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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深圳

近年来，随着网上书店和数字出版的日益活
跃，大批的民营书店纷纷倒闭，独立书店的生存与
发展成为每个爱书人忧心的话题。然而，在深圳这
座“敢为天下先”的年轻城市里，越来越多充满创
造力与挑战精神的年轻人走向文化阵地的前线，相
继投身书店业。深圳书店呈现出了逆势而上的态
势，物质生活书吧、旧天堂书店、小津概念书房、
尚书吧、西西弗书店、24小时书吧、逸书吧等20多
所特色独立书店在鹏城遍地开花，展示了旺盛的生
命力，更构成了一道迷人的城市人文景观。

办精品店 打特色牌

做一家独立书店，最重要的不是靠扶持，个性
化特色服务和业态转型才是关键。深圳独立书店关
得少，开得多，这主要得益于他们的多方探索与大
胆创新。这些书店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地理位置、
社会资源和经营理念，细分市场设计，各怀绝技，
各显风采，走出了一条“文化+商业”的制胜之道。

事实上，如今越来越多的独立书店目标明确、
定位独具特色，多元经营，告别原先图书销售的单
一模式；通过举行文艺讲座、独立歌手演唱会、电
影放映会、读书会等活动，成为一个文化交流平
台，为深圳市民带来阅读的多种体验。得名于法国
作家杜拉斯随笔集 《物质生活》 的物质生活书吧，
从 2003 年 10 月至今，已陆续举办上百场次的系列
文化讲座，曾获颁“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人文书
店”称号。口碑甚佳的旧天堂书店，以其鲜明的人
文个性和音乐特色在圈内积累了“爆棚人气”，形
成了一个小众的文化交流圈子，是深圳文青和音乐
发烧友的根据地。而蛇口的逸书吧例行举行艺术周
末、电影沙龙、音乐教室、读书会、音乐沙龙和心
理沙龙等活动，致力于做纯粹的、有意义的书吧
……

此外，深圳一些独立书店还形成了一个互补共

生的“书店生态圈”，起到传承、帮带的良性效应。
比如小津概念书房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纸书坊”、

“行者书屋”的建立，而“我们书房”的大部分图书
则来自深圳老牌图书批发书店求实书店。

联手合作而不失去自我

今年初，后院读书会举行了一场题为“书吧的
生存和经营”的小型讨论会，10余位深圳本土书店
的经营者、从业者、研究者及阅读推广机构代表参
与讨论，分享了书店经营的经验。

2014年2月下旬，“书店三部曲”作者、台湾著
名出版人钟芳玲应邀来到深圳，分享了她的“书话
三部曲”：第一站《书店传奇》在小津概念书房，第
二站 《书店风景》 在西西弗书店，第三站 《书天
堂》 在深圳尚书吧。钟芳玲的深圳之行促成了深圳
独立书店的首次联盟，颇具意义。因为除自我挖
掘、自我定位、自求发展外，这 3 家气质不同、受
众有别的书店联手，可在运营成本、社会影响等方
面发挥共赢优势。

同样，深圳官方也对民营实体书店和民间阅读
表达了真切关怀。深圳读书月组委会曾和 《深圳晚
报》 联合主办了“2013 深圳首届小书店论坛”，深
圳20多家独立书店店主坐在一起探寻小书店的生存
现状及出路，并与外地的独立书店现场连线交流心
得，发出“我们虽小，但活得还好”的自信之声。

今年 1月 14日，龙华新区和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共同开办的“简，阅书吧”正式开业。书吧将借鉴
莎士比亚书店的运营模式，为文学爱好者圆梦助
力，打造成为一个充满书香的阅读生活交流平台、
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创意创业孵化平台、一个充满
畅想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龙华新区将以小书吧为
起点开启“书香龙华”计划，拟在未来几年实现书
吧全覆盖，建设龙华书城、观澜书城和数字书城与
后台服务基地等，形成大书城小书吧的公共文化服

务网络。4月 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书吧启动
了“简，阅筑梦之文学圆梦计划”。作为深圳第一家
有政府背景的、走向社区的特色小书吧，“简，阅书
吧”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深圳对实现青工零门槛阅
读、圆普通青工阅读梦的重视，同时也再一次引起
了人们对深圳特色小书吧的关注。

