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5卷约240万字的《广东文学通
史》正式出版。为此，羊城晚报报业
集团联合广东省作家协会，于6月9
日在羊城创意产业园金羊网演播厅

举办以“走进广东文学通史，展望湾区文学未
来”为主题的“粤派评论”文化沙龙活动。

活动邀请了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
职副主席张培忠，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彭玉平，作家、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
院教授郭小东，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剑
晖，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申霞艳，中山大学中文
系教授陈希，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谭
运长等专家学者，聚谈《广东文学通史》出版的
价值与意义，研讨广东文学乃至湾区文学的特
色与未来——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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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气韵生动的广东文学风貌

6月9日，以“走进广东文学通史，展望湾区文学未来”为主题的“粤派
评论”文化沙龙在羊城创意产业园金羊网演播厅举办，七位专家学者由
《广东文学通史》的出版热议广东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陈晓楠

申霞艳：编撰《广东文学
通史》的缘起是什么？

张培忠：今年是广东省作
协成立 70 周年，应该有一部
通史来呈现广东文学的成
就。编撰这部通史是学术的
需要、事业的需要，也是时代
的需要。另外，广东文学馆正
在建设，这是新时代标志性的
文化工程，我们必须为文学馆
的展陈提供理论支撑。应该
说，文学通史的编撰是天时地
利人和多因素共同推动的结
果。这部通史的体例规模很
庞大，分为古代卷、近代卷、现
代卷、当代卷（上）、当代卷
（下），共 5 卷，约 240 万字。
全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
要论述为指导，做到有新的史
料的发现、新的观念的阐释、
新的体系的建构，努力成为一
部集大成、标志性的有信息含
量、有思想容量、有情感力量
的通史力作。

申霞艳：在梳理广东文学
史料的过程中，有哪些新的发
现和难题？

彭玉平：我既是全书的
执行主编之一，也负责古代
卷的编撰。 2200 多年的广
东文学通史，大概有 2000 年
在我负责的这本书里面，所
以时间跨度特别长，这是第
一个难点。

第二个难点，古代卷到了
最后，广东从一个文学欠发达
的地区，慢慢地接受其他地域
文学的影响，到慢慢形成自己
独具一格的文化，到最后反而
影响到其他区域的文化，这个
变化在古代这一卷都要有所
体现。

所以这一卷面临的挑战
非常多，如果把遇到的难题再
具体化一点，那么我们可以看
出在明代之前，广东文学基本
上是处于接受外来文学的影
响的一个过程。像唐代的韩
愈、刘禹锡，宋代的苏轼、杨万
里都到过广东，他们去了别的
地方可能是锦上添花，但是他
们来了广东，对当地文化来说
那是雪中送炭。

所以处理这种本土文化
跟外来文化的关系，也是挺费
心思的一件事情。在编古代
卷的过程中，我们编撰组也逐
渐提炼出了一些规律，比如在
明代之前，广东文学对外来文
学的“受容”是一个主要的特
征；到了明代，本地文化对外
来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包容”
的状态。明代以后，这种文化
合流就如水乳交融般，达到

“兼容”的境界。所以，广东文

化从受容、包容到兼容，这在
古代卷体现得非常明显。

到了明末清初，广东文化
完完全全是以本土的作家为主
了，外来的作家不再占有主角
的位置。广东本土的文学跟外
地文学的交流一直在继续，但
这个时候的广东本土文学呈
现出比较大的优势。到了近
代，这种优势对于广东之外的
江南、中原甚至北方一带，就
产生了一种反向的作用。

所以广东文学的发展过
程，如果用一个文学性的语
言 来 概 括 ，就 叫“ 苦 尽 甘
来”。尤其到了近代，广东文
学是中国走在最前面的文
学，是醒悟得最早的文学，也
是对于传统文学革新来得最
猛烈的文学，从而也影响到
国内其他地区。

陈希：我负责主编现代
卷，具体是 1915 年到 1949 年
这 30多年的广东文学发展历
史。我们这一段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它涉及中西交融贯通
的问题，对象比较复杂。全
国的现代文学都是这样一个
背景，但广东又有自己的特
色：广东的新文学发生得比
较晚，和全国相比的话，它要
晚三四年时间。原因之一是
广东的旧体诗词旧文学，以
及戏曲乐曲等俗文学的根基
比较深厚，也有很广泛的基
础。和北方不一样，广东文
学不存在新旧对立、雅俗断裂
的态势，而是一种新旧交融、
雅俗互动的态势。

在写作的两年时间里，发
现了很多新的材料，比如说作
家许地山，我们考证他是广东
揭阳籍的作家，小学、中学时
代在广东，很多作品也是以广
东为背景。他对粤讴做了研
究，还创作了粤剧。这样一些
新的史料发现，都写进了这部
《广东文学通史》里。

