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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地標性場館對大
灣區文學發展的意義

何在？在廣東文學館5樓的
「鵝潭夜話」的展板位前坐
下，就着整面江景玻璃落地窗，
看雙江交匯，對岸的白天鵝賓館依然
氣派。關於文學館的話題，自然就從「鵝潭
夜話」開始。張培忠稱，「鵝潭夜話」要打造為
廣東文學館的品牌活動，兩周一次。 開館至今，
「鵝潭夜話」已舉辦過三次作家對談活動，線上
線下市民齊參與。線上「10萬＋」的互動熱潮，
也讓這一新生的文學品牌活動打出了首波名氣。

成為好書新書文化活動的首發站
在白鵝潭「夜話」，就着城市繁華處的壯闊江
景，聊着和文學相關的話題。江河有聲息，想像
也旖旎。文學的創作，需要土壤，也離不開氛圍
的製造。張培忠表示，除為當下的文學界做一檔
有影響力的談話節目之外，也要能成為好書、新
書及重要文化活動的首發站。
好的公共建築，最終是服務大眾。文學館是市

民的公共空間，供給文學、培育良好的文學生
態，做這件事不僅要熱愛文學，也要有清晰的規
劃和部署。張培忠熱情導覽廣東文學館的七大功
能和七個展廳。「收藏、展覽、教育、研究、交
流、傳播、創意的功能之下，分別開設古代展覽
廳、近代展覽廳、現代展覽廳、當代展覽廳、魯
迅家展覽廳、港澳台展覽廳、臨時展廳。」
張培忠也會關心每日入館客流。周末約3,000人
到訪，工作日2,000多人預約入館。民眾的心嚮往
之和熱情到來，令張培忠開懷。「要把它建設成
為嶺南文化的聚集地、市民休閒的目的地、灣區
交流的會客廳。」他表示，作為一個公共文化空
間，廣東文學館需要承擔這樣的凝聚功能。此

外，文學館要積極面向港澳台僑的功能，也
是一早就在建設大綱內。

《香嶴逢賈胡》記載中西交往史
「廣東文學館的地緣優勢、人員優勢，語言相

親，必然決定了港澳台僑在廣東文學館的一席之
地。」在張培忠看來，港澳文學源於祖國的母
體，起步於香港的報刊，在整個商業的發展和時
代的大潮中，香港文學隨之發展；澳門地方雖
小，卻也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湯顯祖被貶廣
東徐聞時路過廣州，還專程去了一趟澳門（1591
年）。他看到的，都是來往之商船，以及在內地
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奇珍異寶，這讓他大開眼
界，也在澳門留下了四首詩作。其中，《香嶴逢
賈胡》一詩寫道：「不住田園不樹桑，婀娜衣錦
下雲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
這首詩也成了最早的澳門文學及記載澳門中西交
往的歷史文獻。
張培忠認為，該詩全面體現了港澳文學中的海

洋性、商業性、市民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等特
色。 他也吐露，這首詩在廣東文學館建設之初，
就帶來了最強的啟發：廣東文學館既展示廣東文
學，也要展示港澳台僑文學。它是題中應有之
義，不是硬塞。
回到廣東文學館的當下和未來，張培忠直指其

獨特性在於其「三位一體」的建設。即：集廣東
文學館、廣東文學院、作品雜誌社三平台來建設
廣東文學館。文學館當下已收集了嶺南兩千多年
來歷代及現在最好的文學精品，並有主題地集中
展示；廣東文學院也將一並成為文學創作的主力
軍，除了提供較為老牌的雜誌作品發表平台，同
時也是一個集聚資源的平台，需要積極主動融合
更多新思想、新資源，成為文學創作的新發動

機。

計劃三年免費扶持20部作品出版
如何令廣東文學、灣區文學擁有新氣象？張培

忠透露，準備用三年時間徵集港澳作家作品，通
過1年5部以上、3年約20部作品的節奏，培育並
免費出版一批港澳作家的作品。
張培忠還分享了他和香港青年作家葛亮的故

事。他誇讚了葛亮的文學素養和創作特點。他與
葛亮在最初選題時，就有了深層次的交流與探
討。對於港澳有影響力的作家，張培忠表示，接
下來也可以納入廣東省青年作家百人方陣。這意
味着入選的港澳作者不僅能獲名家扶持創作，得
到一定的經費，也能通過自己的協作，一起打通
和構建大灣區文學培育創作的優良體系。後續，
港澳作家作品專刊，香港培訓、采風活動都會一
一落實……張培忠信心滿滿地說，希望廣東文學

館可以從出版、創作，到展覽、宣傳，全方位推
動港澳作家的文學創作。
廣東文學館也在探索建立全球作家駐校制度。
張培忠認為，邀請海外名作家，特別是諾貝爾文
學獎作家，赴大灣區內廣東的高校住校，時間或
從一個月到半年不等，這樣的人文交流，也能讓
全世界的經典文學作品更好地被理解和翻譯。而
中國的故事，也需要從源頭做一些推動，匯聚海
外的優秀筆力更好地認識中國。

