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大湾区文学的特点之
一是接地气，您的诗歌写作之路就是
从珠三角的工厂开始的，请谈谈当时
的情况？

郑小琼：当时，我毕业后在家里
没工作，有很多朋友在这边打工，在
我最迷茫的时候他们介绍我来广东，
第一站是东莞，所以我的写作是从东
莞开始的。应该说，东莞带给了我很
多困惑，但也带给了我很大的幸运。
因为有很多话要说，然后就找到了阅
读、写作。大湾区对于一个在外来打
工者，有很多机遇，我也是抓住了这
个机遇，成长起来。

羊城晚报：您是外省人，以写作
而论，什么时候才意识到已经成为湾
区（广东）文学的一部分？

郑小琼：这是现在的追溯，但
我在写作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界
限 分 明 的 ，当 时 就 在 那 个 环 境 里
面，写的就是自然而然的身边的环
境，身边的生活，所以它是一种自
然生长。

羊城晚报：随着工作和生活的改
变，写作的题材和体裁有什么变化？

郑小琼：开始的时候，关于乡愁
的抒发可能多一点，后来就写自己在
工厂的生活，再后来离开工厂，主要
是写自己。比如，我多次登白云山，

就写了很多关于白云
山的诗，我觉得也是对
这 种 城 市 的 一 个 致
敬。到编辑部工作以
后，耳濡目染，写作体
裁也从写诗跨界到写
小说。当然，诗歌还要
继续写，诗歌永远是我
的主业。

年来，粤港澳大湾
区文学创作成果日
渐丰硕，屡有作品
被翻译成外文出

版，许多作家也走出去，频频
与国外文学界交流。

4月 26日，羊城晚报岭
南文化传播研究院就这一话
题 ，邀 请 一 批“ 文 学 使
者”——诗人、中国诗歌学会
会长杨克，诗人、《作品》杂志
副总编辑郑小琼，暨南大学
中文系副教授、美国加州大
学戴维斯分校访问学者龙
扬志，作家、中山大学中文
系副教授王威廉，以及美籍
华裔作家刘荒田，作家、美
国耶鲁大学东亚系高级讲
师苏炜，以线上线下的方式
相聚羊城派直播间，畅谈粤
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创作与
海外传播——

羊城晚报：您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学”
这个概念是怎样看的，请结合自己的创作
谈谈？

杨克：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是很明确
的。前几年我在中国作协组织的一次活动
中写了两首诗，《听见花开》写大湾区11个
城市的市花，而在《大湾区的天空》里说大
湾区的飞机场很多，所以大湾区的天空是
最繁忙的天空。在没有提出这个概念之
前，1993 年我就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
组诗《在商品中散步》，开始了城市化、商
业化的写作。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的时
候，香港的一个电视台来给我拍一个节
目，主要就是以我的两首诗《天河城广
场》《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为背景。

为什么我会写《天河城广场》？因为
广州的天河城是一个商场，是全中国第

一个把商场叫作“广场”的地方。《在东莞
遇见一小块稻田》是 2001 年写的，为什么
写这首诗歌呢？东莞原来是农业文明发
达的地方，有水稻、甘蔗，有很多河涌，但
它变成了世界的制造业基地，现在在这个
地方就很难遇到稻田了。这两首诗传播
很广，2002年日本东京大学就为我开过一
个研讨会，20 多个日本的大学教授，只研
讨一首诗，就是《天河城广场》，他们从政
治经济学的角度研讨，认为这意味着诗歌
题材的裂变，写出了中国在从农业文明向
现代商业文明这种进程中的一种变化。

羊城晚报：您的诗歌有不少被翻译到
国外，为什么会选择您？

杨克：第一是运气。20 世纪 90 年代
初，美国诗人大卫·艾诗乐来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教书，他当时就翻译了我三十几首诗，

他翻译得比较准，
因为每首诗都是
经过和我当面谈
后翻译的。当然，
我写的是大湾区
诗歌，但也是中国
的诗歌。

以前的人可能他一辈子就生活在一
种文明背景下，比如农业文明，而我们生
活在四种文明背景下，我们同时经历了农
业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还有现在的
信息时代，我个人的写作主要就是呈现了
我们在当代这种急剧变化时代的变化，所
以我个人觉得我的作品被翻译主要与此
有关，得益于我们国家 40 年来的变化。
除此之外，也有诗歌语言、题材、观念等方面
的变化。

羊城晚报：近 些 年
来，不少大湾区文学作品
被翻译成外文出版，也有
很多作家频频到国外参
加文学交流活动，搭乘火
车奔驰在法兰西的原野
上，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郑小琼：这几年我在
法国、美国、澳大利亚、荷
兰、意大利等地都被翻译
出版了一些诗集，有些人
觉得我为什么这几年突
然一下子在国外出版了
这么多，认为我有神秘的

