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3 日上午，“2023 花地
文学榜”系列活动第六场在深圳
图书馆南书房举行。年度诗歌
得主、《黄灿然的诗》作者黄灿
然，与读者朋友分享他的诗歌创
作与解读。

此次获得花地文学榜年度诗
歌的《黄灿然的诗》收录作者1990
年以来，各个重要创作时期的代表
性作品、自我认可度较高的作品
180 余首，包含“冥想集（1985—
1997）”“灵魂集（1998—2005）”“奇
迹 集（2006—2008）”“ 发 现 集
（2009—2014）”“ 洞 背 集（2014—
2016）”五个部分及一首序诗。

在分享会开场，黄灿然说，
诗的文字就像音乐的乐谱，由不
同的人“演奏”会有不同的调
性。他开始缓缓朗读他于 1986
年写的诗歌《泉州》，并分享其背
后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心得。

“初学诗的时候，我们都要学
技巧、磨炼自己的技艺。但诗歌创
作到底是技巧重要，还是真实的感
受重要？”黄灿然抛出这一问题。
他说，《泉州》这首诗一直被他埋
没，这与当年创作时的氛围有关。
初写诗的他面临这一问题：你写的
诗是自己的诗，但当下的潮流要求
你写别的东西。那怎么办？“这时
更不要把自己的诗扔掉。”他说。

1992 年，黄灿然患了抑郁
症。他写下饱含人生酸甜苦辣
的诗歌，收录在“冥想集（1985—
1997）”中。

“诗人总是叩问自己的使
命，为何写诗？现实中昂首阔步
的人实际上就是在向现实低头，
而诗人的低头，是为了向自己的
胸坎承认他与众不同。”借用其
诗歌《游泳池畔的冥想》选段内
容，黄灿然说。

创作“奇迹集（2006-2009）”
时，他的抑郁症一直没好，身体
很脆弱，后来渐渐恢复。“‘奇迹
集’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
界。我看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写
作时完全不受我原来对诗歌的
认识、诗歌语言技巧所控制。”
在写《高楼吟》时，他说，高楼大
厦对我来说就像生命。

从 2014 年到 2016 年，黄灿
然从香港搬到深圳的洞背村，写
下了富含现代“山水诗”的“洞背
集”。“我是在乡村长大的。在洞
背村我完成了三个循环的‘圆
圈’，我从50岁回到了童年，从城
市回到乡村，以及诗歌技巧、技
术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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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间开始写作都不迟

系列活动 3

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年度诗歌得主黄灿然：

诗人低头是为了向自己的胸坎
承认他与众不同

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年度长篇小说”得主林白：

林白
羊城晚报记者 王磊 摄

黄灿然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周嘉宁表示，从严格意义上说她已经过了青年时期，
此次获奖鼓励她在写作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学徒心态。

“《浪的景观》写了将近 4 年，我非常感谢小说主人
公们陪伴我度过这 4 年时光。我花费了很多时间在描
述和记录各种形态的‘浪’，但是
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的主人
公已经坐上了皮划艇，划到了河
的对岸。”

持续写作的动力是什么？对
于这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周嘉
宁表示，并不是别的东西在维持
着她的写作，而是写作始终在给
她提供动力。“写作，让我得以维
持我的日常生活，也让我不断在
现实和虚构的世界之间，一再构
建各种各样的通道。”周嘉宁说。

年度新锐《浪的景观》作者周嘉宁：

写作给我提供了生活的动力

2023花地文学榜暨十周年盛典在深圳举行

文学何用？
十年作答

南国冬日繁花似锦，华语文学圈又迎
来了一年一度的盛事——花地文学榜揭
晓暨盛典活动。

12月3日，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与中
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2023花地
文学榜暨十周年盛典在深圳市宝安区新
桥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林白、张惠雯、黄
灿然、肖复兴、孟繁华、周嘉宁分获2023
花地文学榜六大门类年度作家（作品）。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
处书记邱华栋祝贺羊城晚报花地文学榜创
设十周年。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
员陈莉丽，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
社长杜传贵，党委副书记、总编辑林海利，

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
培忠，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
金海，深圳市作协副主席吴君，深圳出版
集团党委副书记邱刚等领导，以及香港作
家联会会长、香港文学馆馆长潘耀明，中
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
长杨克，海南大学教授徐敬亚，2020花地
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得主邓一光，深圳大
学教授、2022 花地文学榜年度短篇小说
得主南翔等嘉宾出席了本次盛典。

