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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澳门文学研究20年

　　澳门文学是在“中华民族文学画卷中颇具代表性”且“有特色、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文学”。（王蒙：

《澳门文学丛书：总序》）这既得益于澳门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文化环境，也得益于文学创作的不断开拓与细化。

饶芃子以“跨文化场”来定义澳门独特的文化格局（汪春、谭美玲：《澳门土生文学作品选·饶芃子序》，澳门大

学出版中心2001年版），跨文化性的澳门文学创作与澳门文学研究，是探索澳门文学的两个基本维度。

　　借助定量研究方法，依托文献量较大的CNKI数据库，以“澳门文学”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并完成逐篇人工筛

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1999-2019年的时间区间内，澳门文学研究的相关有效文献数量为199篇。对比同时段

以“华文文学”作为主题词检索得到的2644篇检索结果，将数据通过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 Space处理，可以直

观、分时地揭示研究热点与研究重点。

　　基于数据分析，“土生文学”、“土生葡人”是20年澳门文学研究的高频词，《澳门文学源流与涵义之辨

析》（张剑桦：《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中将澳门文学界定为一种“植入式文

学”，认为其缺乏“根生性文学”元素。上述关键词的出现论证了澳门的历史性、地域性与跨文化性，其高频次

则证实了地域文化与文学书写的关系成为澳门文学基本的研究视角。“诗歌”、“诗人”及“小说”、“小说创

作”提示着澳门文学的主流研究领域，尤其是诗歌，高中心度的数据揭示了诗歌在澳门文学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高频词“文艺刊物”、“文学艺术刊物”、“文化杂志”佐证了澳门文学副刊化现状。澳门诗歌、散文的发表与

传播依赖文学杂志及文学副刊，因而媒介研究可成为澳门文化生态研究的另一个视角。“新文学”和“汉语文

学”两个关键词反映出澳门文学已被纳入“汉语新文学”研究视阈，《澳门文学与汉语文学的后现代感兴》（朱

寿桐：《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3期）与《澳门文学与汉语新文学的理论启示》（朱寿桐《南方文坛》2019

年第4期)阐述了澳门经验对于汉语新文学领域的独特贡献。

　　澳门的文化记忆来源于历史经验与个人想象的结合，澳门文学研究并不限于“澳门性”叙述，关键词“社会

发展”通过对于澳门社会文化环境的描摹将澳门文学放置于宏阔的“澳门学”视野之中。朱寿桐在《从澳门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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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文学》（《光明日报》2015年12月21日）中论述：“文学运作一方面需要借助于文化优选法，选择最有价

值最有魅力的作品，将其作为一定时代、一定语言、一定文化的典型代表，做学术分析和历史评价；可另一方

面，文学需要大多数人甚至全民的参与，不仅仅是接受和阅读环节，也包括写作和发表环节。”创作主体门槛的

下移，伴随着创作群体的持续扩展，“民间文学”成为研究热点。

　　综合考察下载量、被引量等因素，从CNKI数据库统计出澳门文学研究关注度最高的十篇文献。对其进行抽

样研究，并与图谱数据对照，两者在研究重点上体现出了一致性。

　　澳门地域文化与澳门文学的关系是理论辨析的重要论题。从数据层面来看，四篇论文立足文化维度展开论

述。《从澳门文化看澳门文学》（饶芃子：《文学研究》2001年第7期）从澳门文化的跨文化性质、边缘性、多

元共生三个视角探讨澳门文学的“他者”形象、身份批评、文化容量，从“互看”开掘深层文化意义。《文化视

野中的澳门文学》（刘登翰：《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将文化视作实践的产物，因而成了“物质的凝聚”与

“精神的衍化”。文章详细阐释澳门文化的成因及背景，讨论在文化与地理双重作用下，澳门文学的特点和局

限。《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饶芃子、费勇：《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从澳门文化的发展脉络，阐述

“我是谁”的身份问题、“他是谁”的跨文化问题，以及澳门文学的“澳门性”问题。《族群、文化身份与华人

文学——以台湾香港澳门文学史的撰述为例》（黎湘萍《华文文学》2004年第1期）提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的互动性是港澳台文学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研究现状与研究范式也是澳门文学研究的常规切入点，一方面通过个案研究，专注澳门本地文学创作，一方

面借助比较研究，对读澳门文学与港台及内地作品。《分流与整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刘登翰：

《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将港澳台文学的变革视为“一个长期被我们忽略了的文学事实”的“一种结构性的

变化”，澳门文学的性质是“逸出大陆文学发展轨迹之外的另一种文学存在”。《香港文学与澳门文学“中国形

象”的对读》（赵小琪、张晶：《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将香港文学与澳门文学作为两个独立又关联的

地域文学实体，从政治、经济和生态三个层面研究港澳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印证文学生产场域与其他社会场

域之间互相制约的关系, 揭示港澳不同文学场域内“中国”想象的话语差异及潜在因素。《2003年内地的港澳文

学研究综述》（李娜：《华文文学》2004年第6期）指明澳门文学研究的问题与价值，理论思考有助于研究话语

资源的丰富与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

　　“可能性”是学者对澳门文学特质较为通识性的论断。文学副刊是接受澳门文学的路径。《澳门文学与报纸

副刊》（廖子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年第1期）表明“框框文学”形式在上世纪末成为了诗歌与散文的

重要园地，但当前受限于篇幅，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澳门文学深层推进。《澳门新诗创作及其评论特征》（古

远清：《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将澳门新诗看作内地诗作的延续，澳门在多元语境中接纳

了新诗与旧诗的共存。《澳门文学源流与涵义之辨析》（张剑桦：《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6期）以溯源的方式，探究澳门文学的界定。

　　2019年，朱寿桐相继发表《澳门文学的传统与文化格局》（《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

期）、《澳门文学与汉语新文学的理论启示》（《南方文坛》2019年第4期）、《澳门文学与汉语文学的后现代

感兴》（《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3期）三篇论文，从文化格局与汉语新文学视角阐释现今澳门文学创作的侨

寓文化性质和新型写作生态。

　　上世纪80年代起步的澳门文学研究，理论滞后于创作，呈现出偶发性、阶段性、间歇性的研究特点。面对澳

门文学发展，创作该如何与文化产业相匹配，从而生成澳门文学的新生态模式？如何借助澳门多元文化，“结合

民族基础与世界意识”？如何解决土生葡人文学作品的语言翻译问题？澳门文学的深入研究，史料发现和文本细

读仍将是两种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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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用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农村移风易俗走实走深
“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建设暨纪念西安事变8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资讯
“中等强国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京举行
杏坛大师 楠木成森：纪念黄枬森先生百年诞辰
党对“三农”问题的百年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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