“配方”。其实，它有偶然
性，也有必然性。我想到
了古代诗人寒山，为什么
他在美国非常有影响？
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东亚
文化认识早期，有一些介
绍了寒山的人，这就是偶
然性。但前提是你必须
写得好，这是必然性。比
如，我很早的时候写博
客、微博，有一天看博客
留言，说他是德国的翻译

家，想把我的诗译到德国
去，还邀请我到那边去交
流……慢慢地，我的诗集
就有德译本。后来，德国
柏林就邀请我去参加他
们的诗歌节，再后来又在
汉堡等一些城市举办了
很多朗诵会。

羊城晚报：您觉得国
外文学界选择您的作品
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郑小琼：我觉得可能
现在外国人都比较想了
解中国，而粤港澳大湾区
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
写的刚好也是当下中国
的经验。

杨克：外 国 人 选 择
中国作家作品的时候，
也有一个辨识度问题，
郑小琼的诗歌写作的辨
识度是很高的，她的写
作里有一种中国的底层
写 作 和 女 性 写 作 的 特
点。当然，作品的质量
是第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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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写出来”到“走出去”

大湾区文学背后
是世界的眼光

羊城晚报：从海外的角度怎么看粤港
澳大湾区文学？

刘荒田：我现在生活的地方也是湾区，
叫旧金山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是我的生长
之地——出生于台山，后来出国在旧金山湾
区生活了大半辈子，晚年退休之后也长期定
居在佛山，这“三山”就是我一辈子的。从青
年到现在，基本没停止过中文写作。写作第
一个功能就是沟通，让人互相了解彼此是怎
样生活、怎样思想的，而人性基本是一样的，
不管是哪一个湾区，文学都会有各自的特色，

作家都需要有一种内在的自觉追求。
龙扬志：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共同的地

域文化传统，因近海之便形成了与传统农
耕文化不同的海洋文化，在参与世界经济、
文化的过程中展示出积极进取的探索精
神，近代以来产生了很多思想、文化精英。
比如，郑观应在澳门完成的《盛世危言》，提
出了不少前瞻性的见解。改革开放40多年
来珠三角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深圳、东莞、佛
山、中山、江门等城市涌现了一大批制造业，
无数外来者在这里书写有关生存与创业的

故事。大湾区这
个文学、审美、想
象的空间里产生
了新的人群、新
的经验、新的生
活，最重要的是一些不被辨识的、无名的经
验成为被书写的对象。大湾区文学理应强
调对未来的关注，顺应文学主题由乡村向城
市转移的历史趋势，既书写一代人在这里的
理想追求，也抒发寻梦者的悲欢离合，呈现
大湾区文学的现代性特质。

“走出去”得益于呈现急剧变化的时代

新的人群、新的经验、新的生活成为被书写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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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您人在美国，所接触的
海外华人作家里有没有与大湾区关
系比较密切的？

刘荒田：到现在为止，在美国的中
国人的主体还是广东人，很多华人作家
也是广东籍的，他们的创作里也有很多
反映了广东的情形。比如，我比较熟悉
的苏炜就是一个，他的作品里体现了东
西方融合性的特点。

羊城晚报：苏炜老师在耶鲁大学
东亚系任教，你教授的主要是中国文
化课吗？

苏炜：在耶鲁大学我就是个中文
老师，包括中国现当代小说选读、华
裔班，还有书法课，都是耶鲁的高级
中文课。5月是美国的亚洲太平洋文
化月，所以半年以前耶鲁大学东亚中
心就找我商量，说要做点跟中国有关

的事情。30年前，我第一次了解到中
国当年的华工以台山、开平、中山这
三个地方的人为主，参与修建美国的
太平洋铁路，这段华工的重要贡献以
前在美国的历史上是被抹掉的，我很
震撼，后来我到哈佛燕京图书馆、纽
约的华人博物馆找了很多材料，当时
就写了一个舞台剧。这个舞台剧后
来改写成清唱剧，叫《铁汉金钉》，
2019 年在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正式
上演了。最近，加州导演周敏还做了
一个叫《回家》的短纪录片，也是记录
当年华工的牺牲情况。这在5月亚太
文化月中变成耶鲁大学一个很重要
的活动，我们在五一那天，会在一个
大阶梯的课室作展演，安排放映和讨
论两个半小时。当年近两万华工基
本都是广东人，所以这个《铁汉金钉》

清唱剧本身用了
很 多 广 东 的 元
素，比如说里面
的苦力号子，都
是用广东话喊唱
的，还有粤语童
谣《月光光》贯穿
了整个清唱剧，
当时演出效果很好，很多华洋观众都
是流着眼泪看完的。

羊城晚报：在您的创作中，大湾
区（广东）占有怎样的分量？

苏炜：我就是一个道地的广州仔，
平时跟广东华人交流都是讲广东话。
1982年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创作出我
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
晨》，写的就是珠三角的渡口，还有两三
部小说都是以广东话为根基的表达。

