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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深圳周刊

打工者鲜活的生命体验

打工文学是以“打工者写，写打工者，打工者读”为
特征的崭新文学样式。它多以宣泄工作的辛酸、抒发灵魂
的苦闷、吐露情爱的压抑、排解乡愁的无计等为主题。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说：“我们常常讲文学是时代的
心灵史，很多人由乡村来到城市，产生错位之感，要寻找
文化的归属感、文化的认同感，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丰
富的心理活动表达出来，这就大大丰富了我们的文学。这
是打工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特殊贡献。”

打工文学在深圳破土而生，!"多年拔节生长，蜚声遐
迩。它以硕果满枝的收获壮大了深圳的文学力量。

深圳诞生了唐成茂、曾楚桥、徐东等一大批优秀打工
作家，成功闯入主流文学圈。

#$$%年，四川农民工唐成茂怀揣着“我要成为文人！
我要成为城里人！我要成为能养活一家人的有钱的城市文
人！”的倔强梦想，向亲友拼凑了 &%% 元路费，只身来到
深圳打工。在深圳，他通过文艺创作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曾楚桥到深圳打工后，才开始与文学结缘。 “它给

我巨大的精神寄托，让我有为弱者呼喊、为无力者助威的
力量。”多年来，他坚持文学创作，成果丰硕。他说：
“唯有写作能够让我停顿下来，证明我还存在于这微尘的
大千世界之中。也唯有写作，能让我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
的温暖。”

打工者心灵的润滑剂

打工文学是广大打工者心灵的润滑剂，它让打工者精
神不再困顿，生活愉悦光彩。

杨永超平时热爱写作。!%%!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抒情
散文，获得了 '% 元稿费。他说：“投稿后，我本以为又
是泥牛入海，没想到发表出来了，真有点受宠若惊”。兴

冲冲的他一鼓作气，跑到书报亭用稿费买来某杂志，往上
面投了一篇杂文，再次命中！再次拿到稿费，他宴请一帮
文友下馆子大快朵颐。最令他喜出望外的是，他因作品结
缘，一年内竟收到 (%%封交友信件。

他开始手写回信，最后只好改用打印件回信。随着人
气的急剧上升，越来越多人求他代笔书信、润色文章，他
也开始象征性地收起了代笔费和润笔费。回想起以往的应
聘经历，他颇感骄傲：“就凭着这些发表的作品，在找工
作时，面试官也是一路绿灯！”

助力“深派文化”崛起

打工文学虽冠以“打工”之名，但它的文学价值不应低估。
#$#%、#$&%年代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和新感觉派也曾遭遇主流
文化排挤，但却凭借通俗或先锋特色，逆势而上成为海派文化
璀璨双子星。打工文学生命力旺盛，我们只有步入它的百花
园，才不会因“傲慢与偏见”错过鲜艳绽放的文学奇葩。

深圳创办了 #%%余份文学内刊，目前活跃于 《南山文
艺》、《罗湖文艺》、《合澜海》、《伶仃洋》、《新城市文

学》 等文学内刊的打工作家达 !%%% 余人；自 !%%( 年起，
深圳连续举办了 $届“外来青工文化节”和 '届全国打工
文学论坛；频邀全国著名作家一对一扶持打工作家；出台
奖励性文件，对优秀作品最高奖励达 !% 万元以上，并解
决了一批打工作家的落户问题。

勃兴的打工文学促进了深圳“文学之城”的诞生。打
工作者、校园作者、网络作者及经典名家等组成的“文学
深军”，在深圳阳光进取的文学生态中，日益壮大，目前，
深圳坚持长期创作者不下 #(%%% 人，创作爱好者不下
(%%%%人，喜欢写作的人更是数百万计。打工作者还和校
园作者、网络作者一道构成了中国最齐整的青少年作家
群，他们在如火如荼的深圳原创网络文学拉力赛、深圳社
区文学大赛、深圳校园十佳文学少年评比中纷纷脱颖而
出。!%#% 年、!%#& 年，深圳在“寻找中国 #%% 座文学之
城”评选活动中蝉联第四，成为名正言顺的“文学之城”。

打工文学最终将助力“深派文化”崛起。“深派文
化”是系统工程，但正如起初北京特色的乡土文学成就了
京派文化，上海特色的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成就了海派
文化，打工文学浓郁的本土特色也必将成为“深派文化”
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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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工者搭起圆梦阶梯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从五湖四海到深圳的人都怀揣着各种各样
的抱负和梦想。在这座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市场经济起步较早、
市场化程度较高，这注定了其对知识、对管理、对人才的更高渴求。
要想在深圳创业、扎根，实现梦想，就必须不断地进行知识和信息的
充电和更新。

#$$$ 年，杨超英高中毕业后就来到深圳打工。来深伊始，他只
是建筑工地上一名普通的泥瓦工。但是一颗年轻的心，不甘平庸，他
决定用知识与创造追逐梦想。

每天一下班，杨超英便往图书馆跑，从小说、纪实文学到散文、
诗歌，他无不涉猎。有书做伴的日子，让他感到充实与快乐。通过大
量阅读，他开始练习写作、投稿。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稿件相继被
《宝安日报》、《蛇口消息报》、《深圳特区报》、《深圳晚报》、《广
州日报》、 《佛山文艺》 等媒体采用。老板被他的刻苦劲头所打动，
破例将他升为公司经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杨超英继续苦读。他渐
渐发觉，自己与深圳这座梦想之城走得越来越近。后来，深圳作家叶
耳慧眼识珠，聘请他为自己所主编的杂志编辑。如今，杨超英已经成
长为某知名企业内刊的主编！杨超英说：“是读书改变了我这个深圳
青工的命运，实现了我的梦想，让我从泥瓦工做到了内刊主编！”