文學創作要回到打動普通人
張培忠也想藉機刷新一下外界對主旋律文學創
作的陳見或偏見。他指，反映社會真善美的事
情，本就應該成為社會的一個主旋律。因此，香
港作家不需糾結或迷茫，主旋律的故事並不只是
關於內地的政策和管理等。
他舉例，近期話題很熱的作家李娟，她的散文

集《我的阿勒泰》被改編成影視劇，令大眾對遠
在新疆的阿勒泰產生嚮往。廣東花城出版社早年
慧眼識珠，出版了李娟的許多作品，這也創造了
出版業界的一段佳話。「歸根到底，文學創作還
是要回到普通人，最終能打動普通人的，才是好
作品。」張培忠回到一個讀者的心態說，香港作
家完全可以去寫一些香港普通市民的故事。例
如，在面對生活困境時，一個普通香港人會如何
去克服困難、實現自我成長。去挖掘普通人生活
中的閃光點，也是書寫時代好作品的重要組成。
「成為作家，要有恒心和定力，要有十年磨一

劍寫一部偉大作品、一部好作品的抱負。」張培
忠寄語年輕的創作者們，更呼籲大灣區的青年文
學愛好者積極投身創作，去記錄、看見和書寫大
灣區的這片熱土上形形色色的人物。

香港文學舘今日正式開館，喜迎八方文學之

士，共享香港文學發展新時刻。就在本月1日，集

廣東文學館、廣東美術館、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館

於一體的白鵝潭大灣區藝術中心正式啟用，並向公眾開

放。狀如巨輪的大灣區藝術中心，被民眾稱讚似嶺南文化

精華的「文化巨輪」。 受邀來港參加香港文學舘開館儀式

前夕，廣東省作協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張培忠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專訪時表示，以商貿經濟為主、寸土寸金的香港，迎來了屬

於自己的文學館，這極具代表意義。

他表示，香港文學舘和廣東文學館，

都應成為文學創造的新發動機，成為

新的文學生產力的催生地和孵化

器。

採、攝：香港文匯報
記者胡若璋
廣州報道

近日，「桃花春水白鵝潭——歡迎粵港澳大灣
區作家回家」活動上，廣東文學館召集了來自大
灣區、內蒙古、新疆等地的作家同場交流。
作家禾素從雲南趕來，她說，看到本次主題活

動詞裏的桃花、春水、白鵝潭，立即就想起了唐
代詩人李白寫的《贈汪倫》。 每每念及「桃花潭
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禾素就會想像汪
倫站在岸邊擊節而歌，說着、唱着的場景。 「那
種歡樂的情感濃度，給後人很大的想像力。」走
進廣東文學館，禾素也感受到了文學回家的深情
厚意。「情感的親切，太重要。」禾素說，聽到
對港澳作家的扶持計劃，她也迫不及待做題材挖
掘。
在珠江邊的「文化巨輪」裏談文學創作和發
展，禾素當下就獲得新的創作思路：「今年下半
年開始，我想來一趟大灣區的音樂文化之旅，去
搜集廣東、香港、澳門的一些經典音樂歌曲的創
作故事。」
順着珠江去溯源，講一講大灣區的音樂文學故
事。好故事正在醞釀。

趁着香港文學舘開館來港交流，張
培忠告訴記者，在港期間，他還要去找找類型文
獻，比如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俠小說等。「我們希
望能再建一個單獨的文學館。探索更多元的投入
機制，再在大灣區建一些專題文學館。」他表
示，來到大灣區、對金庸好奇的人士，都能找到
專屬的文化地標。這些「構建」的事情，總要有
人去想多一點，先做一步。
張培忠的作品，也有被改編成電視劇。香港青
年作家葛亮的作品《燕食記》，其影視版權已經
被騰訊買下。 在這人人都談論文化產業重要性
的光景，每個能代表某種文化精粹的名字，也會
被冠以「圖騰」光環。張培忠認為，「圖騰」光
環越多，那個地方就越能被更廣泛地看見。不少
香港人將這看成是「插旗」效應，揮舞影視文娛
大旗，替某地某行業寫下一些神話。「影視創

作，對當前的廣東來說其實還是一個短板，我們
有資源，也能同『橋頭堡』地位的香港一起攜
手，廣東應該成為中國的『好萊塢』。」張培忠
認為，這是一個系統工程，只有政府、企業、專
業人士、文學界和各個層面通力合作，才能真正
把影視文化產業從短板變成潛力板。
要把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人才高地來建設，張培

忠積極呼籲和建言：要整合、培育人才，政策需
要「放水養魚」，除了政府的引領建設，也要能
引入社會資金，只有整個社會對文學有情懷、有
興趣，文學才會更好地走向尋常百姓家。
遠景、願景在前，計劃活動在手，張培忠說，

文學館要長成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就需要有充
分的陽光、雨露。「文學館似主幹，各種活動、
平台和培育便是枝條。」對此，張培忠信心滿
滿。

廣東需引進文學影視改編人才 港澳作家回「家」喜獲創作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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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文學館組織「港澳作家回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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