到场的领导、嘉宾分别为各文学门类
年度作家（作品）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获
奖作家分享了他们的获奖感言和各自的
文学创作感受。

年度荣誉获得者分享感言：

打造文学高地
凝聚文学力量

统筹/邓琼 吴小攀 李天军 孙磊 朱绍杰
文/黄宙辉 林园 周欣怡 文艺 陈晓楠

沈婷婷 梁善茵
图/林桂炎 梁喻 王磊 曾育文 刘颖颖

“2023 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上，六大领域入围榜
单在大屏幕上依次播映，共同见证华语文学圈过去一
年的丰硕收获。

随着年度得主作家、作品逐一揭晓，评委会一一给
予致敬辞，得主作家走上领奖台，从颁奖嘉宾手中接过
奖杯和证书。在发表感言时，几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
谈到《羊城晚报》、花地文学榜在文坛的影响力，由衷地
感谢花地这片文学沃土所给予的力量，还从自身的文
学经历出发，畅想新时代文学的未来和可能。

“羊城晚报在岭南地区深有影响，在我早年心目中，
花地便是文学高地。我们北流人讲粤语、吃粤菜，小时候
唱的是同样的粤语童谣，使用的是同样的粤语语法，我们
在同样的气候走进同样的骑楼。广州一直是我心目中乃
至岭南人心目中的文化中心。”林白感慨道。

在林白看来，《北流》是一部时间之书，从时间中走
来，凝聚了过去和现在，共同的“此刻”。此刻，北流河
正在不舍昼夜汇入珠江、流向大海，如此吉祥，如此充
满生命力量。“我的作品获得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
这一殊荣，使我和岭南有了更加光荣而清晰的联系。
我在普通话的语境里，找到了《北流》，找到了自己的
文化中心，找到了自己的时间。”林白说。

年度长篇小说《北流》作者林白：

花地很早就是我心中的文学高地

“此次获奖我感到十分荣幸和感动，《蓝色时代》作
为我的自选集，是把过去 20 年里不同时期写的不同题
材、不同风格的作品精选到一起。”张惠雯表示，“在将
近 20 年的写作生涯里，我专注于短篇小说的写作，并
且坚持以母语写作。”

张惠雯说：“旅居海外多年，用母语来写作，可能会
感到孤独，也可能会离当地的市场和写作现场相对较
远，但是它给予我一种莫大的幸福感。”张惠雯表示，
母语就像是可以随身携带的祖国故乡和童年，这是一
种非常奇特的幸福感，随心所欲而又适得其所。为了
这样的幸福感，她会坚持写下去。

年度短篇小说《蓝色时代》作者张惠雯：

用母语写作给予我莫大的幸福感

黄灿然分享了近期他对诗歌创作的思考。他认为，
人是观念的产物，但诗不是。人从小就被灌输观念，而诗
歌是用灵感浇灌而成的。

黄灿然在创作“奇迹集”时，已经写了 21 年的诗，他
第一次感到一种持续长时间的、“如有神助”的状态。

当多年病体康复，他走在香港的街头，看到街道边
的商店、招牌、高楼大厦都觉得是有生命的。“在写东
西的时候，我甚至难以相信自己能写出这样的诗，但汹
涌而来的灵感，让我的笔不间断地流出这些句子。”

年度诗歌《黄灿然的诗》作者黄灿然：

诗歌是用灵感浇灌而成的

肖复兴从一段往事回忆了自己的写作之路。52 年
前，肖复兴把自己写的 10 篇散文寄给叶圣陶的长子叶
至善，叶至善陆陆续续把这 10 篇散文修改之后寄还给
了肖复兴。

“他的修改不是一般的修改，是逐字逐句的修改，
其中有一篇，因为改动得特别大，他怕我看不太清楚，
就重新抄改了一遍寄给了我。所以，那个冬天对于我
是非常温暖的冬天。”肖复兴表示，之所以在今天这样
隆重的盛典现场回忆起了这桩往事，是因为如果没有
叶先生这样细致、耐心的帮助、鼓励、扶持，就没有自
己今天写作的结果。

他动容地说：“我从那天一直走到今天，在文学的
小路上得到了无数像叶至善先生这样的前辈、编辑朋
友们的帮助、鼓励和支持。他们的名字隐在作者的背
后，像风看不见，却吹动了作者的情绪。感谢《羊城晚
报》，感谢花地文学榜，同时要感谢所有支持过我的前
辈、朋友，以及读者朋友们。”

