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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俊报道：12月
25 日，作为第十八届文博会重要活动
之一的文化数字化成果交流会在深圳
举行，依托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中心
建设的“文化数据流转平台”正式上
线，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本次交
流会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
产业委员会指导，深圳国夏文化数字
科技有限公司主办，久零区块链、久零
维公链协办。

深圳国夏文化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卢苇介绍，本次会议是对国家文
化数字化战略的积极响应，是文化数据
赋能实体企业的研讨会和落地会。

在“文化数字化与国家战略”的专
题探讨中，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
数据产业委员会副主任高凯、中国通
信学会科学普及/区块链专委会委员亓
峰、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
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陈能军和广

州久零区块链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蔡炳
铨，分别从政策学习、学术研究、企业
落地等多层次多维度展开了交流。

此外，在主题为“文化数据产品赋
能实体经济”的探讨中，卢苇及中国东
方文化研究会粤港澳文化发展委员会
会长冯丞疆、牛犊秀董事长林枫等嘉
宾，就如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
文化等应用到各行各业为产业赋能进
行了智慧碰撞。

第十八届文博会文化数字化成果交流会在深举办
“文化数据流转平台”上线

文/羊城晚报记者 郭起
图/羊城晚报记者 王磊

“2022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在深圳举行

风雅颂湾区“花地”绽福田
湾区文化高地精彩纷呈，福田文化强区建设纵深推进

从2020年起，花地文学榜携手鹏城，
共谱时代新篇，今年是第三度花开大湾
区。近年来，深圳勇立文学潮头，勇攀文
学高峰；作为深圳中心区域的福田，三次
主办和协办花地文学榜颁奖典礼盛典。
福田人用文学架起一座先行桥，向“树立
全球视野，打造文学福田”的目标进军。

作为深圳中心城区和城市主客厅、深
圳建设现代城市文明的窗口，首善之区福
田构建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深
圳的文化建设版图上描绘出壮丽的画卷，
谱写了优美的乐章。

福田区深知文化的力量，持续加大文
化建设力度。2005 年，福田区被原文化
部命名为“全国文化先进区”；2013年，福
田区作为广东省唯一代表，成功获得第二
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资
格。根据“加快构建网络健全、结构合
理、发展均衡、运行有效的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创建要求，在实现公共文化服
务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基本性基础
上，创新打造了包括主题文化馆、图书馆
阅读、博物馆等在内的“3传统+3新兴+3
特色+1平台”的十大文化功能区，完善全
域覆盖的三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着力打
造高品质国际化的现代都市文化。切实
保障居民基本文化权益，将福田区建设成
为了高雅文化的殿堂、大众文化的乐土、
传统节日的旺地。2016年福田区被评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是当
时广东省唯一获此殊荣的行政区。

近年来，福田区在坚持公共文化服务
的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基
础上，结合福田城区特征，在全国率先提
出打造都市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展示
范区创新发展“十大行动”，推出了一系
列体现福田改革创新品质的公共文化品
牌，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
的新期待。

目前，福田区在拥有深圳音乐厅、关
山月美术馆、少年宫、中心书城等一大批
现代化的公共文化设施、近 1600 个体育
场、100多个图书馆、1000多个文化团体
的基础上，不断开辟公共文化服务新阵
地，拓展公共文化服务新空间，让文化活
动、文艺演出从传统文化场所中走出来，
走近市民生活场景，盘活公共空间资源，
激活辖区公共文化脉动。近年来，福田区
在公共文化领域不断强化创新服务意识，
前瞻探索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创新发展路径，全力做好“文化惠民”大
文章。

为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推进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福田区以国家首
批、深圳唯一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综合
试点地区为契机，全面实施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化建设，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推
出《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服务》《全民
阅读服务》《文化配送服务》《数字文化服
务》《展览展示设施开放服务》《参观文化
遗产服务》等 15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标准，还制定发布了《街头艺人规范化
管理》《公益电影放映服务》两项具有福
田特色的内部规划。其中《文化馆服务规
范》地方标准于今年9月 29日正式发布，
深圳市文化馆行业由此进入了创新发展
的新阶段。

文化涵养城区文脉，让单纯的生活变
为“诗意的栖居”。

在年均上万场次的文化活动中，福
田区注重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内
容和层级，积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
等、专业、多元”的精准供给。其中，不
仅有由区宣传文化行政部门和公共文
化机构提供的“戏曲进校园”系列活动
——福田区青少年戏曲传承计划、面向
广大市民的“托起梦想”公益培训、区图
书馆开展的公益活动“大家讲坛”“读者
沙龙”；也有由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组
织承办的大型品牌活动：户外古典音乐
节“莲花山草地音乐节”、高雅艺术低票
价工程“福田之夜”、文化名人领衔参与
的重点活动“吕思清·深圳福田国际弦
乐艺术周”“郎朗·深圳福田国际钢琴艺
术节”“福田京剧艺术节”“非遗相声大
会”等；更有得到福田区大力扶持，群众
自发参与、展现风采的“福田公益练歌
房”“深港社区文化交流”等一系列文化
惠民品牌活动，不断激发着辖区的文化
发展动力和创新活力。