在深圳这座城市，英雄不问出身。像杨超英一样，通过求知和创
造，让自己圆梦的人比比皆是！深圳大学郁龙余教授说：“在深圳
!)年，我在阅读中成长和发展，阅读也给了我事业与荣誉，所有这
些成绩，都来自阅读！”

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像杨超英、郁龙余一样通过知识和阅读不断进
取、追求卓越的追梦人，深圳才有持久不竭的创造力和活力，成为了
一座书香浓郁的学习之城、圆梦之城。

读书月连续举办14届

第 #*届深圳读书月活动以“阅读筑梦·阅读圆梦”为年度主题，
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从 !"""年开始，深圳创造性地设立了中国第一
个读书节庆活动，确定每年 ++月为深圳读书月。读书月坚持“政府
倡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媒体支持、企业承办”的模式，每届提
出一个主题，举办一系列服务市民的综合读书活动，带动市民“以读
书为荣、以读书为乐”，引领着市民新的生活风尚。目前，读书月已
经伴随着深圳市民走过了 +*个年头。

读书月培养出“深圳读书论坛”、“读书月辩论赛”、“中小学生

现场作文大赛”、“中外经典诗文朗诵”、“书香家庭评选”等一系列
品牌活动。读书月通过为来深建设者提供良好的学习阅读环境，提高
了他们的职场技能和个人素养，满足他们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读
书论坛邀请国内顶尖大师、专家、学者与市民面对面交流，激发市民
读书热情，通过读书月，市民的阅读权利也得到了充分满足。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说，在他走过的城市中，还没有看到一
个城市像深圳这样，好像每天都在过着文化的狂欢节。“读书月的持
续举办，让我们看到一个城市不折不挠的文化攀升。”

此外，深圳市政府还舍得拿出最好的土地、投入巨资、倾注最大的
心血来建设图书馆和书城。坐落在深圳莲花山下、市中心区中轴线上的
深圳书城中心城，是当今世界单体经营面积最大的书城，占地 ',-公
顷，和图书馆、音乐厅连成一体。目前，深圳已建成 )&$家公共图书馆以
及全国首创的 !%%台“城市街区 !*小时自助图书馆”。“物质生活”、“澄
莲阁”、“尚书吧”等小型书吧也越来越多，后院读书会、深圳书友会、“彩
虹花公益小书房”等蓬勃生长的民间阅读组织也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
风景。

从“高贵坚持”变成“幸福享受”

如果说深圳人最初的阅读是为了适应在城市中生存下去、在城市
立足的话，那么当生存问题解决之后，深圳人就开始探求更深层次的
精神需求。

面对社会转型加快所带来的阵痛、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城市节奏
日益加快，每个人都承受着种种压力，有些人难免出现了负面情绪。
阅读恰恰可以起到调解“负能量”的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深圳人
并非为“功利”而读，愉悦身心、提高素养的人文阅读成为他们的选
择。家住福田区的退休医生杜先生表示，自己现在基本上天天都往深
圳图书馆跑，文学、历史、哲学书籍是他的最爱，一个星期读完 &本
书很正常。通过阅读，不仅丰富了知识和开阔了视野，也改变了自己
以前暴躁的脾气。

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说，阅读恰恰可以培育阳光的心
态和强健的精神，可以提升思想的境界和思考的视野，可以造就优雅
的气质和高贵的品格，可以使人内心归于安宁，给人催人向上、予人
以希望的“正能量”！读书，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智慧之乐、心灵之乐、
和美之乐。在深圳，读书正从一种高贵的坚持变成一种幸福的享受。

深圳这座青春之城，正是在读书文化的浸润下，在而立之年拥有
了“设计之都”、“杰出的发展中的知识城市”、“活力图书之城”、
“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等殊荣。因热爱读书，深圳赢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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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厚包容文化生态 培育壮大创作新军

助推深派文化崛起
■ 吴继磊 宦 佳

20多年前，深圳刮起一股打

工文学的强劲旋风，并迅速席卷

全国。当时深圳打工妹安子创作

的长篇系列报告文学 《青春驿

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因张扬

“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在

打工阶层引发轰动。20多年来，

深圳打工文学异军突起，一大批

优秀作品频现《人民文学》、《收

获》、《十月》、《诗刊》等期刊，

屡获鲁迅文学奖、 《人民文学》

奖、全国“鲲鹏文学奖”、广东省

青年文学奖等。

深圳居珠三角显要区位，以

海纳百川的胸怀吸引了大量的外

来打工者。人口的迁徙带来了文

化的流动。正如深圳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王京生所言：“一个地

区人的流动越频繁，规模越大，

这个地区就越有活力。四面八方

的移民为这座年轻的城市带来了

丰富的、充满活力的文化因子，

各种文化观念在这里交互激荡，

各种文化理论在这里集成创新，

多种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在这里

落地生根，这里已经成为名副其

实的‘文化绿洲’———因为它有

着宽厚包容、互利共赢的文化生

态。”在活跃而创新的流动文化生

态里，打工文学顺势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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