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广东省社科院书记郭跃文、
副院长向晓梅等专家领衔，广东省
社科院团队精英凝心聚力编写完
成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圈论
纲》，是一部宣传解读粤港澳大湾
区文化产业圈建设的精品力作。
该专著基于“一国两制”、文化强国
及文化强省建设的宏大叙事背景，
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域文化资
源特色以及“多中心多圈层”鲜明
特性，从文化产业圈的空间动力机
制、文化资源基础、总体战略定位、
多圈层空间布局、优势文化产业与

新兴文化业态、“9+2”城市文化产
业联动、“一核一带一区”文化融合
等多个视角，全方位考察粤港澳大
湾区文化产业圈的空间格局、演化
趋势及发展路径，旨在为文化强省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及各地市的文
化产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全书聚焦“国之大者”“省之要
者”，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为纲，全面系统阐述粤港澳大湾
区文化产业圈的发展，充满积极向
上的正能量。调动专家走出象牙
塔，深入到“9+2”城市进行调研掌
握第一手资料，查阅相关历史和现
实文献，使全书既有历史文化的底
蕴，又充盈着现代的气息，既有宏观
的江山大气，又有微观的人间烟
火。以厚实的调查实践推动理论研
究创新，全书以文化产业经济学、城
市规划学、人文地理学等交叉学科

理论为支撑，以文化资源为原点，通
过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圈层空
间格局、产业形态与特征，产业融合
发展机制模式的研究，揭示出粤港
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圈的经济学发展
机理及空间演化规律。

该书遵从严谨的历史逻辑、产
业逻辑和技术逻辑，大量运用鲜活
的一手统计数据和珍贵史料，“粤
味”“文味”“数味”十足。全书饱蘸
对岭南文脉资源瑰宝的深深温情和
敬意，又有对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
性发展逻辑的现实观照，以及对未
来文化与经济、科技、旅游深度融合
路径的不懈探索。在回望历史、观
照现实、开创未来中，为粤港澳大湾
区文化产业圈高质量发展擘画了极
富前瞻性和建设性的宏伟蓝图，且
为实现此蓝图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的对策，颇具实践价值。

知 著
大量运用鲜活的一手统计数据和

珍贵史料，“粤味”“文味”“数味”十足

既有江山大气，又有人间烟火
□李凤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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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的形式编写地方志

多年来，每年都会收到一
些从各地寄来的诗刊，使我得
以熟识《诗刊》的围墙之外的
许多年轻的面孔，听到他们或
押韵或不押韵的声音。后来，
刊物少了起来，打听之下，才
知道陆续停办了。我编过刊
物，深知此中的艰难，仅筹措
资本一项，便足够逼退天真烂
漫的小诗人了。但有一种诗
刊，近二十年从未间断，每期
准时到手的，就是《蓝鲨》。

在我的家乡阳江市，有十
来个写诗的青年凑到一起，成
立一个小小的蓝鲨诗社，算是
有了自己的园地。《蓝鲨》长
开本，质朴、大方，却也不失
雅致。随着岁月的推移，诗刊
日渐变厚，不少外省的诗人也
参加进来了。刊名很好。蓝
鲨，作为大海的族类，野性难
驯，始终向往运动和无限。

诗社发展起来以后，陆
续编书出版。我曾收到几种
多人合集，日前又收到新编
的一种：《阳江诗志》。故园
的风物，青春的歌咏，教我非
常喜欢。

以诗的形式编写地方志，
就我所见，在全国恐怕还是第
一部。地方志记载地方的历
史、地理、民俗、文化、生产和
生活等，它是记录性、实证性
的，巨细无遗。“诗志”则取人
文的部分加以扩大，它是阐释
性的，诗性的，审美的，多出
一层情感色彩。