斯文种花地，风雅颂湾区。
12月 25日，由羊城晚报报

业集团与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
联合主办、中共深圳市福田区
委宣传部协办的“2022花地文
学榜”年度盛典在深圳市彭年
万丽酒店举行。刘震云获得本
届“年度致敬作家”，陈彦、南
翔、王家新、林岗、许子东、孙频
分获六大门类“年度作家（作
品）”。本次年度盛典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许子东
在香港与盛典现场连线，陈彦
等则在北京通过视频方式参
加，其他嘉宾莅临深圳活动现
场。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羊城
晚 报 社）党委书记、社长杜传
贵，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文艺
处一级调研员胡滨在盛典上致
辞。到场的领导、嘉宾还有广
东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专职
副主席陈昆，中共深圳市福田
区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康京
东，以及深圳报业集团党组书
记、社长丁时照等。他们分别
为各文学门类年度作家（作品）
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杯。各年
度荣誉获得者则深入分享了自
己的创作感受与对大湾区文学
的观察、展望。

“年度短篇小说”《伯爵猫》作
者南翔说：“我虽然出生在广东韶
关，可是两岁就随父亲迁往江西，
1998 年年底由南昌大学调入深圳
大学，有朋友调侃，既然名叫南翔，
终究还是要回来的。我从事文学
创作已经有40多个年头，这40年，
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深圳
度过的，作品的题材与发表也多半
与深圳有关，是深圳这块改革开放
的热土和移民文化，滋养了我持久
的文学热情、人性关怀和审美渴
望。我去年发表的几篇转载率很
高的短篇小说《伯爵猫》《钟表匠》
《凡高和他哥》……都相关深圳地
域文化的观照。”

在南翔看来，是深圳滋养了他
持久的文学热情。深圳以及粤港
澳大湾区不仅仅是中国改革开放
的领头羊，也可以成为当代都市文
学的一扇东风劲吹的窗口。因为
这里城市化程度高，人口流动大，
新移民不断叠加，对信息、知识、法
治、教育和文化的渴求与日俱增。
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与吸纳，无
疑是人性关怀的生发点，现代文明
的推进器和促进文学蓬勃生长的
酵母。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有这
样的先天积累与后天储备。一切
有出息的作家都应该秣马厉兵，勉

力前行，不断捧出无愧于自己、时
代和未来的优秀作品。

同样为深圳这片神奇的土地折
服的还有“年度诗歌”《未来的记
忆》作者王家新。

在王家新看来，湾区是个非
常富有吸引力和召唤性的词。出
生于西北山区的王家新，年轻时
就写过一首《在山的那边》，写的
就是他童年以来对山的那边——
海的向往。

在王家新几十年的创作生涯
中，写过许多与海有关的诗篇。大
概七八年前，他还跟老朋友一起在
深圳海边栈道漫步，“栈道非常美
丽，我还登上高处拍了一张照片，
深圳海湾对面的山林和海面上的
白帆，至今一直是我电脑屏幕上的
背景图。”

王家新说，诗人是在语言中重
塑时空的人，甚至可以说诗人是为
未来而生的人，因为诗是苦难中的
梦想，是希望，是生活的可能性，也
是对当下的审视和召唤。

在王家新看来，诗人应该在更
广阔深远的历史时空下把握自己
的写作，“它不只是时代之子，还应
是文明之子、宇宙之子，还应穿过
全部的历史，把更多的时间经验纳
入到写作中。”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
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
领一个行业的风气，当前深圳正
在打造一个典范，扎实推进文化
强市建设，以丰富的科学精神、人
文精神、艺术精神，涵养城市文化
底蕴，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相匹配的城市文化软
实力。”胡滨在盛典致辞时动情寄
语，“花地文学榜”与深圳气质相
符，“一见如故”。他相信深圳这
片文学的沃土，可以培育出最为
娇艳的文学之花。“新时代、新征
程，呼唤广大文艺工作者，用心、
用情、用功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
代、讴歌新时代。让我们一同立
足深圳，聚焦新时代改革发展的

伟大实践，创作出更多反映‘双区
建设’的动人篇章，让文学之花怒
放在春天的深圳，续写新时代深
圳春天的故事。”

“今年是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
第三次在深圳举办，花地花开鹏
城，期待在诸位重量级作家与各位
领导的加持下，花地能为鹏城增添
一抹亮色、一寄花香、一缕文脉的
荣光，更为文学的星空增添新的光
芒。”杜传贵说。

