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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夏立君：

创创作作一一定定程程度度上上
就就是是拜拜访访童童年年

本报记者 张宇

作家梦一寻五十年

从怀揣作家梦到真正成为
专业写作者，夏立君用了几十年
时间。1962年，夏立君出生于沂
南县，一个闭塞的村庄，村里识
字的人很少，家里也闻不到什么
书香，但他从读初中时就立志当
一个作家。

1981年临沂师专毕业后，夏
立君做了十余年教师。1997年，
他赴新疆支边，在喀什一所学校
任副校长，一去就是三年。回忆
那段岁月，夏立君说，这次支边
对他触动很大，当时他常一个人
不断换乘各种车辆，一次次游荡
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个人望向
遥远雄伟的雪峰，一个人行走在
见不到人影的沙漠戈壁。那种时
空的苍茫和不断的思考与感受，
不仅开阔了他的文学视野和人
生视野，也让他对国家、民族和
文化又有了一些新的观念。

从新疆回来后，夏立君又在
媒体行业工作了近20年。从上世
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算起，夏
立君创作颇丰，但他对此并不满
意，他认为自己的创作“一直处
于相当业余、低水平重复的状
态”。50岁到来之际，夏立君深感
焦虑，他希望能有时间真正安心
地从事深度创作，于是他向单位
提出申请，开始了专业读写。《时
间的压力》就是他此后努力五六
年的成果。

追溯夏立君何以投身历史
长河中，对话、解读历史人物，
大约得从他童年时开始了。他
说：“我的文学追求，一开始就
与历史阅读兴趣相关。一些很
简单的历史读物，就会引起我
少年式的苍茫感。这或许就是
创作《时间的压力》的远因。创
作一定程度上就是拜访童年，
让童年成长。”

谈到做老师、媒体人的职
业经历和新疆三年的锻炼对自
己从事写作的帮助，夏立君称，

“写作是必须亮出个体本质的
劳作，作品的审美风貌一定是
作者个性与文化素养的综合呈
现。小说或许能让作者在作品
里隐藏或部分隐藏，但散文创
作则似乎需要把自己交出。”所
以，读者除了从他的散文中感
受到开阔、雄浑的历史感和澎
湃激情外，更容易被他的哲思
境界、细腻情怀和人性深度所
感染。于此而言，夏立君似乎不
用再焦虑了，因为他写了自己
要表达的，且有了知音。

西方哲学助力研读古人

谈起写《时间的压力》的初
衷，夏立君称，一是他有着长期
埋头读写古人的“远因”，更重要
的是，“我把解读传统养育出的
杰出古人，当作对抚养自己传统
的一种回报。传统确实在回归，
但让什么东西回归，警惕什么东
西回归，这无疑是时代大课题。
反省、警鉴是古史传统。‘反省’
绝不能在历史研读中缺位。对待
历史，反省缺失是危险的。”

夏立君说，历史散文领域名
家云集，自己虽坚持写作几十
年，但总感到有好多东西处在模
糊隔膜状态，需要一个成系列的
深入读写来打通。“我觉得，完成
一个古人系列是不错的途径。但

写此系列之初，好多文友都表示
疑惑。我有我的自信，若写不出
属于我的东西，权当逼自己读书
了。”

创作之初，夏立君有个5年
计划，即选择20位自先秦至明清
的代表性人物，通过深度研读，
每三个月左右写一人。但实际操
作起来，却困难重重，每个人物
皆需耗时半年甚至更久，时间少
了根本不行。虽然一旦动笔，文
章很快就能完成，但从研读到产
生写作冲动，却需要很长一段时
间，每每陷入惶惑时，他都需要
扩大阅读和思考的范围。“解读
司马迁，我必须通读吃透《史
记》，一些重要文章不知读了多
少遍。读写古人，还要研究从古
代到现代，特别是现当代对古人
的研究解读。”不仅如此，他还要
研读心理学、哲学，如为解读陶
渊明等古人，他研读海德格尔的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为写李
斯、商鞅，他研读福柯的《不正常
的人》；阿德勒、费洛姆等人的心
理学著作助其解读李白等古人。

“没有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的
映照，我所追求的解读境界难以
实现。”

夏立君为研读古人下了苦
工夫，不仅对中国的文化、历史
研究、积累很深，还学习了西方
哲学、心理学。他投身于历史长
河之中反观自身的勇气，也赢得
了评论家们的盛誉，鲁奖散文杂
文奖评委、作家穆涛称赞他试图
开凿出传统与今天的“人文栈
道”。

让作品经住学术考量

《时间的压力》获得鲁迅文
学奖后，夏立君给《钟山》主编贾
梦玮发过一条短信称“乡巴佬获

奖了”。的确，与冯骥才、余秋雨
等人相比，长居日照、埋头创作
的夏立君并不为广大读者所熟
知，但从他对作家梦的执著，对
时间的执著和在《时间的压力》
上下的苦工夫，大家就会明白，
这匹“黑马”杀将出来是有道理
的。