书店特色活动全国领先

《你好！独立书店》的编者薛原曾到深圳考察过
多家独立书店。他认为，深圳独立书店的生存状况
比国内其他城市要好，书店举办各类特色文化交流
活动的频率之密，在全国来看都属前列。

有学者表示，深圳是个朝气蓬勃、富有创新意
识的城市，具有独特的城市品格、人文精髓和精神
气质。 深圳需要更多的书吧，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
和人文情怀，为市民提供阅读服务，让大家在温馨
的气氛下，找到传统阅读的快乐，找到平静心灵的
港湾。他们认为，一个成功的书吧应该是一个资源
整合的平台，一个聚集广泛兴趣的活动中心，更应
该是一个读书人以书为纽带的温馨之家。

2013年，深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了“全
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这是“让城市因热爱
读书而受人尊敬”这一“深圳观念”的最佳注脚。
深圳读书月持之以恒地推动全民阅读，培育了深圳
独特的文化生态。而深圳独立书店及其组织开展的
公益活动，同样融汇进了“阅读改变城市气质”的
大合唱之中，深圳一些特色书店也从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深圳的文化地标。其中，深圳尚书吧从开业
初就以“旧书+红酒”的经营格局，营造出独特的
精神空间，其藏书之丰、之精更是令人瞩目；同
时，书吧还邀请名家进店，围绕书人书事开讲座、
办展览等。如今，尚书吧早已蜚声业界，成为了两
岸三地来深文化人士的必访之地，曾作为深圳唯一
入选书店荣获“2012年中国独立书店创新奖”。

政
府
重
奖
精
品
力
作

﹃
深
军
﹄
成
为
文
坛
黑
马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深
圳
倾
力
叫
响
世
界
﹃

﹄

■

李

强

赵
鹏
飞

杨黎光的 《园青坊老宅》 入围茅盾奖提
名；李兰妮的《旷野无人》记录抑郁症患者精
神历程，唤起对精神生存和精神健康的关注；
《邓一光文集》、《杨争光文集》等百余部文学作
品出版；陈诗哥的《风居住的街道》获中国作
协优秀儿童文学奖……

这是近几年深圳文学的一份简历。近十年
来深圳作家优质高产，每年出版100多部文学
书籍、在省级以上文学期刊发表1000多篇文学
作品，不时有作品引起全国反响，已经出版发
表长篇作品24部，其他作品200多篇。

深圳文学常常领全国风
气之先，有海洋文化开放创
新的基因。上世纪 90 年代
初，深圳市育才中学学生郁
秀的长篇小说 《花季雨季》
开创了全国青春写作的先
河，引发了中国校园文学

“深圳现象”。深圳首创的新
城市文学、底层写作、打工
文学影响广泛，网络文学、
阳光写作等文学品牌辐射全
国。深圳是报告文学、中短
篇小说的重镇，长篇小说、
诗歌、文学批评的力量近年来也高歌猛
进。2006 年，中国作协和中共深圳市委共
同举办“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文学创作工
程”，推进一批改革开放题材文学创作项
目，反映了 30 年来社会转型以及人们物
质、精神生活的巨大变化。

深圳文学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
严、价值、情感，关怀个体的生存与命
运。在深圳发源的“打工文学”描写了在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中，百万外来工从
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生存状态与奋斗
历程，探视到了移民群体的精神诉求。散
文《莲花山，你是一座圣山》、辞赋《鹏城
赋》 等作品表明了沐浴改革春风崛起的深
圳处处充满对幸福生活的阳光和感恩。

深圳文学近年大部头作品包括杨争光
的《少年张冲六章》、李兰妮的《我因思爱

成病》、邓一光 《你可以让百合
生长》、杨黎光 《中山路》、陈秉
安 《大逃港》、吴启泰 《涛声依
旧》、南翔 《绿皮车》、涂俏 《袁
庚传》、曹征路 《问苍茫》、《天堂
十记》、彭名燕《倾斜至深处》、滕叙兖

