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师文静

定下写作规矩

没见过、没采访过的亲历者不写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很多文艺作品
中呈现过抗战支前的历史故事，你在写

《靠山》时，如何与众不同？
铁流：不少这类题材作品只是写了一

个历史横截面。我写《靠山》时，首先考虑
到的是，这个题材的深度、高度、宽度，要
放大它的视野。所以，我就从1921年中国
共产党成立开始写起，一直写到1949年打
过长江去。在这个大历史的跨度中，浓墨
重彩地写了农民群众在革命年代的种种
表现，集中在历史的长卷中写支前群众，
更有感染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你说这部书中
没见过面、没当面采访的亲历者不写，为
什么会给自己定下这样的规矩？

铁流：报告文学是靠双脚丈量出来
的，我一般把深入生活形容成“打一口
井”，深入生活得越深，井打得越深，水就
会越强大。在这部书的创作中，我给自己
定下了规则：须腿勤、手勤、眼勤、嘴勤，坚
持这四勤。同时，没有见到的不写，没有交
流过的不写，没能深挖故事的采访对象不
写。

比如，我采访每一个人物，直到对方
谈足了，无话可谈了，才能达到采访的目
的和效果。有的农民老兄老了、记忆不清
了，我就跟他反复地拉家常，慢慢地一步
一步帮助他打开话匣子，很多故事都是这
样一点一点地深入了解到的。

采访的过程其实是对我的一种精神
洗礼的过程，在跟农民老兄拉家常的过程
中，作品也在我的心里生长起来。这才让
我在写作的时候非常顺利，写作时回想起
来很多场景让我落泪。尽管这段历史已离
我们远去，这些故事离我们很远，但是今
天揭开这个盖子，仍然觉得一股温情、感
动的力量扑面而来。

深入生活的深度和宽度
是以前作品无法达到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靠山》大跨度
的历史时间线，有生动的历史场景，写作
时怎么平衡文学与历史真实的关系？真
实的历史与文学的阅读趣味如何做到融
合？

铁流：我在作品扉页上写了这么一句
话：虚构的东西远远没有现实精彩。最高
明的作家，他虚构的能力，也达不到现实
生活的精彩。这句话也是我这十多年来深
入生活、深度采访支前故事得出的一个真
切的感受。

历史毕竟还是历史，要把历史通过什

么载体来讲给读者呢？还是文学。《靠山》
的写作，就是用文学的语言来讲述真实的
历史故事。不是对历史的还原，不是对历
史的照片式留存，是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的
一种文学创作。

这部作品中有很多文学艺术的特征。
比如，我写到了丰富的风土民情，包括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咱们沂蒙山的青年是
怎么结婚的等等。书中有很多详实、有趣
的细节，读者会了解到当年结婚的谚语：

“一把栗子，一把枣，大的领着小的跑。”
《靠山》写到了很多类似的风土人情，也有
大量的当年的歌谣、顺口溜，这就增强了
这部作品的民俗性、地域性和文化性，我
认为也增加了这部作品的宽度、厚度和深
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这部作品创作
了14年才完成，在您心目中，是不是也有
特别的分量？

铁流：我用了这么多年来创作这部作
品，当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我对这部作
品是有着一定信心的。

这么多年，我经过一步一步的创作走
到今天，积累了很多创作经验，特别是在
文学的表达、文学的诉求上，我也比以前
成熟了。严格地讲，我认为《靠山》这一部
作品，可能超越了我之前的一些作品。虽
然我的《国家记忆——— 一本共产党宣言的
中国传奇》《支书与他的村庄——— 中国城
中村农民生存报告》《中国民办教育调查》
等，有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有入选“五个一
工程”作品的，但是我对这部作品格外地
厚爱，格外地看重。

《靠山》这部作品除了创作时间长，
我深入生活的深度和宽度，也是以前的
作品无法达到的。我厚爱这部作品，还
因为我对这部作品倾注了深厚的感情。
之所以倾注感情，是因为我所写的这个群
体，他们当年的经历，他们忘我的精神，带
给我太多的感动。有了这种感动，在我下
笔的时候，作为写作者，我的感情格外充
沛。

这部作品中，写到了很多支前活动
的亲历者，不少他们的后代都看得很感
动，说我写出了他们心目中的“母亲”

