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 2013年8月17日 星期六

编辑：张宇 美编：石岩 组版：陈华娱体·文化

携新书亮相上海书展，张炜：

小小聪聪明明是是成成为为大大作作家家的的障障碍碍
日前，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携

新作散文集《疏离的神情》和《谈简朴生活》现身上海书展并举行
签售。在上海书展上张炜还为其另一部长篇访谈作品《行者的迷
宫》举行首发。当谈到自己1000多万字的极大创作数量时，张炜引
用英国作家毛姆的话说，伟大的作家必然多产，多产的作家未必
伟大。

张炜 师文静 摄

从文学写作到生活，新书内容丰富多彩
每次推出新书都会引起广

泛社会话题的张炜，是文坛中
少有的多产作家。此次张炜的
新书《疏离的神情》是他在万松
浦书院春季讲坛的授课记录，
书中话题广泛，涉及领域包括
写作、艺术批评、文本分析、阅
读欣赏等多个领域。而在《谈简
朴生活》中，张炜则从万松浦书

院的地理开始，谈文学、谈生
活、谈动物、谈传统文化及其传
承。《行者的迷宫》则由张炜与

《南方周末》记者朱又可长达近
一个月的采访整理成书。

张炜称，之前在他得带状
疱疹病期间，答应与朱又可完
成一个长篇访谈，这个访谈来
回进行了11次，最终整理成30

万字的《行者的迷宫》。“这是我
第一次接受记者如此长时间的
访谈，这本书中我认认真真地
梳理了我的文学道路、生活道
路以及我的阅读史等与写作相
关的内容。书中还谈了很多其
他问题，如土改运动、国际工
运，以及养猫和山东的风俗等，
我觉得比较杂乱。”

搞文学的聪明人太多了，伟大的作家难产
张炜喜欢谈列夫·托尔斯

泰、鲁迅等大作家的作品，因为
这些作家难得，我们所处的时
代很难再产生这样伟大的作
家，所以应该多谈他们。张炜
称，这是一个稍微谈点儿善
良、谈点儿理想就被嘲笑的时
代，大家谈得最多的是销量和
点击量。“但是，这个时代又是
需要谈伟大作家的，伟大的作

家难得不易做，我们若按照伟
大作家的规格，做一点儿就很
好了。现在搞文艺、搞文学的
聪明人太多了，这些人乖巧聪
明，喜欢以小博大，以小的劳动
博取更大的利益，而稍微冒点
儿傻气的人，就被人称为‘一根
筋’，被看做是保守的人。”

在谈到如何成为一个伟大
的作家时，张炜说，他个人的小

聪明，是他成长为伟大作家的
障碍。“在未来阻碍我写作上
发展的东西不是技术和阅历，
最大的顽疾是我个人的小聪
明、胆怯和投机。我不觉得一
个会耍小聪明的人能成为好
作家。成为伟大的作家需要很
多条件的限制，但是只知道耍
小聪明的人不会成为伟大的
作家。”

当下坏书特别多，书的质量最重要
无论在何时，张

炜430万字的长篇巨
著《你在高原》总是

被关注的焦点。当提到为何能
有精力写430万字的长篇小说
时，张炜称，写作数量不应该特
别重视，关键是作家要认真地
对待自己的思想。尤其是在当
下坏书特别多的时代，书最重
要的是质量。

针对自己的创作量问题，
张炜进行了简单的解释，他借
用了毛姆的话：伟大的作家必
然多产，而多产的作家未必伟
大。张炜说，很难想象托尔斯
泰、高尔基甚至列宁等人会有
这么多作品，他们是怎么写出
这么多著作的。好的作家需要
完整地表达生命，所以才有如
此多的作品，每一个有才华的

生命都具有巨大的创造力。
当下网络语言运用千奇百

怪，“酱紫”“鸭梨”“杯具”“屌丝”
等新潮语层出不穷，张炜从写作
的文本质量，谈到了作家对语言
的应用，以及当下的网络语言。他
称，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不规
范的网络语言把我们传播文明、
文化的符号系统给破坏了，很容
易引起对我们文明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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