地方叙事灌注深情

叙说阳江本土，对诗人来
说，无需依赖典籍和传说。他
们生于斯长于斯，完全可以从
生活出发，从个人的生命体验
出发进行书写。许多诗人直

接歌唱出生地，那里的田野、
村舍、牲畜，种植的各种作
物。陈计会的《报平村》，写
城镇化带给农村的变动是典
型的。推土机倾泻如血的红
泥，覆盖大片水稻，“遗留下/
一望无际的风，以及/疯长的
野草，没有牛哞的春天”，全
篇充满痛感。作为现场的目
击者，诗人袖手，沉默，有笔
瑟缩在衣袋里，嗫嚅如听鼠
嚼。他无力制止，自责为“同
谋”，表现出少有的批判的勇
气。黄远清写海边修建的火
力发电厂，“把煤换成光明”，
却不得不以污染海水和空
气，毁灭鱼类和红树林，甚至
直接付出居民的健康为代
价。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伴
随几十年现代化、城市化进
程产生的，普遍存在的严重
问题。对此，诗人同样显得
很无奈，最后写道：“母亲靠
在岸边发呆/好多年以前，海
蜇和鱼虾/常在她脚下亲昵/
如今，她的心事啊”。结句很
好，余波未了。林枢写阳西地
区的盐田，瓷片厂的旧址，还
有青洲岛的破船、礁石、渔
火、“北来的候鸟”，构图空旷
而凄冷，感喟岁月的“刻骨艰
难”。谭夏阳和容浩同时回到
少年，却是两种不同的情调：
或者神秘的悦乐，或者无端的
怅惘，而幼小的心灵一样有着
虚缈的星芒和远方。

另一群诗人，如张牛、陈
舸、王洁玲、黄昌成，颜仰建
等，使用“时髦时代”的形式：
旅游来描述阳江的山水，各地
的胜迹。由行客的状态所决
定，多着意于形象的描摹和风
景的组合，用笔近于油画的平
涂，不像雕刻的深入，少了

“土生子”身上的那种沉坠
感。陈舸的《独白》是遒劲
的，繁复的；诗句作长方形排
列，严整有如沙积石累，凸出

视觉形象，颇具匠心。
无论取何种视角，本土诗

人的地方叙事，无不深情灌
注。

“南海 Ⅰ 号”在全国是
有名的。巨大的船体出土
之后，让时间和辉煌停泊在
博物馆里。诗集中有两位
诗人写到它，面朝瓷器的方
阵侧身而过，陈舸神往于打
捞本身，在动荡的水波和沙
粒中发现“回”字形物体，颇
有点形而上的味道；冯瑞洁
则在沉落海底的词语中，读
到人间的创伤和寂寞，而对
久远的无名的水手起了深
深的缅怀。

在怀旧中讴歌时代

在伟大的废墟对面，诗人
寻找另一些旧址。陈世迪的
《水埒街》，黄赤影的《七贤书
院》，同时注目于一种文化精
神的失落。水埒街内的孝则
图书馆已成危房，红砖封门，
木窗破败，墙壁为爬山虎、野
芋、蕨草所包围，恍如陷入幽
谷。七贤书院深锁大门，“阳
光喑哑，任性青苔拾级而上，
长至瓦楞”，一样是绿色的荒
芜。不同的是，黄赤影对未来
有所期待，所以写“庭院如今
容颜不再/却气度非凡”。

大约诗人是喜欢怀旧的，
伤逝的。其实，追忆是人类的
一种习性，可以说是基本人性
之一。所以地方志有一个重
要的部分留给民俗，旨在记录
世代的文化智慧，使优秀的传
统得以承传。

百姓的生活是日常生活，
没有宏大叙事，陈世迪有诗即
取名《伟大的日常》。诗人仍
然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从阳
台柔弱而强韧的蕨草，写到街
道两旁舒展的紫荆花树，写到
络绎经过的各式各样的车辆，
是一条展开的生活之链。

“大江流日夜”，浩浩荡
荡，奔流入海；转弯处尤为湍
急，每见惊涛。毕竟，现时代
已经开启，借用马克思的话来
形容：“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
散了。”这是一个变革的时
代，转型的时代，有破坏，有
建设，世界日日在改变，或行
将改变。鲁迅这样说过：“中
国社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
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
进行曲。”而在《阳江诗志》
中，却同时有着“对新的讴
歌”，和“对旧的挽歌”，正好
为大时代的来临做了印证。

张况是一个有文学史野心的
诗人，他试图以新诗的形式来重写
中国古代文明史，从而创制出当代
中国的《荷马史诗》。他曾透露，计
划用十万行近两百万字的篇幅，构
筑鸿篇巨制的《中华史诗》。而今，
作为《中华史诗》重要组成部分的