2022 年是花地文学榜创设的
第九年，九年初心，花地文学榜开
设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
文、文学评论、新锐文学六大门
类，也为读者淘选优秀的文学作
品，为社会探测文化深度，提升精

神文明高度为宗旨，用优秀的文
学作品凝聚社会力量，为国家和
民族积淀文脉。

九年耕种硕果累累，从广州
到 深 圳 ，花 地 文 学 榜 迄 今 已 有
莫言、贾平凹、王蒙、冯骥才、梁
晓 声 、麦 家 等 数 十 位 文 学 名 家
先 后 获 选 花 地 文 学 榜 年 度 作
家。

杜传贵同时表示，九年逐梦
薪火相传，花地注重湾区少年价
值引领，将文学的种子撒进少年
的心里。知名作家走进大中小学
校园，与校园学子面对面交流，
引导青少年爱上阅读，积极投身
创作，为新苗的成长提供优质的
文学土壤。

“2022 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
现场，与会作家结合自身经历，畅
议“湾区文学”。

知名作家陈彦凭借作品《喜剧》
获得“2022 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
小说大奖，他通过网络与现场观众
分享了诸多文学感受。

“书写北方故事的《喜剧》能在
南方的羊城，尤其是在一个崭新概
念的大湾区获得认同肯定，对于
我，是建立文学书写信心的一次增
量。”他说。

陈彦生长和创作于陕西，他
的作品富有浓郁的北方特色。他
认为，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大湾区文学既有鲜明的个
性 ，也 有 与 其 他 地 域 相 同 的 共
性，“岭南文化包含着深厚的本
土文化、中原文化和域外文化因
素，种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
必然创造出与新时代密切相关的
新文化形态。”

感言的最后，陈彦对大湾区文
学表达了无限期待：“我们应该以
更加开放的胸襟拥抱文学创作的多
样性，尤其是在大湾区，文学应该
给我们提供丰富多彩的面貌，展示
出深广而宽阔的大景观。”

“这本书从写到出版，经历了二
十多年的时间。”登上颁奖台，“年
度散文”《漫识手记》作者林岗调侃
这本《漫识手记》原本没有“出生”

的机会，这些个人手记封尘在抽屉
里，是经编辑们不断催促，才把它
们整理出来。

林岗说，几十年来，本土一直热
烈讨论何谓广东文学，“立足岭南
的文学”在 80年代便有作家提起。
彼时，老作家、曾任《羊城晚报》总
编辑的吴有恒曾提出，应有一个岭
南文派。“我想，也可以叫新南方文
学、珠江文派、或者当下流行的粤
派批评，总之是一种地域文学的主
动发声。”在林岗看来，广东文学需
要沉淀下来，寻找自己的新定位；
并在通行语普遍的当下，融入地方
因素，使创作走出一条与前辈作家
不一样的路子。

林岗觉得，来到湾区的都是广
东作家，“大湾区的文学前景，也许
就是将各地文化进行融合沉淀并再
创造的文学前景。”

“年度新锐文学”《以鸟兽之
名》作者孙频在感言中坦言，来自
山 西 的 她 本 是 非 常 典 型 的 北 方
人，小说集《以鸟兽之名》的背景
就是她家乡的山、家乡的河，“对
于我来说，如果不下雪就不叫冬
天 ，如 果 没 看 到 落 叶 就 不 叫 秋
天。”后来，她来到广州生活了几
年，感受到岭南文化和海洋文化
非常迷人，而且是一种非常独特
和有底蕴的地方文化。

在孙频看来，岭南文学表现出

来一种雅俗共赏的面貌。不同于
山西文学的厚重、深刻、苦难感的
特点，岭南文学更为轻质、飘逸，
具有非常浓厚的海洋特色，同时
因地缘优势，岭南文化特别容易
与海外文化进行交流。孙频眼中
的岭南是充满烟火气的地方，她
对粤式文化也非常感兴趣，她还
透露，目前正筹备写一个与海洋
文化有关的作品。“今后的大湾区
文学必将进一步凸显其创新、开
放、包容的特质，并随着粤港澳三
地的交流向纵深发展，创造出全
新的文化景象。”

“年度文学评论”《重读20世纪
中国小说》作者许子东在香港直播
间，通过线上连线的方式与大家分
享了自己的文学感受，妙趣横生的
发言引起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许子东结合自己在香港工作和
生活的经历，与现场观众分享了自
己对大湾区文学的感悟。“大湾区
文学是非常有前途的。广州、香
港、澳门的母语是粤语，语言是文
学的基础，方言的书面化可以成为
非常有利的条件。”

许子东认为，深圳文学不能只
局限于“打工文学”的既定框架当
中，要发挥自己的文化原创力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同时叠加

“新南方写作”等非常有潜力的文
化概念，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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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现场

获奖作家与嘉宾们相聚深圳

让
文
学
之
花
怒
放
在
春
天
的
深
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