年度散文《燕都百记》作者肖复兴：

那个温暖的冬天支持我走到现在

站在年度盛典的舞台上，他以饱含深情的语言感谢
《羊城晚报》和花地文学榜授予的荣誉。“我的内心充满感
激之情，也深感荣幸，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励。”

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他认为文学评论工作是以文
学评论的方式总结作家朋友的内心，交流和呈现对世界
的多元观点，能时刻唤起他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思考。

“算力已成为科技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打造出
的科技史文化正如日中天。”他指出，文学评论对文学
创作的算力“力不从心”，而这成为了当代文学中较为
尴尬的问题。他期待且坚信，该种状况能够被扭转和
改变，文学评论与读者的愉悦相遇终会到来。

年度文学评论《散文的气质》作者孟繁华：

文学评论与读者的愉悦相遇终会到来

获奖作家合影

引领时代风气，
文学榜影响力日增

满天星光，繁花朵朵。沉浸式
互动表演《芽》拉开盛典序幕，在光
影舞动间，从萌芽到绽放，生动演
绎了“花地文学榜”十年的历程。

2013 年，《羊城晚报》正式创
设花地文学榜。每年的花地文学
榜榜单，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
散文、诗歌、文学评论、新锐文学六
大类。评选过程是基于 60 位作
家、学者组成的权威评审团，经由
提名、初评、复评、终评等环节，六
大门类各产生一位年度作家（作
品）。

十年来，花地文学榜为读者淘
选优秀文学作品，为社会探测文化
深度、提升精神文明高度，催生文
学硕果累累。迄今，已有包括莫
言、王蒙、贾平凹、冯骥才、严歌苓、
迟子建、麦家、毕飞宇、李敬泽、金
宇澄、格非、韩少功、苏童、叶兆言、
王跃文、笛安、刘震云、林岗等数十
位文学名家先后获得花地文学榜
的年度作家（作品）荣誉。

这些作家作品，如同盛典现场
舞者手中的灯盏，点亮生活，赋予
日常以诗意和温暖，影响着千千万
万的人。随着花地文学榜的影响
力与日俱增，含金量得到业界及社
会的广泛认可。

近日传出消息，青年作家班
宇、王苏辛因曾分别于 2019 年、
2022 年入围花地文学榜，达到了
武汉市文联属下事业单位的专项
招聘条件，进入拟聘用公示。

今年，经过2023花地文学榜组
委会公正、专业的遴选，结合网络投
票情况，最终，林白的《北流》获“年
度长篇小说”，张惠雯的《蓝色时代》
获“年度短篇小说”，黄灿然的《黄灿
然的诗》获“年度诗歌”，肖复兴的
《燕都百记》获“年度散文”，孟繁华
的《散文的气质》获“年度文学评
论”，周嘉宁的《浪的景观》获“年度
新锐文学”。

四度花开鹏城，
共浇湾区文学之花

“林白老师好酷，我超喜欢您
的作品！”“黄灿然老师，我是您的
忠实粉丝。”“孟老师，您好，可以给
我签个名吗？”……活动现场，仿佛
文学名家跟读者粉丝的大型见面
会。

十年前萌芽于珠江之畔的花
地文学榜，始终沿着团结作者、为
读者服务的道路前进，与广州、深
圳、东莞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共同
成长，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增添一份
温暖的人文底色。尤其是从 2020
年起，花地文学榜携手鹏城，共谱
新时代新篇。今年是花地文学榜

第四度花开鹏城。
陈金海致辞表示，花地文学榜

这一闻名全国的文化盛事来到深
圳后，以温润且有力量的品牌形象
扎根成长，增添了深圳的书香气
质。落地深圳四年，这片文学“花
地”已结出硕果，如“花地新苗”在
这里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2023 花地文学榜以创办十周
年为策划热点，以“1+N+1”的组合
形式策划年度系列活动，并以深圳
为起点，为大湾区培养新生代青年
文学创作者。借此盛事邀请最具
创作活力与实力的华语文学名家
齐聚鹏城，一同开启湾区文学的未
来想象。