羊城晚报：
您 来 自 陕 西 ，作
为一个很“北方”
的 作 家 ，觉 得 什
么 是 湾 区 文 学 ？

一定要写湾区才叫湾区文学吗？
王威廉：一个写作者跟他生存的

环境是息息相关的，我这些年的写作
也是一直在变化。举两个例子，一个
是我前年出版了一个科幻色彩的小
说集《野未来》，小说里实际上是跟我
们生活的湾区关系非常密切，有较浓
的岭南特色。广州、深圳是两个距离
特别近的大都市，当我在两个城市之
间穿梭的时候，生理性的震撼特别
大，所以我专门写了一个小说《城市
海蜇》。但我不想把它当作描摹的对
象，我所观察到的广州已经不再是过
去的广州，它是生机勃勃的，鱼龙混
杂的，我不急着去全景式地把握广州
的城市形象，更多的是一点一点地去

反思我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在小
说《父亲的报复》里，我描写了这种状
态，是一个广州的故事。所以，在大
湾区写作，其实获得的是一种恢宏的
视角。我在广州居住的时间差不多
有23年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大湾
区文化的影响深深地印在我的写作
里面。

羊城晚报：您是从本科、硕士一
直读到博士，很多时间在校园里，对
大湾区这样的题材是怎样去获得生
活体验的？

王威廉：中国作家要不断地跟这
个世界发生“摩擦”，要有灵感的收
集。我写小说《你的目光》的时候，就
是去深圳的一条街道开会，跟当地人
聊天，他说当地生产了全球六七成的
眼镜，让我觉得特别惊讶。眼镜本身
也是一种隐喻，它改变了我们看待世
界的方式……然后又了解到眼镜设
计师的职业，有迪拜富豪来订制价格

高昂的眼镜。所以《你的目光》里的
写作完全是打开了一种大湾区的视
野，我觉得大湾区的视野的背后实际
上是世界的眼光。

华为的总部在深圳，微信的总部
在广州，大湾区也是科技应用最前沿
最发达的地区。以前郑小琼在珠三
角打工的时代，工厂里都是流水线手
工作业。现在工厂里都是机器人了，
但也许我们又有了新的焦虑。这是
一种带有某种新的普遍性的城市经
验，对于整个中国的未来来说，可能
它都提供了一些不确定的东西，构成
一种新的城市美学。

杨克：我必须强调一点，以前当
我们谈论广东文学的时候，好像是一
种地方的文学，而且渴望获得北方的
承认。但我们说写大湾区，写的是中
国的文学，写的是世界的文学，它是
当代人类的经验，它不仅仅是湾区，
我也一直是用这样的眼光来写作的。

羊城晚报：王威廉老
师参与了广东省作协组
织的作家大规模外译的
活动的组织。当时选择
作家作品按照什么样的
标准？

王威廉：对，当时我
在广东省作协工作，参与
组织了“当代中国广东文
学国际译丛”这个大项
目。先是俄文，后来又推
出了匈牙利文、意大利
文、英文，我们肯定是力
争想把广东最好的作家
作品译介到全世界，遴选
的过程是很严格的，一个
是要获得至少省级大奖
的作品，然后还有发表的
刊物都是级别很高的国
家级刊物，尤其是要结合
一些湾区的特色。选出
来交给汉学家之后，给予
对方选择权，这是双向选
择的一个过程。

羊城晚报：在“走出
去”的过程中，有什么可
供借鉴的经验教训？

杨克：之前这个活动
我一直都有参与。因为
是作协在组织，所以是出
翻译合集。但国外出版
社喜欢出单个作家的文
集，小说、诗歌、散文都
好。而且他们说，合集如
果涉及移民、打工，或者
粤菜、粤剧，海外的读者
会更感兴趣。

羊城晚报：在写作风
格上，比如小说，现实主
义或现代主义，他们更接
受哪一种？

王威廉：仅就小说而
言，他们更喜欢现代主义
的，然后有一点科幻色
彩，因为现实主义的作品
可能与中国的地方经验
太接近，他们不是特别理

解。据相关研究者说，刘
慈欣的科幻作品现在是
中国作家在国外卖得最
好的。科幻成了一个普
遍性的话题。

羊城晚报：湾区文学
的底子主要是岭南文学、
广东文学，据您观察，这
在海外广东作家中有何
体 现 ？“ 走 出 去 ”怎 么 落
实？

龙扬志：确实，湾区
文学的底子是岭南文学，
港澳文学走过殖民历史、
跨越世纪末回归而进入
特区时代，可以共同分享
的历史文化记忆和现代
经验非常多。在“走出
去”之前，大湾区内部还
可以开展更多的交流，相
对于不同语言之间的交
流，文化区中的互动更易
见成效。

“走出去”本质上是
一 个 交 流 与 传 播 的 问
题。海外华人一直是语
言翻译、文化转译的重要
桥梁，只要写出好作品，
自然不用担心“走出去”
的问题。具体到文学的
翻译，这不是一种强制性
的需要，跟个人趣味、意
识、感受密切相关，而且
个别作家、诗人的作品被
翻译成外文，不代表这个
地区的文学就“走出去”
了，必须创造机会让更多
人参与世界文学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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