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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我写作从没想

老少咸宜

齐鲁晚报：您为何去写一场
发生于20世纪初的英国十字军
侵藏战争呢？这场战争有何意
义？

杨志军：这场战争的前因后
果我大体知道，回看这场战争，
会发现它对当今社会的启迪意
义。

西藏抗英战争结束后，英军
本来要占领西藏，但是却无法将
基督教信仰强加于西藏。英国人
的信仰被西藏同化，英国人对西
藏的包容性感到惶恐，最终不得
不放弃。

所以我就觉得，以信仰为背
景的战争没有输赢。信仰的出发
点是和平、善美和爱，信仰的目
标是让所有人都幸福。通过写这
场战争，也是期待信仰能给世界
带来和平的理念，如果你的信仰
不是奉献社会，那么就会沦为战
争的武器。应该期待以信仰为背
景的战争的消除。

齐鲁晚报：小说中写实与虚
构怎么平衡？

杨志军：写实与虚构应该是
一半对一半。这场战争其实很复
杂，写得也复杂。小说中当时的
国际局势、进军线路、涉及的清
朝主要官员、战争的走向以及时
间和地点是真实的，这场战争怎
么组织、怎么打以及人物的对话
等是虚构的。

齐鲁晚报：您有没有想过
《西藏的战争》可能不如《藏獒》
那样老少咸宜。

杨志军：写作中从来没有想
过书出来后是否会老少咸宜，不
会太多考虑市场因素。《西藏的
战争》是献给我的写作理想的，
我在写作中力争写得让自己满
意，也力争把故事写得地道，把
思想写得深刻。历史是客观存在
的，而在写小说时，我则力争发
掘出这场战争中人的精神来。

广义上来说，作家应该是思
想家，我一直期待自己的写作能

有古典性、古典美。

从海平面看高原

反而更清晰

齐鲁晚报：您曾经多年生活
在青藏高原，吃斋、念佛，过着简
单的生活。定居青岛之后，喧嚣
的城市环境会给您带来困扰吗？

杨志军：我是1995年在青岛
定居下来的，现在的生活依然是
坚持不吃荤、不抽烟、不喝酒。

我与城市总是格格不入。我
来自青海，有6年时间常住草原，
在高原的生活中，每天只要抬头
就可以看到雪山。我对城市的现
代文明有一种天然的排斥，而恰
恰是这种排斥，让我更多思念雪
山，心里想念的都是青藏高原。
在青藏高原是简单地生存，拥有
简单的人际关系，而文明社会有
很复杂的规则，把人际关系搞得
更复杂，我就排斥。

齐鲁晚报：所以，这种纠葛
让您完成了藏地系列小
说？

杨志军：怀念过
去 ，就 会 有 怀 旧 的 情
感，怀旧时间长了就是
乡愁，而乡愁是写作的
一种强有力的推动。

我从青岛的海平面
看向高原，反而高原会
变得很清晰。就像欣赏一
幅油画，越远才能越美，
距离油画太近只能看到
它的粗线条，而远了则能
看清它的亮点。

在距离中，处处存在
比较，这些比较让我思考
对高原需要什么样的赞
美，什么样的情感，什么样
的着力点。这些都是对写
作的营造。乡愁让我有不断
创作的冲动，远视让我有清
晰的表达，有明确的思想。

齐鲁晚报：那除了写作您怎
么释放自己的乡愁？

杨志军：我每年还要回青藏
高原1-2个月，一是要宣泄一下
我的思念，另外我的老母亲还在

高原上生活，各方面原因都需要
回去。而青岛与高原是两种反差
很大的生活，会有情感和思想上
的落差。

从自然到精神再到信仰

于是写了《西藏的战争》

齐鲁晚报：当年《藏獒》系列
火热时，您提倡“獒精神”的声音
似乎还很清晰，“獒精神热”给读
者留下了什么？

杨志军：其实我根本没有
期待什么。藏獒精神完成了一
种人类精神价值的确认，在《藏
獒》三部曲中我表达给了读者，
同时我也不忧患藏獒精神的消
失。

齐鲁晚报：《藏獒》《伏藏》
《西藏的战争》，这就是您的“三
藏书”了吗？

杨志军：《藏獒》三部曲代
表 自 然 ，关 注 的 是 自 然 的 和

谐，自然与人类的和谐。而每
个人在温饱之后，会思考精神
的需求，所以我转向对精神高
度的关注。我在《伏藏》中写了
仓央嘉措的故事，追寻精神、
思想的升华。从自然到精神，
下 一 步 会 是 信 仰 ，所 以 写 了

《西藏的战争》。
从《藏獒》到《伏藏》只是涉

及到了佛教，我觉得一种信仰
背景不足以描述世界，才写了

《西藏的战争》，展示两种宗教
文化的仁爱、信守和慈悲等价
值。人可以没有宗教，但是不能
没有信仰，人的精神价值归属、
道德探索与宗教信仰是相通
的，相融合的。信仰的最高境界
是融合归一。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您完
结了藏地系列小说了？

杨志军：我以后还会写与西
藏有关的小说。下一部、下下一
部都与西藏有关。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记
者从山东省京剧院获悉，为庆祝

“三八”妇女节，山东省京剧院特
意于3月8日晚在梨园大戏院推
出经典传统京剧《杨门女将》，为
广大妇女献上节日的祝福。

该剧讲述了一个忠贞爱国、

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故事，由山
东省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杨洋(饰
穆桂英)、陈琛(饰佘太君)、刘栋
(饰柴郡主)、金梦(饰杨七娘)等倾
情演绎。省京剧院负责人介绍，该
场演出为公益性演出，欢迎社会
各界的女性朋友走进剧场欣赏。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记
者从山东艺术学院获悉，美国奥
本交响管乐团将于3月12日至14
日来我省访问交流，13日在山东
艺术学院长清和文东校区分别
举办两场军乐演出。此次活动由
山东艺术学院主办。

管乐气势磅礴，具有独特的
震撼力，而交响化的管乐，更加
细腻委婉。奥本交响管乐团是美
国著名的交响管乐团，已经成立
120年之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
的声誉，被誉为“百年之声 辉
煌管乐”。此次美国奥本交响管

乐团是首次来我国交流，先在北
京解放军军乐厅演出后，13日在
山东艺术学院为广大音乐爱好
者演出，届时将演奏多首世界名
曲，还有专门排练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进行曲》《北京喜讯传边
塞》两首中国作品。

美国奥本交响管乐团将来我省演出 京剧《杨门女将》献礼“三八”

《藏獒》之后再推《西藏的战争》

杨志军：高原是我写作的动力
本报记者 师文静

日前，《藏獒》的作

者杨志军出版了新一部

藏地系列小说《西藏的

战争》，通过百年前的战

争追寻信仰所带来的和

平、善美和爱。6日，记者

专访作家杨志军，他称，

定居青岛后，40余年的

青藏高原生活，在他心

中已经渐变成乡愁，成

为他写作的动力，而正

是这种乡愁让他对西藏

和高原有了清晰的表

达。杨志军还畅谈了自

己的新小说创作、写作

追求、写作轨迹、素食生

活等话题。

著有《藏獒1》《藏獒2》《藏獒3》《伏藏》等畅销作
品。作品曾入围茅盾文学奖、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并以
多种文字译介到国外。其中，《藏獒》系列作品被改编
为动画电影《藏獒多吉》入围素有“动漫戛纳”之称的
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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