“三部曲”已经写成，并正式出版。
对于有着多年诗歌写作历练

的诗人来说，在创作一首诗时，将
其篇幅不断地拉长，甚至在很短的
时间内写出千行万行的诗章来，其
实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难就难
在，诗人在诗歌长度的控制和诗意
质量的保障二者上是否能做到兼
顾。优秀诗人往往能做到，不仅
诗歌的篇幅可以不断扩充，诗歌
的艺术水准却丝毫不受影响。阅
读张况的《史诗三部曲》，我最大
的感受是，在长篇累牍的叙述与
抒情之中，诗人显得得心应手，游
刃有余，在诗行的铺展与诗意的
散发之间，找到了较为恰切的语
言方式和结构形态。而且，在保
证艺术质量的同时，诗歌的精神
内涵也显得极为丰厚，诗人以穿
越时空的视野来审度历史人物和
历史故事，在古与今的对照之中

达成了诗与思的交响，展现出启
人心智的思想魅力。

所谓史诗，就是以诗歌的形式
来重述历史，通过对历史题材的书
写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与情感的
诗歌。因为历史总是错综复杂、千
头万绪的，因而史诗的书写通常都
是长篇巨制，短小的诗章是无法胜
任此项工作的。在史诗中，由于历
史是由现代诗人讲述的，因而史诗
中呈现的历史，绝不会是既有历史
的简单还原，事实上，既有的历史
也是无法还原的。这也就意味着，
史诗中的历史陈述，往往渗透着当
代人对历史的某种理解与认知，或
者更准确地说，当代诗人所创作的
史诗，往往体现着古与今的相互对
话与互相映照。一方面，当代人用
现代的眼光重新激活和擦亮古代
历史；另一方面，古代历史在当代
人的现代视野下显露出新的意义
和情味来。

在《大晋帝国史诗》中，诗人张
况称刘 禅 为 史 上 最 胖 的“ 啃 老
族”，并如此书写道：“蜀国最胖的
啃 老 族 刘 禅/从 瘦 削 而 灰 暗 的 奏
折 上/揪 心 地 发 现 了 相 父 沉 重 的
病 历 背 后/已 然 开 始 滴 淌 呕 心 沥
血 的 最 后 忠 诚/他 霎 时 间 被 这 条
突 如 其 来 的 坏 消 息 吓 得 面 如 土
色/顿 时 乱 了 方 寸/他 急 匆 匆 下
令/派遣大臣李福/揣着他圣意的
慰问信/前往五丈原深情探视/借

以 转 达 他 作 为 后 主/颇 见 虚 胖 的
亲切问候/为先帝临终前的嘱托/
尽一份沉甸甸的孝心”，诗人以“啃
老族”“虚胖”“亲切问候”等充满现
代意味的词汇来描述刘禅，将扶不
起的阿斗形象作了现代演绎，辅以
一个历史的细节新的精神内涵。
在《三国史诗》中，张况以《一条病
句在七个煮豆燃萁的脚印里发抖》
来重写曹植创作“七步诗”的历
史，并在结尾处写道，“事实与传
说一脉相承/爱与恨/真他娘六亲
不认”，将兄弟相争的历史事实进
行了新的阐发，用现代人的思想
和情感重新擦亮了那段历史。

张况的史诗不仅体现着历史
与现代的相互对话，而且还呈现出
诗意、诗情与思想的碰撞和交响。
现代诗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情
感往内收敛，思想内涵则相对凸显
出来，诚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
才能》中所说的：“诗不是放纵情
感，而是脱离情感。”所谓脱离情
感，并不是说诗歌不需要情感，而
是说诗歌不能完全依仗情感表达
的需求，而是要有意识地从情感的
依附中跳脱出来，表达更为悠远和
深邃的内蕴。张况的史诗就做到
了不完全依赖情感和情绪的生发
而成就诗章，而是依靠思想的凸显
来尽可能打开历史的深度空间，让
人们体会到隐伏在历史深处的韵
味和妙义。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实习生 何文涛

当下，文学圈里最火的人不是余华，也不是莫言，可能是董宇辉。
他是“真金白银”的火：1月 9日，董宇辉“单飞”直播首秀一夜吸

金1.5亿元；1月23日，董宇辉在4个小时内直播卖出了8.26万套《人
民文学》杂志，成交金额1785万元；1月28日，董宇辉最新业绩曝光，
“与辉同行”直播间20天销售额达8亿元……