陈剑晖：我负责主编的是
第五卷，分为新时期的广东文
学（1977-1991）、世纪之交的
广东文学（1992-2012）、新时
代的广东文学（2012-2022）。
新时期文学的主题，主要是反
思“文革”、反映改革开放；世
纪之交文学风气又有一变，这
个时候广东文学也发生了很
大变化，新都市文学得到比较
大的发展，打工文学在全国影
响很大；新时代文学，广东出
现了葛亮、蔡东、陈继明这样
一批代表性的作家，新一代作
家在逐渐成长起来。理论上
也有很大的开拓，从粤派批评
到湾区批评，有大量的文学作
品和文学理论、文章和著作来
支撑。

申霞艳：在整部通史的
编撰过程中，有哪些作家和
作品是最激动人心的？

彭玉平：古代卷中，如
果讲到本土文学，张九龄是
值得大书特书的。张九龄
的诗文主要是应制诗，应制
诗其实不大好写，但张九龄
完成得很好。另外，苏轼、
刘禹锡、韩愈，这些都是一
流的文学家，这些名家在来
广东之前或者离开广东之
后，虽然也有创作，但他们
在广东留下的作品可能是
一生当中最刻骨铭心的。
比如，苏轼晚年在海南被赦
免了，从海南渡过琼州海峡
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诗
中有这么两句：“九死南荒
吾 不 恨 ，兹 游 奇 绝 冠 平
生。”广东给他的影响可能
是革命性的。

所以我们说对于外来
文化，很多犯了错误的被贬
谪来了广东，但是广东给了
他们最大的温暖，给了他们
最好的创作的空间，也给了
他们提升自己人格境界和
文学境界的大好机会。

陈希：我负责的现代卷
涉及的作家大概有 160 多
位，其中有4位作家是列专
章来论述的。一是象征主
义先驱李金发，二是中西文
化交流的“双向哥伦布”梁
宗岱，三是开启新的战争美
学叙事的丘东平，四是“粤
味小说”创作代表黄谷柳。
他们都是广东文学的骄傲。

陈剑晖：当代两卷入选
作家有几方面的考量，一
是经典性，一是独特性，
再一个是地方性。列专章
的 作 家 包 括 欧 阳 山 、秦
牧、陈残云、陈国凯、章以
武 、刘 斯 奋 、邓 一 光 等
人。像秦牧的散文，的确
是在南方的文学地理和文
学 精 神 的 熏 陶 中 写 出 来
的，他的作品特别讲究辩
证法，而且当时他的《艺
海拾贝》首印就四五十万
册，然后一版再版累计印
数差不多 70 多万册，那是
很了不起的一个数字。又
如地方特色的作家代表章
以武，主要评论他的《雅
马哈鱼档》所体现出来的
南方市民精神和市民生活
的多元性。

申霞艳：通过文学史的
梳理，对于广东文学乃至湾
区文学的发展有怎样的观
察和期待？

郭小东：广东文学的未
来于我而言是一个很难预
测的命题。但我注意到近

十年来广东文学呈现出两
个倾向：一是写一种很平淡
的市井生活，然后从这种
生活里去想象粤港澳大湾
区的生活方式，用自然主
义 的 方 式 把 两 者 勾 连 起
来 。 比 如 吴 君 的《同 乐
街》，魏微的《烟霞里》，葛
亮的《燕食记》。

另一个倾向就是以祠
堂为中心写家族的小说，
这个源头应该和欧阳山、
陈残云等人 的 创 作 有 关
联。欧阳山的《三家巷》
实 际 上 就 是 一 部 家 族 小
说，现在郑钟海的三卷本
长篇小说《潮汕烟雨》、厚
圃创作的《拖神》，还有陈
继明的《平安批》，这些作
品 也 都 是 以 祠 堂 或 庙 会
这种广东民俗的元素构筑
长篇小说。

胡适曾经说过，家族史
就是文明史的一个切口，写
出了家族史的变迁，实际上
就是写出旧文明和新文明
的冲突，同时也是新文明的
一种建树。

谭运长：我认为从文学
性的层面而言，是没有地方
性的。比如萧殷，他是广东
河源人，但曾经在北京工
作，后来又回到广东作协，
他是属于哪里的？从评论
的角度来讲，作家创作的
作品，素材和语言都可以
是地方的，但他要通过创
作实现的目标方向不一定
是地方性的。广东先贤屈
大均也曾说过：“不出乎广
东之内，而有以见夫广东
之外。”所以我们要有超越
地方性的思维，突破地方史
志的观念，揭示文学的基本
规律。

彭玉平：《广东文学通
史》主要是对既往的和当下
的文学进行总结，梳理历
史，更重要的是探索文学发
生、发展的规律，我觉得它
的第一个价值就在这里。
第二个就是鉴古知今，粤港
澳大湾区是世界级的湾区，
世界级的湾区不仅仅要有
世界级的金融业、制造业，
也要有世界级的文学。

我们编撰广东文学通
史，就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曾
经生发了怎样的文学，那么
这些文学哪些在新的时代
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哪些
可能是作为一种历史的遗
存让我们来追忆？所以，这
套《广东文学通史》，确确
实实对于推进湾区未来文
学的建设，它的力量应该是
比较大的。

