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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接受专访称《知青》是思想的产物，梁晓声：

为知青文学注入新的元素
文/片 本报记者 倪自放

创作缘起
“对文革那段失却的历

史，要有真实的体现”

毫无疑问，梁晓声是中国文
学史上知青文学中最具里程碑意
义的一位作家，他之前的作品《今

夜有暴风雪》《雪城》《这是一片神

奇的土地》《年轮》都曾引起过轰
动。所以梁晓声再次出手写《知

青》，马上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齐鲁晚报：距离你上一部重

要的知青题材作品，已经过去十

多年了，为什么现在“出山”做

《知青》？

梁晓声：我之前的那些作品

大多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比较

晚的《年轮》是1995年创作的，那

时候我刚刚回城，与我的知青岁

月间隔比较短，写起来都比较冲

动，比较有激情，但不可否认的

是，那不是全面的知青岁月

表达。我感觉我还有

东西要表达，我要
为知青文学注入

新的元素。

齐鲁晚
报：这部《知

青》，与之

前的知青

题材文学作品根本性的区别是什

么？

梁晓声：那就是写作的半径

和尺度有大的突破，我所指的拓

宽，不仅仅是某些画面的首次呈

现，还有思想认识领域的创新，应

该说，《知青》是思想的产物。

写知青题材，不可避免地要
涉及文革，我们过去的知青作

品，对这个东西涉及的不多，或

者过滤式涉及，是删除式呈现，

这对历史来说，是极其不严肃的

事情。《知青》对此要真实地呈

现，那是我们的历史，没有必要
回避，我会解放思想，胆子要大，

要去呈现。

现实主义
“浪漫化，是对历史的不

严肃、不负责任”

梁晓声觉得，电视剧《知青》

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让观众看到

真正的知青是什么样子，而不是

被美化、被浪漫化、被规避掉的

“生活”。在这部电视剧中，他试图

解释，为什么那个时代产生了共和
国“最无怨无悔”的一代人——— 因
为他们曾和最任劳任怨养活中国

的农民们同舟共济、抱团取暖过；

因为了解农村的真相，所以了解时

代宣传外大

半个中国的

真相。

齐 鲁
晚报：你说

过 ，这 部

《知青》是

绝对的现实主义写作。

梁晓声：所谓的现实主义，对

于这部作品而言，就是忠实于我
所生活的年代，最大程度地对时

代特征进行描摹。首先是要相对

地全景式展现，完全全景式不可

能；其次，文学的主要任务不是表

现人性恶，我们关注的是，在特定

历史条件下，人性还能固守什么？

人还能互相抱团取暖吗？第三，这

部剧还是有排他性的，同题材的

作品表现过的东西，我们尽量不
去重复，我自己之前的同题材作

品也要尽量避开。

齐鲁晚报：具体而言，这种现

实主义如何表现？

梁晓声：一个事实是，上山下
乡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运动，整

整一代人首先是被运动，其次才是

怎样在运动中进行精神情怀的自

我救赎。再也不可以是一种很浪

漫、很有意思、很好玩的电视剧，看

不到劳动、看不到知青与农民、知

青与知青间那种情感，只是大家谈

谈恋爱，象征性地干一点点活，那

是不可以的。那样越拍越差。他们

干活吗？如果整个剧我们看不到扎

扎实实的劳动，是不行的。

浪漫化，是对历史的不郑

重、不严肃、不负责任。要有些悲

壮色彩，那本身就是悲壮的年

代，北京一个400多人的知青队

伍，死了的就有20多个，你不能

过滤这些历史。

为此，剧组专门在东北弄了

一片地，用来拍麦收的场景，这其

中也融入了我个人的生活体悟，

我在黑河待了七年多，像我这样
的人，麦收时也痛苦得想逃离建

设兵团。

对于这部《知青》而言，现实

主义是必须坚持的，如果连现实

主义都不是，就根本不可能追求

什么史诗性。

思想高度
“我本人也算是那个年代

有点思想的知青”

梁晓声说，《知青》里有爱情，

但他绝不把边边角角的爱情无限
放大作为作品最主要的内容。

“《知青》是思想的产物。”梁晓声

说。

齐鲁晚报：你说《知青》要完

善一个时代的历史，那是一个什

么样的时代？

梁晓声：现实情况是，当时知

青中有不少人开始思考文革对不
对。契诃夫《第六病室》里曾经有

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是“俄罗斯病

了”，在《知青》中，剧中人物也喊
出了“中国病了”这样的话语。说

这样的话，在当年是可以被打成

反革命甚至枪毙的。类似于剧中

这个人物的知青，在当时不在少

数，那是一个思想者的时代。

齐鲁晚报：《知青》里的人物，

有多少你个人的影子？

梁晓声：剧中主要人物的行

为，都有我对人生的思考。我也算

那个年代有点思想的知青，我的

档案里至今写有“此人只可利用

不可重用”的东西，我的思想和文

革格格不入，当时差一点被打成

反革命。

黑河9月16日电

61岁的梁晓声看起

来是个温和的老人，当谈

起当年的知青岁月、谈起

现在影视剧的浮躁时，他

会突然兴奋起来。梁晓声

说，他“出山”的理由不是

为了金钱，“把知青这个

题材大大地拓宽，是我在

这部电视剧上所作的努

力，这是现实主义的写

作，是为了补全一段失却

的历史。知青的岁月，绝

对不是吃了一点点苦、谈

点恋爱那样的浪漫，那是

苦难的岁月。”

在沉寂了十多年之后，中国知青文学的标杆性人物梁晓声创作了最新电视剧《知

青》。9月16日，电视剧《知青》在梁晓声当年下乡的黑河举行开机仪式，梁晓声在现场接受

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电视剧《知青》是思想的产物。”说这话的时候，梁晓声又变成了一个

平静的哲人。

梁晓声与本报记者倪自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