8 亿元是什么概念？网友算了一笔账，普通人不吃不喝要攒
7000年，从战国时期开始打工都来不及。

不止一个人发出疑惑：董宇辉，到底为什么这么火？与其说努力
与才华是他成功的关键，不如说是文化与时代造就了一个个魅力十
足的带货的“董宇辉”。

以诗的形式编写地方志，就
我所见，在全国恐怕还是第一部序 跋

用诗歌为大时代的来临作印证

他试图以新诗的形式来重写中
国古代文明史，从而创制出当代中
国的《荷马史诗》

微 观

《置身时代
的社会理论》

史蒂文·塞德曼[美] 著

本书是美国社会学家史蒂文·
塞德曼的著作，梳理了从成立伊始
至21世纪初期的社会学理论，在清
晰明确地概括每个社会理论家、社
会理论流派的学说之外，作者还结
合写作时的社会环境与背景对各
个理论进行了评述。

《人命关天：清代刑
部的政务与官员》

郑小悠 著

本书综合编年体官修史书、
各类典章、档案、文集、年谱、笔记
等史料，对清代刑名制度的发展
作出了详细梳理。同时，在制度
史研究中引入对人、事的考察，刻
画了具有相当专业素养的刑部技
术型官僚形象，由案件的驳议往
来，再现刑部与其他中央机构及
地方官员在法理、人情、利益交织
情况下的多重博弈。

《德意志贵族：一个群体
的生活、历史与命运》

陆大鹏 著

本书综合德语、英语世界的
各类研究、专著、访谈等资料，将
德意志贵族作为主线，细致刻画
这一群体在历史长河中的前世今
生及跌宕起伏的生活与命运，并
由此作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讲
述了欧洲政治和文化的演化。

《政治思想
与政治思想家》

朱迪丝·N.施克莱[美] 著

本书是施克莱逝世后精选而
成的纪念文集，收录了她近 40 年
研究生涯中写作的 21 篇论文，涵
盖了她无比广泛的研究兴趣：从
古希腊到汉娜·阿伦特，从启蒙运
动的宠儿到浪漫的柏格森，从著
名的雅典流亡者到迈克尔·沃尔
泽，从哈林顿到奥威尔。

《白人的工资》
大卫·R.罗迪格[美] 著

这是美国劳工史权威学者、
“默尔·柯蒂奖”得主大卫·R. 罗
迪格作品首次引进。一部三十年
长盛不衰的经典，一部关于美国
工人阶级的必读之书。

□林贤治

诗意、诗情与思想的交响 □张德明

“大概在 1 万年前，新月湿地，就
是现在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
和底格里斯河，人类驯化了小麦；亚
欧大陆的另一端，中国人驯化了水
稻。人类一共有 700 万年的历史，真
正重要的只有这1万年……”

2022 年 6 月 9 日，董宇辉在一场
卖大米的直播中，从历史的源头介绍
了水稻的发现、栽培和播种，还将大
米的组成元素与人类和宇宙星辰联
系起来。这种别具一格的直播带货
方式，在网络刷屏，董宇辉的命运齿
轮也开始转动。他满腹经纶、出口成
章，凭借天花板级别的小作文，一跃
成为“千万顶流主播”，也开启了全新
的内容直播带货模式。

他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地聊历
史、谈人生，也结合商品，真诚地分享
他的个人生活与感受。充满文化味的
故事，让人们罕见地从轻量化、低俗化
的直播带货视听狂欢中感受到了知识
的温情。

从一个农家孩子，到新东方名师
再到网络红人，董宇辉的“火出圈”是
偶然，也是必然，他曾表示“这全是书
给我的馈赠”。虽然董宇辉是靠卖各
种农产品出圈的，但他最喜欢卖的始
终是书籍。

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
他说：“驯鹿逐苔藓而栖，月光下萨满
起舞，繁星低垂于夜空，篝火旁人们
载歌载舞，饮酒欢畅，直到天亮”“技
术走得太快，但人却走得太慢”……
他的推荐，让这本书在 4 个月内卖出
近百万册，相当于小说2005年首版后

17年销量的总和。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董宇辉读

了 6 遍，他直言这本书甚至塑造了他
的性格。推荐时他说：“命运往往给
予你馈赠的同时，也暗藏了它的代
价，但是所有令你苦恼的地方，亦都
拥有属于你的奖励。”

正是凭借如直播界清流一般独
特的个人魅力和直播特色，董宇辉吸
引了一群数量庞大的深度用户。董
宇辉个人账号粉丝女性占比约 80%，
31 岁以上的占七成。用“粉丝”来称
呼董宇辉的支持者们或许不够准确，
她们更被称作是“丈母娘”。

