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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由台山市委宣传部编撰、广
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文中的台山》正式
出版，该书收录了雷洁琼、秦牧、巴金等名
家笔下的台山故事，分为“奋斗足迹”“纪实
叙事”“思乡游踪”“咏物抒怀”“精选古文”
五大篇章，勾勒出台山文化的精神图谱，是
解读台山文脉的一把密钥。

书中三个核心维度尤为引人注目，
其中，离散与回归的辩证——从陈宜禧
筑路到侨胞捐建学校，文学记录华侨
“身在海外，根在台山”的精神轨迹；红
色基因的传承——李云扬、林基路等
革命先辈的故事，将侨乡精神升华
为家国情怀；文化融合的智慧——
碉楼中西合璧的建筑美学、台山话
“小世界语”的温软语调、黄鳝饭的
鲜香，共同构成台山文化的“多声
部合唱”。

蕴含台山特色元素的文学
内容，在《美文中的台山》中表
达了台山的文化自觉，正如五
邑大学教授张国雄所言：“台

山文化是‘须根系分枝’的生长模式，在全
球化与在地性之间找到平衡。”中国作协副
主席李敬泽盛赞《美文中的台山》为“台山
的小史记”，这部“小史记”所承载的，正是
台山侨乡在全球化浪潮中文化坚守与创新
的生动注脚。

《美文中的台山》不仅是一部文学选
集，更像是一幅动态的侨乡文化图谱，通过
书本告诉读者，台山文学的活力源自对历
史的深情回望、对现实的敏锐捕捉，以及对
未来的开放想象。

《美文中的台山》的出版是台山市推动
文艺精品创作、弘扬侨乡文化的重要举措，
也是台山文学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根植
于百年侨乡的独特历史与人文沃土，台山
当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台山文
学正以“侨”为桥，构成一幅多彩的创作图
景，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华章。

近年来，一批批扎根台山的本土作家，
如岳勇、邱建海、李柏达、谭楚明、叶娉云、
魏台平、麦健华、邓小美等，创作的优秀作
品层出不穷。这些作品以细腻笔触描绘侨

乡的风物人情、社会变迁，充满浓郁的地域
特色和生活气息。

同时，新时代的台山文学也迎来新生
代力量崭露头角，一批青年作家和文学爱
好者正迅速成长。

日前，由广东省作家协会组织编撰的
《广东文学蓝皮书（2023）》，台山多部文学
作品被收入当中的影视、散文、诗歌等不
同章节，台山本土创作实绩得到权威认
证。其中，生态写作章节列举台山本土作
家作品，如《大爹的执着》《难忘乌拉山》
《柠檬花儿开》等，通过塑造教师、护林员、
返乡创业者等形象，传递乡土情结与生态
理念；地方性写作部分，肯定台山作家“笔
耕不辍”的创作状态，称其作品“传递出地
方的精神气象”，拼贴出大湾区清明上河
图般的文化图景。

在诗歌领域，台师高级中学教师唐殿
冠及珠西诗群成员作品入选《中国诗人生
日大典》，唐殿冠获第六届博鳌国际诗歌奖
年度诗人奖，彰显台山诗歌创作的国际影
响力。

早在1933年，著名作
家巴金沿新宁铁路南下，
在台山写下散文名篇《机
器的诗》。巴金还专门
致信台山籍作家于逢，
寄予殷切期望。文坛巨
擘茅盾也高度评价台山
籍作家，他特别称赞于
逢创作的《乡下姑娘》，
说“这是一部反映抗战
现实的比较成功的作
品”。对于另一位台山
籍作家雷石榆，茅盾则
认为，雷石榆的诗歌符
合当时文艺作品以诗
歌形式为主的趋势，反
映了战火和壮烈斗争
对诗人灵魂的冲击和
激发。

台山文脉，源远流

长。百余年来，一代代台山人跨海越洋，在
世界各地扎根奋斗，不管身在何方，始终心
系故土。他们不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
梁，更是中华文明传承的使者。