杜传贵在致辞中表示，花地文
学榜的十年，是大家共同托举文学
的十年；是与时代同行的十年，更
是文学与人民双向奔赴的十年。

“文学何用？十年作答。我们
坚信，今天文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
守望和持正力量，是社会的‘压舱
石’。作为根植岭南的文化大报，
羊城晚报秉承初心，持守开新立势
的创新精神、始终不变的人民情
怀、独特的岭南文化韵味，这种信
念也是我们坚持求新、求融、求变
的重要动力。”杜传贵表示，羊城晚
报将继续立足湾区、放眼世界，成
为新时代文学不断向上攀登的长
梯。

盛典现场，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和深圳市委宣传部联合发布了“湾
区青年文学培育计划”，旨在服务
大湾区青年文学培育孵化，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青年文学创作和传播
阵地。嘉宾、领导们一同上台为该
计划启动亮灯。

榜单创设十载，
助力当代文学发展

花地文学榜十周年之际，诸多
嘉宾学者纷纷送来祝福。

邱华栋热烈祝贺《羊城晚报》
花地文学榜创设十周年。他说，这
十年来，花地文学榜上榜的作家可
谓名家、大家云集，同时也奖励了
很多新人。花地文学榜大力推动
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它立足
广东、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在《羊城
晚报》的支撑下，一定会越办越好，
如南国之花，开得美丽灿烂。

张培忠表示，这十年也是新时
代文学的十年，花地文学榜记录了
这十年的文学发展历程，意义非
凡。“文学何用？十年作答；培根铸
魂，精神炬火。期待花地文学榜在
下一个十年越办越好！”

在潘耀明看来，《羊城晚报》副
刊刊登了不少海内外名家作品，是
大湾区的文化品牌。“希望未来可
以加强合作，把大湾区的这一文学
园地做得更大、更有声势。”

“文种花地，种了十年，结出诸

多硕果。一个文学榜能做十年，充
分说明它的文化价值。”杨克表示，
花地文学榜不仅带动了广东文学
的发展，更是一种宽广的视野，对
人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

“‘文学榜’相当于一双暗中的
眼睛，注视着文学的生长；也像一
只无形的手，在背后推动着文学的
发展和变化。”徐敬亚希望花地文
学榜可以一直办下去，“二十年后，
我们再来祝贺花地文学榜。”

点亮日常生活
共享新时代文学荣光

今年是花地文学榜创办十周
年，原创文学视频《十年作答》于
11月 27日在羊城晚报全媒体矩阵
传播平台重磅上线，讲述文学名
家、普通读者与文学同行十载的故
事，引燃全网。

盛典现场特别设置了“文学与
生活”主题对话环节，上述视频中
受访的“外卖诗人”吴荣强（佛山）、
优秀阅读推广人韩湛宁（深圳）、科
幻作家分形橙子（广州），与 2023
花地文学榜年度散文得主肖复兴、
年度短篇小说得主张惠雯一道，畅
谈文学与时代、与大众生活的联系
等诸多话题。

他们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
人生阅历，对于文学与生活的联
系，有着各自不同的体悟和见解。
肖复兴认为，生活是创作唯一的源
泉，没有生活谁也写不出好作品。

张慧雯认为，文学来自生活，
同时也高于生活，是艺术化的产
物。在一般人的认知里，科幻小说
是最不接地气的创作类别，但分形
橙子认为，作品只有跟人的心灵产
生连接，才能打动人心。

在从事外卖工作之余坚持诗
歌创作的吴荣强认为，诗歌其实就
是生活的截面，能把生活的小片
断、小故事连起来分享给更多人。

“生活给予文学以灵感，文学也滋
养着我们的生活。”吴荣强感慨。
韩湛宁表示，文学支撑着他跟世界
打交道的方式，也是生活重要的

“压舱石”。
12月 1日-3日，肖复兴、张惠

雯、周嘉宁、孟繁华、林白、黄灿然
分别在广州钟书阁（永庆坊店）、南
方科技大学、深圳宝安区清平实验
学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
书城·宝安城、深圳图书馆等地举
办主题分享会和文学交流会。

本届花地文学榜各系列活动
通过羊城派客户端、羊城晚报官方
视频号、羊城晚报官方微博、抖音
及快手等平台进行网络直播，与全
球读者共同见证颁奖盛况，分享获
奖作家（作品）的荣光。

