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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灣區》是以大灣區文化為主要園地，因由香港作家

聯會主辦，文學為其基本成份。

大灣區文化承傳了嶺南文化，嶺南文化豐美幽致，羼入中

華文化的儒、釋、法、道。

犖犖大者，有誕生於明代的陳獻章、湛若水、王守仁等儒

學大家。由陳獻章開創了以涵養心性的心學，與朱熹的理學分

庭抗禮，其後由湛若水、王守仁加以弘揚光大。

文學方面，詩風清淡、情托人生慨望，以五言古詩取勝的

唐代張九齡，乃至其後與陳恭尹、梁佩蘭並稱「嶺南三大家」、明末清初的著名

代表詩人屈大均，後者提倡以詩言道，兼具憂國憂民之俠骨及情真意切的柔韻。

他的詩作恍若行雲流水，婉轉灑如，疏朗靈動，備受稱許。

佛學方面，坐鎮南華寺的慧能法師，把人類從心靈的枯井解脫出來，從而得

到大自在，他創立禪宗南派，譽滿海內外。

此外，被流放南粵的北宋蘇東坡、被貶謫潮州的「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

對嶺南文化的影響既深且鉅。積厚流光，蔚為後世的美談。

嶺南文學更與嶺南畫派、粵劇允稱三絕。

大灣區文學的含義淵遠流長，其發展路線蜿蜒多姿，正如蔣述卓在〈粵港澳

大灣區文學的文化底色與未來品質〉一文中指出：「大灣區文學必須是一種既承

接嶺南文化傳統又具有新質的文學，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文學。」蔣先生對大灣區

文學的深刻透析，值得參考。

大灣區文學與嶺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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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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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作
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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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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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傑
／
撰

中華文明、嶺南文化源遠流長，與大灣區文化文學一脈相承。廣東乃大灣區的骨幹，嶺南

文化薈萃地，人文底蘊深厚，在本土文化與中原文化、海外文化的不斷交融和碰撞中，形成了

開放包容、務實求新、敢為人先的多元文化。這些特徵深入於廣東文學的骨髓，今期一起細味

廣東作家的心影。

暨南大學文學院蔣述卓教授提綱挈領，「從大灣區文學未來品質的三個方面：開放與創新

創造性、流動與多元共生性、當代前沿與世界性，去探究它們與嶺南文化底色的關係，堅定大

灣區文學的文化自信，讓大灣區文學在人文灣區的建設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廣東《華夏》雜誌社總編輯劉迪生對膠東，小有感情且不乏神往：「當年東坡先生鴻漸於此，

竟然有幸看到『海市』……我，無緣於『海市』，眼前卻是仙境……」劉迪生筆下的煙台時而

溫婉，時而高揚，浩瀚而博大，始終滋養沿海而居的人們。�

同是煙火，家鄉的煙火是廣東文學院簽約作家莫華傑生病時伴隨左右的良友，也是使人煥

發生命活力的守護神。得到煙火的指引，莫華傑在苦痛中找到生命的意志與信息，擺脫身殘帶

來的絕望，踏上寫作路。

廣東省小小說學會會長申平則描寫他一次在白鶴峰的奇遇，充滿奇情幻想，是一次文化與

心靈的激盪。

嶺南文化的果實瑰麗豐碩，不必日啖百顆，已不辭長作嶺南人。

� ——編者

二○二二年十二月 總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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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東省作家協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深圳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紫荊雜誌》

《香港文學》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  波、張培忠、陳  致、湯  濤、

蔣述卓、霍啟剛、蘇樹輝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張　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鄭國偉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支持。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

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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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小子　傳人心意
匯成大軍　翻雨覆雲

寒冬　雪淚　依依
深情萬縷絲　總有完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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