百年变迁敲响侨乡历史，众多旅居海
外的台山籍作家，如谭恩美、刘荒田、刘怀
宇等，他们的作品往往以跨文化的视角，深
刻剖析华侨华人的精神世界、文化冲突与
融合，为台山文学注入国际视野和深邃思
考。

这份深沉的文学基因，早已熔铸于浩
渺的银信瀚海——那泛黄的纸笺上，跨越
山海的家书墨痕，字里行间凝结着滚烫的
血泪与沉甸甸的乡愁。台山籍作家谭恩美
在《喜福会》中刻画的华裔母亲群像，反映
移民美国的华裔母亲置身中西文化碰撞交
融时发生的故事；台山籍作家刘怀宇的《远
道苍苍》以新宁铁路为弦，奏响华侨自强不
息的铿锵之音……文学是他们传递乡愁、
记录历史、凝聚精神的重要载体。

台山文学，“侨”味是核心标识。这些
作品的创作视野突破了乡愁的藩篱，超越
了单纯的“思乡怀旧”，深入挖掘华侨华人
的创业史、奋斗史、融入史、贡献史，关注侨
乡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坚守与
创新等深刻命题，呈现出“侨”味十足的生
动图景。

品读经典与新作发现，这些台山籍作
家创作的作品有描绘华侨“漂洋过海”的勇
毅壮歌与命运悲怆，有反映华侨渴望“落叶
归根”的深沉眷恋与身份追寻，更有对中西
文化交流中自身身份认同的深刻叩问，深
深的乡愁助力推动近年来台山“侨”味十足
的文学经典与新作不断产生。

如今，台山文学发展迎来了新的变化，
大湾区汇聚专家、学者、作家围绕台山的侨
乡文化、传统、景观、旅游等领域热点问题
展开跨界对话，挖掘侨乡发展的多元可能，
为侨乡文化的文学书写与艺术转化提供灵
感与土壤。

近年来，台山市通
过搭建文学交流平台、
组织创作活动、设立作
品专柜等举措，培育良好
的文学创作生态。本土
作家创作热情高涨，陆续
出版《台山排球故事》《船
行南海》等40余部作品，题
材涵盖本土文化、红色历
史、体育精神等，台山文学
形成多元创作的格局。

台山深刻认识到文化是
城市的灵魂，文学是文化的
重要载体，台山文学的活力不
仅体现在作品创作上，更在于
其蓬勃的文学生态与广泛的社
会参与。近年来，台山市将建设
文化强市摆在突出位置，形成一
系列支持文学创作发展的生动实
践。

政策扶持与机制建设。台山

市将推动文学创作繁荣发展作为文化强市
建设的重要抓手，实施“文艺精品创作项目
揭榜挂帅”等项目，为优质选题提供资金扶
持。设立“台山市文艺创作扶持资金”，面
向重点题材规划、长篇作品创作、青年作家
培育等项目提供立项资助和创作补贴，助
力解决创作者的后顾之忧。

平台搭建与阵地建设。台山市坚持以
“书香台山”建设为统领，推动全民阅读蔚
然成风，“名家开讲”启智增慧，“书香榜单”
引领风尚，“朗读台山”声动侨乡，“阅读+”
活动缤纷多彩，爱读、善读、乐读的浓郁书
香，正悄然塑造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台
山更广邀名家巨擘，如著名华文作家尤今，
茅盾文学奖得主刘斯奋，著名散文家、学
者、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梁衡等，
莅临“作家讲堂”、“茅奖作品大家谈”海岛
读书会等活动，四海名家云集，共论文学与
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

资源挖掘与活化利用。深掘华侨文化
富矿，台山市系统出版《感知台山》《台山排

球故事》《船行南海》《川岛的故事》《美文中
的台山》等著作40余部，汇聚整理尤今、刘
荒田、李碧华等海外华侨作家佳作逾百
部。大力推动台山广东音乐、浮石飘色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与文学创作交融共
生，鼓励作家从中汲取灵感源泉，熔铸出饱
含地方神韵的时代佳作。

今年3月，台山华侨文学著作首次入
藏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
副馆长王军评价道：“台山是华侨文学的