“父亲”。我想这也是得益于我多年扎根
乡土生活，真实地还原了这些人物。得
到后代人的肯定，我也非常高兴。

因为生活丰富多彩
报告文学队伍越来越壮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今年是主题创
作、红色题材的大年，不少报告文学作品
出版。这些年报告文学也越来越受重视，
你怎么看这一现象？大题材报告文学应该
怎么吸引读者，吸引年轻人？

铁流：有评论家的观点认为《史记》就
是历史性报告文学，认为报告文学可以往

前推，有数千年历史。但是，报告文学真正
开始活跃是在上世纪80年代，好多作家写
出了一系列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进入新
时代，更多的作家融入报告文学队伍当
中。最近几年，更多优秀的作家开始创作
报告文学。

但是报告文学不好写，它是靠双脚走
出来的。虚构小说创作可以关在书斋中虚
构、想象，报告文学也可以想象，但更重要
的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报告文学创
作的艰难性，让好多作家都望而却步。那
么为什么更多作家开始报告文学创作呢？
因为我们的生活太丰富多彩了，这会吸引
众多作家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可能有时候虚构小说无法跟上生活
的步伐，但报告文学能即时地反映当下，
也能反映历史，它能很快地呈现出来。但
报告文学写好也不容易，得用上脚力、手
力、脑力、嘴力甚至耳力。把这些综合起来
之后，才能写好一部作品。

报告文学是跟生活、跟社会、跟民族
的命运紧密相关的，它独特的体裁，吸引
了这两年出版社、读者、媒体等对报告文
学的关注。报告文学正在四面开花，文体
越来越成熟，创作队伍越来越大。

《靠山》首印三万册半个月已经快卖
完了，编辑说读者中有大量的年轻人。创
作时我也在想这部作品能不能被年轻人
喜欢，目前来看他们非常喜欢。主题类创
作文学作品只要写得接地气，只要具有温
暖人心的力量，就会受到老中青读者的喜
爱和关注。

阅读像春雨的滋润
让年轻人快乐成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书博会在济南
召开，迎来一波阅读高潮。你觉得在碎片
化阅读时代，我们强调阅读文学作品的意
义和价值在哪里？你给年轻人有什么建
议？

铁流：好的文学作品内涵丰富，虽然
部头很大，但很多人照样读得下去。虽然
大家生活都很忙碌，但是也可以抽时间进
行深度阅读。

这次书博会也给我一个很大的冲
击，没想到有那么多的读者，在书博会
上挑选图书。现在仍然有很强大的读者
群体。只是时代太繁杂了，吸引每个人
去做的事太多了，读书的时间可能被压
缩了，但无论长短，只要想读书、喜欢读
书就可以了。

书是进入人心灵的最好载体，书具有
温暖人心的力量，有着一盏明灯的作用。
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多读书、读好
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想对年轻
人说，读书就像地里的庄稼一样，经过春
雪、春雨的滋润，会成长得很快乐。少玩一
点游戏，多去读一点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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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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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重磅新作《靠山》

铁流：报告文学是靠双脚丈量出来的

在济南举办的第30
届书博会上，山东省作
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
文联副主席、作家铁流
携新作《靠山》亮相。《靠
山》这部作品从极细致、
极微小处落笔，以曾经
亲历其中的无数普通人
讲述的微末细节，独辟
蹊径，尝试进入宏大的
历史。该书自6月底出版
以来受到广泛的关注，
得到读者喜爱。

《靠山》作为重磅主
题图书，全景式地呈现
了革命年代尤其是抗日
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
众踊跃支前的动人场
面。铁流自2007年3月开
始创作这部作品，足迹
遍布山东、湖南、河南、
河北、江西、陕北、江苏
等地，对上世纪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中支前活
动的亲历者及其后人进
行了详细的走访与记
录，并查阅各类文献、历
史资料，将采访人物及
口述资料逐一与相关历
史记录进行对比、整合，
最终形成字数过亿的庞
大内容储备，很多史料、
情节和场面都是第一次
被披露。《靠山》中“长征
前夜的故事”“辛巳年的
沂蒙”“队伍从他们肩上
穿过”“抬着担架上前
线”等章节写出了历史
洪流中的动人场景和现
场，深深地感染着读者。

在17日接受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
时，铁流畅谈了他创作

《靠山》的过程，以及这
部作品对他的重要意
义。在谈及报告文学创
作时，他说：“报告文学
体裁创作的艰难性，让
好多作家都望而却步。
那么为什么更多作家开
始报告文学写作呢？因
为我们的生活太丰富多
彩了，这吸引众多作家
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A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