花开十载，潮涌湾区，“花地文
学榜”这张亮丽的岭南文化名片将
迈上新征程，走向世界。

林白第一次来深圳是 30 多
年前，那次，她专程在晚上找了
一个地方蹦迪；她不希望在演讲
中分享自己的作品，更希望读者
亲自去读……

12 月 3 日上午，“2023 花地
文学榜”系列活动第五场在深圳
书城·宝安城举办，“年度长篇小
说”得主林白带来一场“不走寻
常路”的分享。

满头银发的她身着黑色紧身
衣和工装裤、高帮帆布鞋，背着黑
色大双肩包进了场。讲到激动
处，她甚至戴上墨镜、站起来与读
者交流，有问必答，言无不尽。

深圳初印象“很刺激”

“我是第一次做读者分享，
我也没有讲稿，不过我会很轻松
地 度 过 这 个 靠 谱 的 一 小 时 的
……”正式分享前，林白跟随行
记者交流时这样说。一个小时
的分享会下来，证明她的这个

“预告”并非客套。
这场分享会，以“容器里川

流不息的生活”为主题。一开
场，林白谈及深圳印象。

她提到，自己第一次来深圳，
大约是在1988年。当时，她任职
于广西电影制片厂。作为一部电
影的主创人员之一，她和同事一
同来广深两地学习交流。当时的
深圳并不繁华，林白说为了体验
夜生活，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处
地方，“体验了五光十色的蹦迪”。

此后，一行人还去了香蜜湖。
她记得当时有一个“躺在地上看的
180°的屏幕”，屏幕上的星空、星
云宛若眼前，这让她觉得，深圳真
是一个“很刺激的地方”。

谈完自己对深圳的初印象
后，林白的主题演讲“戛然而
止”。她说，不希望在这里讲自
己的作品，希望读者自己去看。
她起身，笑言自己久坐会腰疼，
干脆站起来与读者交流。

这时的演讲台下，已有多位
读者齐刷刷举起了手。

“我们很多人都是写作爱好
者，我自己也是好多年前、还在
老家打工时就开始读您的书。”

“我好多年前创业注册了一
家公司，公司名称就用了您的作
品《万物花开》名字……想请您说
说，您觉得文学的意义是什么？”

“我爱人老家就是北流，我
曾骑着摩托车穿行在那里。我
20岁时想写作，但生活里一直都
是柴米油盐，一直到现在快40岁
了还觉得没时间……”

现场读者发言踊跃，许多写
作爱好者慕名而来。一位观众
告诉林白，今天举办分享会的书
城所在的深圳宝安区新桥街道，
就住着四位中国作协会员，林白
啧啧称奇：“宝安区真的是文学
气氛很浓郁、很牛的一个地方。”

写作之于她是“天堂”

在读者踊跃的提问中，林白
一边回答问题，一边说起了她对
文学的理解以及对自己创作历
程的回顾。

回答读者关于“生活里都是
柴米油盐，没时间写作”的困惑
时，林白笃定地表示：“任何时间
开始写作都不迟，60岁也可以。”
回答“文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时，林白表示，作为写作者，她觉
得文学“相当于天堂一样的地
方，可以将外界所有不如意都屏
蔽，进入另一个层次的空间”。

对普通人而言，林白觉得：
“阅读可以帮人们找到更广阔的
生活。在阅读中有感动、有沉
思，可以打开自己的内心。哪怕
你不去寻找它的意义，它也是很
好的东西。你可以从中打开自
己，获得享受。”

谈及自己的经历，林白笑称：
“我虽然是所谓的专业作家，其实
我的写作也是很不专业的，属于一
种非主流、不太‘靠谱’的作家。”

此次花地文学榜榜单作品
《北流》，林白说自己陆陆续续写
了将近 10年。“长篇是蛮耗心力
和元气的，写完要大病一场。但
是写的时候是兴奋状态，不知道
累。”对于她来说，《北流》既是她
故乡的地名，同时也是一个文学
的地域，象征着从南向北流动的
状态，同时，它也是一条真实存
在的名为“北流河”的河。

谈到演讲的主题“容器里川
流不息的生活”，林白解释，“容
器”可以理解为结构，是她“筑
书”的形式。她的写作里，有时
候一开始并没有结构，写着写着
结构才“忽然出来”。

“本来我想，这次和大家见
面如果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话，
我们就互相观望、观察，互相守
望，度过这靠谱和不靠谱互相交
织的一个小时。没想到大家还
挺踊跃，我也多少讲了几句话出
来，谢谢大家。”

分享会尾声，林白这样总结
了自己的首场读者分享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