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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咱烟烟台台人人写写的的中中篇篇小小说说《《坦坦克克》》获获了了泰泰山山文文艺艺奖奖，，本本报报对对她她进进行行了了专专访访————

灵感来了挡不住
码字一周获大奖
本报记者 刘清源

近日，山东省第四届泰山文艺奖和第二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
评选结果揭晓。烟台市11部作品获奖，其中王秀梅的《坦克》获中篇小说
奖。4日，本报记者对王秀梅进行了专访。

《坦克》的创作是在2 0 0 9年的十一月
底，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小说，和另外一个
没有完成的中篇小说《惊蛰》有关。我记得
当时极想通过《惊蛰》表达中年女人的精神
困顿，但是在完成了大约一千多字的时候
就感到万分不畅，无法进行下去，于是小说
就被搁置。

搁置后的第二天，我就有了一个发生在
绑架者和被绑架者之间对垒故事的构思。当
时只是一个简单的构思，小说里绝大部分情
节都是创作过程中产生的。大约是在第四
天，这个关于绑架的小说开始动工。起初我
把它命名为《乌鸦》，当时希望把乌鸦这种动
物作为一个意象，表达我想表达的关于中年
女人精神困顿的问题。后来我舍弃《乌鸦》改
用《坦克》，原因有两个，一是坦克这个道具
是在写作进行到后半程时偶起灵感而派生
出的；二是坦克作为小说里的游戏道具，它
兼具这个绑架故事的荒诞意味及我想表达
的庞大的精神困顿意味。这个小说进行得较
为顺畅和愉悦，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2009年12月我把小说寄给了《人民文
学》，2010年正月初四，我的责编杨泥发来短
信，说主编觉得小说不错，留用了。这也是我
第一次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

王秀梅谈《坦克》

王秀梅从2001年正式进行文学创作，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9年成为山东省作
协首届签约作家，烟台市作协副主席。10年间，她发表文学作品400多万字。

烟台11部作品获泰山文艺奖
瓦当的《漫漫无声》获长篇小说奖，王秀梅的《坦克》获中篇小说奖，王月鹏的《怀着怕和爱》

获散文奖，冯海潮的当代舞《忆·峥嵘岁月》获舞蹈类二等奖，汪瀛的版画《渔港归霞》获美术类
二等奖，安立的一笔空心连体书法《毛泽东诗词〈卜算子·咏梅〉》获民间文艺类二等奖。烟台市
吕剧院创作演出的吕剧《烟台山作证》获戏剧类三等奖，烟台广播电视台、烟台工人文化宫的小
品《不客气地说》获曲艺类三等奖，烟台广播电视台的电视短剧《(阳光别墅)姐夫与小舅子》获电
视类三等奖，烟台广播电视台的三维动画片《冰火之晶》获动画类三等奖；丛臣亭的纪实摄影

《民以食为天》(组照)获摄影类三等奖。

格链接：
从小跟姥爷识字

可以看到各种杂志
12月4日，记者通过电话和王秀梅约

访时，听到的是一个很开朗、很豪爽的声
音。下午在本报报社，她突然出现在眼前
时，记者看到的却是娇小的身材和眼里
闪着的童真。

王秀梅上世纪70年代出生在牟平的
一个乡村，因为姐妹一共4人，负担不起4

个孩子的父母将王秀梅送到了姥姥家抚
养。王秀梅说，姥爷是村里的会计，识字
又擅长画画，骨子里尽是文人的清高。

在王秀梅的幼年时光里，经历了各
种矛盾、车祸、病症，这让她的性格中透
着脆弱和敏感，还有些胆小。王秀梅说
她怕蛇怕得要命，不敢看蛇，也不敢说
蛇，甚至书里出现“蛇”字，她都要把字
抠掉。有时，她会感觉腰带都像一条蛇
一样，时刻束缚着她。她说之所以这么
害怕蛇，有一部分原因是她对来自外界
侵袭的惧怕没有得到期望中的安慰、重
视和体恤。

王秀梅说，两三岁时就开始跟姥爷
识字，父亲是村里的支部书记，她打小就
可以看些村里订阅的杂志。上世纪80年
代，她经常能看到《人民文学》、《小说选
刊》、《鸭绿江》、《故事会》和《今古传奇》，
还有《大众电影》、《大众电视》、《上影画
报》、《解放军画报》等。她说，在那个年代
的农村，这是很难得的。

2001年首次“触电”小说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王秀梅的初中在一所寄宿制学校就

读，在外界影响下，她变得很敏感。老师
对她的评价是没有喜怒哀乐，很孤僻。

虽然王秀梅喜欢文科，但因为是农
村孩子，当时很流行考中专，然后农转
非。为了非农业户口，她考了理科，去了
铁路工程学校，和文学越走越远。

毕业后她被分到烟台的铁路部门，
开始做工程，后来调到宣传部门做文字
工作。自1994年毕业到1998年，王秀梅唯
一一点跟文学有关的事情，就是经常去
大海阳路一个报刊亭买杂志，最常看的
是《青年文学》贺《小说月报》。

1998年，她开始偶尔在报纸上写一
点小散文。直到2001年写了第一篇小说，
才突然觉得有了创作灵感，从此一发不
可收。

结婚后，王秀梅的老公经常要出差。
一人在家的她，经常会感到孤独害怕，做
的梦也多是些有人破窗而入与她搏斗血
肉模糊的画面。就在这期间，她开始尝试
写惊悚小说，经常一个人深夜里绞尽脑
汁地思考各种荒诞的情节，写出了3部惊
悚题材的长篇小说。王秀梅认为，或许正
是创作这些作品的成就感，战胜了她自
小的胆小怯懦。

作为职业作家

表达现代人的真实生活
为了更适应作家这个身份的要求，

王秀梅经常阅读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
即使有些不喜欢，她也硬着头皮去读。她
说，她很满足现在的生活，作为一个当代
职业作家，她更愿意去创造、去表达现代
人的真实生活。

对于刚获得的山东省泰山文艺奖，
王秀梅比较淡定。她说，她更在乎来自于
行内人的支持，更在乎大家对她的作品、
文学观、成长史的认可，而不是某一个奖
项的获得与否。

王秀梅说，正是年少时的那些经历，
以及敏感、悲观、孤僻的性格，让她心思
更细腻，对生活的感悟也更深刻，这种性
格，非常适合文学创作。

在她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就像蛇的七寸，曾经的孤僻、胆小，其实
是怕受伤害的表现，所以她用外壳把自
己保护起来。不过，文学给了她一个表达
的空间，也回馈给她肯定的力量。

泰山文艺奖获得
者，王秀梅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熊戈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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