在“丈母娘”们强有力的铁杆支
持下，“小作文事件”以董宇辉被提拔
为新东方文旅集团副总裁、东方甄选
高级合伙人收场，董宇辉也开启了新
的职业生涯。

阅读不仅塑造了董宇辉
的性格，还让“文化”成为其
直播间的独特标签。

2024 年 1 月 23 日晚“与
辉同行”的一场直播，堪称他
与文学的双向奔赴。当晚，著
名作家梁晓声、蔡崇达、《人
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做客直播
间 ，与 俞 敏 洪 、董 宇 辉 畅 谈

“我的文学之路”。
这是《人民文学》杂志的

直播首秀，也是直播间首次
“全程只卖一份文学杂志”，
创造了文学界与传播界的历
史。这场直播活动累计观看
人数 895 万，最高同时在线 70

多万人，获得上亿次点赞。
当晚八点至十二点，《人

民文学》2024 年全年订阅在 4
个小时内卖出了 8.26 万套，
99.2 万册，成交金额 1785 万，
销 售 码 洋 1983 万 。 这 一 成
绩，已经突破了单品图书在东
方甄选直播间销售的单场图
书销量最高1000万的纪录。

董宇辉近乎创造了一个
文学的奇迹。奇迹背后，离不
开平台的助力和近年来图书
品类直播的飞速发展。在疫
情三年冲击之下，直播模式被
彻底催熟，直播带货出现了

“无所不带”的趋势，而董宇

辉独具人文气息的知识型直
播带着纸质图书在直播带货
的激烈竞争中杀出重围，成了
行业中巅峰般的存在。

尤其是图书品类的直播，近
年来进入迅速发展壮大的阶
段。纯文学图书的加入，很大程
度上打破了公众对直播的刻板
印象，也大大拓宽了直播带货的
可能性，在图书带货成功之后，
董宇辉直播间也开始关注文化
宣传、文旅宣传和海外直播。

可以说图书直播带货的
成功，让董宇辉找到了直播带
货的新赛道，也很大程度上打
破了直播带货的边界。

可以看到无论是带货纸
质图书实现热卖，还是董宇辉
直播通过文学知识和真诚，征
服万千观众，这背后都离不开
文学这一关键性的力量。董
宇辉、杨澜、马未都等人直播
大热的现象，折射出的是公众
渴望知识与温情的文化消费
转变。

一次次文学“破圈”“跨
界”的成功实践，不仅充分发
挥了文学“母本”的作用，更是
释放了文学的潜能，大大拓展
了文学的发展空间。

这让更多普通人关注并意

识到，无论科技怎样发展，文
学依然是人们精神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文学工
作者可以感受到，读者对严肃
文学的阅读需求依然存在，关
键是如何发现读者并激活读
者的阅读需求。事实上，文学
永远不缺读者，缺少的是发现
读者的眼光和吸引读者的创
新手段。

随着阅读介质载体的演
变，更多元的文学阅读方式得
以激活，“知识主播”“文化带
货”等新形式也助推了“视频
化阅读”的浪潮，文化直播间

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众阅
读的“代餐”。在这样多样的
媒介载体下，文学破圈有了更
多的空间和可能，阅读介质载
体 的 演 变 有 助 于 形 成“ 文
学＋”生态格局，新媒介能够
为文学传播敞开新的窗口，以
更具网感的姿态、富有感染力
的讲述，吸引更多人感受文学
世界的温度与深度，丰富人们
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
生存法则重归“内容为王”，文
学成为助力品牌或平台的新
密码，为直播带来全新的赛道

与更多的可能。这是一个互
相成就互相成全的过程，也是
董宇辉们成功的关键原因之
一。

图书品类的直播带货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文学更是如
此。董宇辉们的成功也让我
们看到，在读屏时代，尽管文
学的社会影响力和传播力被
一再削弱，但文学始终在那
里，不悲不喜。文学不会消
失，它有着柔韧顽强的力量，
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大众逐
渐疏离的纯文学终会以某种
形式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

热卖折射：文学的“母本”作用

独具人文气息的知识型直播他最喜欢卖的
始终是书籍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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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主播”董宇辉们

预示着“文化带货”的春天

“知识主播”带货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