《哈军工传》、刘元举《城市·大演奏
厅》、萧相风 《词典：南方工业生
活》、安子《青春驿站》、章必功主编

《都市文学新景观：深圳作家作品研
究》、赫连勃勃大王“帝国真史”系列

（十卷）、王小妮 《上课记》（1-2） 等。
这些深圳文学作品荣获国家级及省级以
上专业文学奖项 100 多项，25 部作品在
中国现代文学馆等标志性场合举办研讨和
宣传活动，高高扬起了“文学深军”的旗
帜。

高扬“文学深军”的大旗1

3

2
深圳的文学生态日趋成熟，创作者、创作机构之间进

行良性的思想交流和资源循环，形成了相互作用的统一
整体。在文学批评互动发展、文学成果宣传推广、“文学
深军”形象展示、作家群落集聚巩固以及文学交流、节庆
赛事等方面，深圳亮点不断，新意频出。

这片文学海洋里畅游着李兰妮、邓一光、彭名燕、
南翔、曹征路等享誉全国的文学名家，拥有宝安打工
文学作家群、福田和罗湖城市文学作家群、深圳网
络文学作家群、深圳校园文学作家群、深圳大学文学
评论家群以及深圳青年文学作家群等骨干力量，人
才梯队科学严整。据统计，深圳作协会员已发展至
1150人，省级作协会员398人，国家级作协会员98
人，成为国内一支引人注目的原创队伍。

深圳现有市文艺创作室和市作家协会等
法定文学专业团体，全国发行和地方交流的
纯文学刊物5家，文学性较强的内刊100家，
开设有文学论坛的网络发布平台 10个。全
市有30多个非营利文学社会团体以及300
多个未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校园文学社、读
书会、诗歌沙龙等文学社会民间组织，持
续不断开展各种文学活动。

同时，深圳文学“走出去”与“请进
来”的节拍越发响亮。利用文博会、香
港书展等重要平台，深圳成功举办了
8次文学专题成果展；邀请莫言、阿
来、苏童、格非、刘醒龙、陈建功、陈

思和等80多位文学名家大师来深讲座授课；举办了3期鲁
迅文学院作家班和 2 期作家研究生班，260 位作家受到培
训；连续 9 届的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和 2 期深圳文学发展论
坛，让 2万多人次的农民工作家、自由撰稿人、底层的文学
爱好者受益；开展十余批采风创作活动，让600多人次深圳
作家深入社会深入生活。

深圳读书月、创意 12月、文博会艺术节等城市文化品
牌平台给社会注入了鲜活的文学元素，深圳诗歌节、第一朗
读者、经典诗朗诵会等高品位活动丰富了公共文化生活、涵
养了市民的文化素质。连续 5届的网络文学大赛积极介入
新文学创作领域，引领了网络写作时尚。

深圳作协会员超过千人

近十多年来，深圳文学取得的成绩得益于文化
立市、文化强市战略的扶持引导。

“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文学创作工程”强力
拉动了深圳文学发展。从中国作协到深圳市委
市政府都对文学工程高度重视，有力保障了各
创作项目的顺利完成。夯实基础后，深圳又启
动重点题材创作扶持项目，目前已有 150个
文学创作选题得到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
项基金等各类政府资金的资助扶持。

深圳不断完善优秀作品扶持机制、
优秀文学人才的激励机制、获奖作家
作品的奖励办法、文艺家工作室制
度。连续举办8届的深圳青年文学奖

在全国形成影响，是深圳扶持青年作家、激励精
品创作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平台。在办好市文艺创
作室、深圳春天文学基金会、深圳特区文学杂志
社的基础上，深圳正进一步探讨创办深圳文学院、
成立文学期刊联盟等模式，有望为文学事业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在这座中国最具活力的新都市里，文学负载着
人们蓬勃的热情和想象力，以青春的声音阐释当代
中国的光荣与梦想。现在，深圳瞄准了打造世界“文
学之城”的目标，努力追赶爱丁堡、墨尔本、爱荷华
的脚步。在发展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城市文化，
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等进程中，深圳文学
将谱写更加豪迈激越的新篇章。

完善优秀作品人才激励机制

城市的“文化充电器” 市民的“精神加油站”

深圳个性书店逆势 遍地开花
■ 林坤城 宦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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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举办诗歌分享活动

在深圳举办的全国打工文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