因为对古人所有的感受与
思考都萌发生成于文本与史实
探究之上，五年来夏立君桌上的
书换了不知多少茬。五年时间漫
长而又转瞬即逝，《时间的压力》
虽然书中只解读了9位古人，还
不到他当初设想人物的一半，但
时间跨度达2000年。夏立君说：

“这是一部解读古人、解读昨天
之书。因为人是唯一有时间及历
史感受与记忆的生灵。若说历史
是消逝了的时光，那么也可以说
现实就是历史的延伸与成长。”

靠什么打通这千百年的时

间距离？夏立君的方法就是真诚
地打开自己，把过去、现在乃至
未来看作一个大的时间单元，努
力理解古人在时间深处的挣扎、
奋斗、爱恨情仇，这其中的共通
之处就是人性，“人类能用文字
记录历史后的这数千年内，人性
无实质性变化。”说是解读古人，
但不难看出夏立君在历史人物
解说中的现实寄托，他关注的仍
是当下，“若不是关怀眼下这个
世界，又何必叨扰那些长眠者的
安宁呢？”

如今再谈创作之苦，似乎都
变成了“蜜糖”。数年前，“半老男
人”夏立君曾为300年前的一个
天才少年夏完淳热泪长流。这件
事有时被他当作笑谈，可仔细一
琢磨：谁说半老男人就不能有赤
子之心？如没有一颗赤子之心，
怎能真切感受古人所处时空下
承受的压力、他们的爱恨情仇？
而没有了这些，即便文章洋洋洒
洒多少万言，又能感动几人？如
今有多少作家都在创作和书写，
但有多少人能如他般付诸如此
的心力、心血和深情，的确值得
追问一下。问夏立君何以如此较
真，他说：“我研读古人追求用文
学的方式表达出来，虽然不是学
术表达，但要经得住学术眼光的
考量。”

创作不因获奖而改变

获鲁迅文学奖后，邀约夏立
君的各种活动多了，采访也多
了。“能感受到让你时间碎片化
的因素比从前更多了，不过不要
紧，如果我从前就喜欢热闹，就
不会有《时间的压力》。完成了

《时间的压力》，抗热闹的能力更
强了，获奖的热闹一阵就过去
了。”夏立君很清醒，他说：“我的
创作成就不高，获得鲁迅文学奖
感觉相当意外。奖项本质上是一
种奖励、激励，更根本的判断还
是要交给读者和时间。获奖对我
的创作方向不会有明显改变，但
对写作心态会有影响，那就是写
出更好的作品，对得住鲁迅精
神，对得住这个奖。”夏立君认
为，鲁迅有激烈批判传统的一
面，也有活在传统中的一面。他
们那一代学人，在背负沉重的传
统，遭遇西方文化冲击的同时，
爆发出了耀眼的光彩。“我想，一
个作家当他要写点什么的时候，
若能重读、重温鲁迅，起码能使
自己的作品免于过分媚俗与浅
薄吧。”

几次采访中，能明显感觉到
夏立君身上有一种紧迫感，他
说，大多数作家的创作黄金期是
30到60岁，因自己从50岁才开始
专业创作，他期待着自己的黄金
创作期能从50岁到65岁，甚至更
长点到70岁，用他的话说虽然

“有点秋行春令的味道了”，但人
有追求并愿意为此而付出努力，
尤其对作家而言就是“文学青
年”。夏立君说，历史人物散文的
写作所费时间已超过了原来的
规划，他对接下来的时间进行了
调整，“希望自己尽快进入关注
现实题材的小说或散文的写作
状态。有些作家对题材有较强的
稳定性、执著性，有些作家则有
较大跳跃性，我应当属于前者。
但即使我‘跳跃’到小说写作中，
恐怕也脱不了散文写作中形成
的方向与氛围。”由此，是否可以
认为，他的写作已进入到了谋人
生价值的阶段了呢？

┩おこち

近日，我省作家夏立君
凭借散文集《时间的压力》获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该书解
读了从先秦屈原到明末清初
的夏完淳共9位古人，被认为
是一部向中国传统文化致敬
的作品。其中开阔雄浑的历
史感、哲思境界和人性深度，
赢得了评论家的称赞。夏立
君称，《时间的压力》是对哺
育自己的传统的一种回报，
自己虽用文学的表述写古
人，但也力争让作品经得住
学术眼光的考量。

夏立君，1962年生于山
东沂南县，现居日照。曾任
中学教师十余年，赴新疆
喀什支边三年，现为日照
日报社高级编辑。上世纪
80年代始发作品。著有《天
堂里的牛栏》《草民康熙》
等十多万字小说。出版文
集《心中的风景》《时间之
箭》《时间的压力》等，曾获
得过钟山文学奖、林语堂
散文奖等。《时间的压力》
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A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