‘母港’，从这里起航的每一艘红头船，都装
载着中华文明的种子。此次捐赠是穿越时
空的信使，这些珍贵文献表明中华民族的
子孙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精
神故乡。”

台山文学正以独特的创造力与文化气
质，为湾区文学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未
来，台山市将继续扶持文学创作者，建立具
有开阔视野的作家队伍，发掘更多代表时
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推动文学事业高
质量发展。

站在台城历史文化街区的骑楼下，抚摸
侨房中西合璧的建筑纹路，便能感受到相关

学者所言“台山文化是须根系分枝”的深意。
台山，这座侨乡以斑驳的侨房、泛黄的银信、翻

腾的浪花告诉世人，这里有亟待开采的文学富
矿。

随手翻开台山华侨史，便是跌宕的时代长卷。
1941年日军进犯时，台城桂水村收到的那封特殊银

信，是51位美籍华裔捐出积蓄救济乡亲；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95%的“飞虎队”队员是台山籍青年，他们驾驶
战机与法西斯搏杀长空……这些尘封的往事，恰如碉

楼地基里的花岗岩，等待作家用文字将其锻
造成不朽的史诗。

漫步台山，处处皆是文学的取景框，恰
似碉楼窗棂上的七彩玻璃，折射出万千创作
灵光。置身田野间的村落里，西式洋楼与传
统宗祠对话；端芬镇梅家大院的廊柱间，还
回响着《让子弹飞》的马蹄声；三合镇温泉旁
的侨圩老街，飘着华侨带回的咖啡香……台
山各地侨资源是鲜活的风物，每一处风景都
是文化碰撞的活态标本，是极具画面感和故
事性的空间载体。

近年来，随着一批重大交通设施建
成投用，台山“1小时通达湾区核心”的交
通网已织就。当前，台山市深入实施“百
千万工程”，侨乡沉淀百年的文化密码正
转化为发展密钥，无数的可能性为这座
侨乡注入新能量，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
大批素材。

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正等待作
家支起创作的三脚架，用文字开采深埋
地下的文学矿脉，让世界听见台山的故
事。

台山文脉薪火相传

台山文学“侨”味十足

支持文学多元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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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仲夏，侨乡文
兴。今年以来，台山文学
界喜讯频传——九旬台
山籍作家朱崇山出版《风
雨行》书籍，续写“深港澳
三部曲”，将香港百年沧
桑融入家族叙事；人民日
报社原副总编辑梁衡走
进台山，与 200余名师
生共话“文章与人生”；更
具里程碑意义的是，101
部台山华侨文学著作首
次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
涵盖小说、散文、诗歌等
体裁的侨乡文学成为国
家文学记忆的重要组成
部分……

作为中外文化交流
的“海上走廊”，台山不仅
承载银信家书中的集体
记忆，更在当代文人的笔
墨间焕发新生——从本
土作家深耕侨乡风物的
生态书写，到海外游子跨
越文化的身份叩问，再到
新生代以现代语汇重构
侨乡叙事，在台山这片浸
润百年侨风海韵的土地
上，台山文学正以“侨”为
核，以多元开放的创作生
态、深厚绵长的文化根
脉，展现侨乡文学的蓬勃
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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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定期推出阅读书单台山定期推出阅读书单，，助力文学创作助力文学创作。。

台山举办多场分享会台山举办多场分享会，，推广推广《《美文中的台山美文中的台山》。》。

众多旅居海外的台山籍作家众多旅居海外的台山籍作家，，他们创作的作品以他们创作的作品以
跨文化的视角跨文化的视角，，深刻剖析华侨华人的精神世界深刻剖析华侨华人的精神世界、、文化文化
冲突与融合冲突与融合，，为台山文学注入国际视野和深邃思考为台山文学注入国际视野和深邃思考。。

台山市坚持以台山市坚持以““书香台山书香台山””建设建设
为统领为统领，，推动全民阅读蔚然成风推动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爱读爱读、、善读善读、、乐读的浓郁书香乐读的浓郁书香，，正正
悄然塑造台山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悄然塑造台山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