陈希：文学史就是一个功
劳簿，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现
象，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第
二，它也是一个质检单，文学作
品写得怎么样，在文学史上我
们要进行价值判断；第三，它是
精神的启示录，就像刚才讲到
的梁宗岱，他身上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对于大湾区的人文
建设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现在有人提倡“新南方写
作”，其实早在20世纪 40年代
广东已出现华南作家群，《广东
文学通史》就突出论述他们的
崛起，包括他们的叙事话语、题
材、审美风格等。如他们的战
争叙事跟北方作家不同，具有
很强的抒情性，他们不写高大
上的英雄形象，而是写平凡的
人，写市井生活，转向人物内心
去探究战争的影响，对战争的
挖掘是非常深刻的。在抗战后
期，广东有重要的四部叙事长
诗，在文学史上是被“遗忘”
的，《广东文学通史》就把这些
作品发掘出来，进行阐发。

陈剑晖：我们在通史的第
五卷专门列了一节：从粤派批
评到湾区批评。粤派批评现在
在全国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
了，现在我们编《广东文学通
史》，回过头来看，发现我们批
评的视野、格局都还有待提高。

未来湾区批评怎么做，这
个问题我也没有很成熟的思
考，总体来说要抓住几点：

第一，要以大湾区文学作
为平台，眼光更加开阔一些，视
野更加大一些。我们的批评要
有一种现代性的品格，跟时代
同频共振，扎根于具体的作家、
作品和生活。

第二，要把重点放在构建
中国的叙事体系和广东的叙事
体系，这方面有很多的材料可
供选择和评判。

第三，广东文学批评要融
进文学批评的共同体，不能满
足于闭门造车，研究眼前这一
点小东西，要把批评的眼光放
到全国，甚至放到世界，放到整
个学术前沿来思考一些问题。

张培忠：广东要立足本土，
要面向世界，这是广东作协和
广东文学应该有的格局和视
野。我们要立足于广东现代化
的建设，推出更多的精品力
作。特别是面向大湾区，为广
大的读者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供
给。这都是接下来广东作协和
广东作家今后的使命和任务。

第一，要持续不断地打造精
品力作。整合资源，着重实施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组织
创作“新版《人世间》”，浓墨重
彩书写广东创业故事。

第二，文学创作、文学研究
和文学服务都要久久为功，打
造文学粤军，尤其要重视对青

年作家和青年批评家的培养。
第三，要优化文学生产、文

学创作以及文学向周边延伸的
体制、机制。从原创抓起，然后
改编影视作品，通过文学创作
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实现
真正的文学振兴和文化繁荣，让
广东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

彭玉平：我在编《广东文学
通史》古代卷的时候，深深地感
受到广东或者岭南这个区域的
人们特别有胸怀、有耐心，他们
愿意一点一点地积累。所以古
代的广东文学一直到明代或者
明代之前，都处于一种日积月
累，不断量变的状态，然后到了
明代就发生了质变，这说明广东
文学有足够的耐心和韧劲，才迎
来了明清广东文学的一个高峰。

在新的时代，广东文学当
然要继续发扬这样的一种精
神。文学被很多人看作是不及
物的，其实一时代的文学对一
时代的政治，对一时代的社会
和文化的建设所产生的作用是
不可低估的。所以我们既要有
使命感和责任感，又要有一定
的紧迫感，对于湾区的文学要
有强大的参与性，要有强大的
建设性，也要有强大的责任
感。要有更高的站位，更高的
文化视野，更高的学术胸襟，才
能把湾区的文学创作、文学研
究，包括一些理论的建设，推进
到一个新的水平。

郭小东：《广东文学通史》的
出版对广东作家，特别是广东的
外来作家特别重要，对作家和读
者来说它是一份文学告知书。
作为一个作家，他应该具备一种
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的修养。
通史中关于一个时代转折时期，
尤其是对这些时期文学变动、文
学思潮、不同文学时期的比较及
冲突的阐述和评价，可能会使文
学创作得到某种启发。

陈希：广东文学的现代性，
不是一个均衡的、同质化的过
程，而是一个差异性的、充满了
个性的活动。广东的现代文学
就明显体现出它特有的发展路
径、叙事话语和审美风格，这是
我感受最深的一点。第二，现
代性文学不仅仅体现在语言和
形式等外在的因素，更为重要
的是其内在本质的东西，所以
在现代卷做了一个新的尝试，
把一切具有现代性的文学作品
都纳入其中，比如旧体诗词、戏
曲、俗文学等，因为这些旧文学
以旧含新，在新时代被激活了，
也显示出它的现代性。如此一
来，我们把现代性整合在一起，
展现出气韵生动、元气淋漓、很
有个性的广东文学风貌。

谭运长：文学有地方性，但
是文学性没有地方性。期待未来
的湾区文学能够大胆创新、积极
探索，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局面，领中国文学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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