點建設

的十二大科學之首裝置。可藉一種「超級顯微鏡 」通過使用

高能質子束轟擊原子核，使中子從原子核中散裂，從而獲得

大量中子。它被用來解決研究物、質微觀結構的問題。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東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詩刊》社第三十一屆「青春詩會」成員，魯迅文學院第三

十一屆青年作家班學員，在《新華文摘》、《人民文學》、

《詩刊》等刊物發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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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一九八四年，打工青年林

堅在深圳《特區文學》雜誌第三期發表

的短篇小說《深夜，海邊有一個人》，

被認為是打工文學最早的作品。

林堅與安子、周崇賢、張偉明、黎志

揚等作者，曾經被稱為打工文學的「五

個火槍手」，他們在一九九二年海天出

版社推出的打工文學系列叢書中集體亮

相，得到打工讀者的歡迎，卻不受研究

者待見。特別是他們作品中的人名修辭

污名化，未獲學術界廣泛認可，一度還

被詬病與誤讀。

人名修辭污名化，是指通過文學語言

和修辭手段，將作品中某些特定的人名

貼上不友好的標籤，從而形成對這些人

的負面印象和刻板評價。現實主義文學

往往可以通過人名修辭污名化，實現對

社會不公的批判和弱勢群體的發聲。

早期的打工者被污名為「盲流」，當

時的市場化媒體對打工者的報道，常常

帶有污名化和貼標籤的傾向。導致打工者被迫頂

着污名反污名，便有了在文學作品中對強勢人物

進行污名化修辭的現象，強化對強勢人物形象的

負面描繪，同時也體現了打工者對不公平待遇的

憤懣，彰顯了打工文學的批判精神。

常用貶義詞為強勢人物命名
打工文學中的強勢人物，是相對於打工者這一

弱勢群體而言的。多指權力的執行者與資本的代

言人。權力的執行者涉及基層治理有關部門直接

與打工者打交道的工作人員，他們本應履行保障

打工者權益的職責，卻往往成為棄責者。資本的

代言人包括無良的老闆及其高管，他們可以隨意

打砸打工者的飯碗。這些強勢人物在打工文學作

品中，尤其是在被命名時，常常遭污名化處理。

例如，打工文學作者常用「某某婆」、「禿

頭」、「駝子」等貶義詞來為作品中的強勢人物

命名，或者說給他們取類似的綽號。這些貶義綽

號不僅僅是對強權的羞辱，更承載了深層次的社

會批評，反映了打工者對於社會不公的深刻感受

和對強勢群體的道德審判。

例如，張偉明的小說《下一站》裏，有個盛氣

凌人的QC部經理，叫杜麗珠，香港人，她對內

地員工實施類似殖民化管理，被大家取綽號為

「香港婆」。主人公「吹雨」被她辱罵為「馬

仔」（嘍囉的意思）後，不怕開除，把手指向杜

麗珠的鼻子，一字一頓地說：「告訴你，本少爺

不叫馬仔，本少爺叫一九九七！」安子在《人在

旅途》中也怒批：「想着香港婆那趾高氣揚的樣

子，真想把鈔票扔在她的鼻子下，罵她剝削工人

剝削得太離譜了！ 」所謂「 某某婆 」裏的

「婆」，與管家婆、八婆、雞婆的「婆」意思一

樣，都是貶義詞。這些綽號先是由打工者取的，

再經過打工作者通過操作人名修辭而流傳，呈現

了打工一族「弱者的抵抗」姿態。打工文學中對

強勢人物名字的污名化處理，既是文學創作的一

種策略，也可看作是打工社會底層對權力結構的

一種犯忌。

黎志揚在《打工妹在夜巴黎》寫到一個綽號

「禿頭」的港商，想佔四川來的打工妹容妮的便

宜，手腳不老實，被容妮踹了一腳，而且踹的是

要命的地方。這個港商叫什麼名字不得而知，小

說只寫了他的綽號是「禿頭」，是個下作的男

人，被踹後不敢發作，捂着褲襠，落荒而逃。用

「禿頭」來形容這個港商，就是對他的鄙視與唾

棄。周崇賢在《男人就得有個男人樣》裏說到打

工妹怨兒，最後又做了一個「香港禿頭」的小老

婆。類似「禿頭」這樣的污名都有反諷意味。不

僅是一種文學修辭手法，更是打工一族在特定社

會環境下，對強權與不公的一種反抗和控訴。

虛構的戰鬥 現實的批判
周崇賢《我要活下去！》裏的強權人物是廠

長，「那個駝子姓劉，好色。工人當面叫劉廠

長，背地裏叫流口水。有時還在前面加幾個字，

叫狗日的流口水」。用「駝子」來對強權者進行

人名修辭，表達了作者對這種人的厭惡與憎恨。

簡單的綽號承載着打工一族對權力和資本壓迫的

無奈，是弱勢群體在文學作品中尋求心理平衡和

正義感的一種表達方式。

文學是社會歷史環境的產物。打工文學作品中

強勢人物的名字被污名化，是「弱者抵抗」的文

學化，旨在營造一種「虛構的戰鬥，想像的衝

突，現實的批判」的讀寫快感，以表達打工一族

的不滿。

打工一族的不滿其來有自，不必諱言。北京大

學社會學系教授盧暉臨，歷數中國打工體制的落

後與根源，認為打工一族沒有獲得在城市居住和

生活的制度性安排，缺乏住房、子女教育和醫療

保障，其根源在於地方政府與企業責任缺失。文

學評論家李敬澤二○一五年認為：「中國三十多

年來的發展進步，根本動力就在於千千萬萬的打

工者，沒有他們，一切都無從談起。而這個世界

對他們並不是很好，曾經很不好，現在也不能說

好。」強權對打工者的不友好，不論後來的主流

敘事承認與否，都曾經是重要的存在，並且超出

簡單的個人受難層面，成為早期打工者「集體性

創傷記憶」。

文學作品不僅僅是藝術的展現，更是社會現實

的鏡像和批判者，同時也參與社會進步的建設。

通過「人名修辭污名化」式的文學作品，打工一

族得以發聲，他們的辛苦和抗爭得以被看見和理

解，他們的聲音和訴求也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和回

應，這對於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具有重要意義。

隨着戶籍制度的改革、收容遣送的廢止、暫住

證改為居住證、勞動用工法規的完備、和諧社會

的建設，打工一族的生存環境和權益保障得到了

逐步改善。特別是黨和政府對打工群體的人文關

懷日益增強，進入新世紀後的打工文學，人名修

辭污名化已經很少。

（作者為文學博士，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香

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上饒師範學院文學與新聞

傳播學院副教授，出版作品十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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