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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必须真诚，文学必须认真
———对话作家徐则臣

■ 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对话 知沪 悦赏言讲

周末

本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举行，41 岁的青年作
家徐则臣以小说《北上》荣获这一殊荣。

面对荣誉，徐则臣选择与热闹保持审慎的距离。于他，写
作依靠的不是一个又一个奖，而是一部又一部作品。

家专访独

WEEKEND

获奖
没有鲜花和掌声，

这活儿也得继续干

解放周末： 近些年来， 你一直是茅盾文学奖的有力角逐
者，今年终于获奖，是否好好地庆祝了一番？

徐则臣：茅盾文学奖揭晓那天，我正在上海书展现场做
活动，聊我新出的散文集《从一个蛋开始》，台下很多读者朋
友看到消息，都拥上台向我祝贺。当时的确挺高兴的。

当然，这种高兴肯定不是那种一惊一乍的高兴。一是我
已经知道入围了前十，有了点缓冲。但主要还是因为写了 20

多年，既适应了得奖，也适应了不得奖。

之后我就按照原计划去甘南和天水采风了，没有什么庆
祝仪式，也婉拒了大部分的采访。

作品是公共的，生活是我自己的，接下来该怎么样还是
怎么样，我不认为生活会有什么变化。这跟足球运动员踢球
一样，球进了，开心一下，还得继续踢、继续跑，这才是一个专
业球员该做的。

一个作家所依靠的，不是一个个奖，而是一部部作品。都
是“老运动员”了，都知道写作到底是怎么回事：有鲜花和掌
声固然很好，没有，这活儿也得继续干。

解放周末：有没有觉得大家的欢呼声中还有这样一种感
慨：“70后”作家中终于有人得茅盾文学奖了？

徐则臣：很多人表达了这层意思，我想大概是因为茅盾
文学奖在大家心目中分量很重，一定要得这个奖，才能证明
一个代际的作家群体成长了。

解放周末：这是否正说明了长久以来大家对“70 后”作
家并不十分看好？

徐则臣：可能是因为“70后”作家总体上有一个特点：长
篇写得少，进入长篇小说的创作相对比较晚，优秀的长篇作
品相对比较少。

其实，“70后”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都非常好，我们是伴随
着文学期刊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期刊对我们的培养和训练大
部分是在中短篇小说上。但现在判断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写作
成就，习惯拿长篇小说做标准。我相信，再等 5年、10年，“70

后”作家群体会产出一批优秀长篇作品的。

解放周末：有些人很反感这种代际归类，也就是给作家
贴标签。你呢？

徐则臣：同一代的作家肯定有一些共性的东西，代际归类、

贴标签，是为了叙述、评价和界定的方便。代际的研究并不是完
全不科学，有时候，共性的考察、用微观文学史的放大镜和显微
镜去研究文学也是有其必要性的，所以，我对此没有任何不适。

解放周末：在你看来，时代对作家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徐则臣：时代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一
个作家能够逃脱时代，拿起放大镜和显微镜一端详，代际打
在他们身上的烙印都是一清二楚的。

比如我们现在看李白和杜甫的写作，往往大而化之地认为
他们代表了唐诗的巅峰，而忘了他们的年龄差。但具体分析他
们的作品就会发现，安史之乱对杜甫的影响非常大，却对李白
影响不大，这导致了他们的作品在内容和风格上的巨大不同。

解放周末：总有人哀叹当代缺乏经典之作。

徐则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
典。一个作家能扎根自己的时代，敏锐捕捉到时代的变化并
艺术地呈现出来，我认为就是好的文学。

写作
如果没有问题，
我不会去写东西

解放周末：你的获奖作品《北上》，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
索，讲述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上几个家族间的百年“秘史”，力
图书写出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

为什么会挑战一个这么宏阔的题材？

徐则臣：首先当然是因为我和水的情感联结。

小时候，我家屋后就是一条河，现在没了；往北走大概
50到 100米，又有一条河；再往北走一两百米，还是一条河。

河流对农村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乐园：夏天捞鱼摸虾
挖藕，冬天滑冰。

初中的学校门口也有一条河，是运河，但不是京杭大运
河。冬天，学校里的自来水管一冻住，我们住校生就端着脸盆
和牙缸去运河边，蹲成一排，刷牙洗脸；夏天，我们不睡午觉，

跑去游泳，在水里打架。

后来我在淮安读书和工作，离工作地不远就是正儿八经的
京杭大运河了。所以，河流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参与了我的成长。

当然，很多人在河边生活，但未必会关注它，我为什么会关
注运河？现在想来，大概是因为我从小生活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只
能靠想象去触摸外面的世界，而想象世界需要一个载体，于我而
言，那就是河流。河流上溅起一朵水花、打一个水漂，或者漂过一
根草，我会想下一秒它流到哪儿了，一小时后、一天后、一年后又
流到哪儿了。我的想象力跟着这根草、这朵浪花一直往前走、往前
走。这条河从淮安流到徐州，然后流到临清、德州、天津，最后流到
北京，我就沿着这一个个节点往前想象着世界。

当我开始写小说时， 自然而然地把运河作为我的小说的背
景、故事的发生地。一点点地写下去，运河在我的笔下就越来越长
了，直到某一天它长到了 1797公里，那是京杭大运河的总长度。

吊诡的是，你对一件东西越熟悉，你对它的困惑就越大，

你会有从整体上探究它的冲动，不仅关注它的现在，还会对
它的过去和将来有兴趣。当我想写整条运河的时候，问题一
个接着一个：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条河？它仅仅是一条河吗？

在过去、今天和未来，它曾起过、正在起着、还将起哪些作用？

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它的态度有过哪些变化？

这条河既是流淌在大地上的，也是流淌在纸上、书中的，流

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我想从文化的意义上重新打量这条河。

解放周末：如你所说的那样，你是一个“问题青年”———

永远带着问题意识去写作。《北上》如是，之前的《耶路撒冷》

等其他作品也是。

徐则臣：问题意识确实是我个人写作的初衷，如果没有
问题，我不会去写东西，不管最后能否解决某个问题，它的确
是我写作的动力所在。 我不会因为一个故事很好就去讲它，

只有当它包含了我的某种困惑，或者可能提供解决困惑的某
种路径，我才有兴趣去写它。

解放周末：在你对运河产生困惑之前，你的困惑似乎一直是
围绕着城市的，以至于人们把你归入描写“北漂”的作家群体中。

徐则臣：我 18岁离开老家出来读书，大部分时间都在城
里生活。当然也可以写乡村，18年的记忆和多年写作训练出
来的想象力应该不至于掉链子。 但我总觉得最困扰我的，无
论是现实问题还是精神困惑，都来自城市生活。

写城市还是写乡村，有没有触及热点问题，题材是不是
足够重大，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决定我写不写、写什么的标
准， 一切取决于我是否有话要说———弄明白了有话要说，弄
不明白也有话要说。最困难的情况是，我知道我有话要说却
不知道如何开口。

世界是什么？ 有时候它铺展在我们脚下， 有时候它卷起
来，把我们紧紧地幽闭其中。宽阔和复杂对我来说是认识和表
达世界的重要标准。我的写作，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有
一条是不会变的：写每部小说都是要解决我的一个问题。

历史
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
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解放周末：《北上》 的核心故事发生在过去， 也就是历

史。从现实转向历史，你创作中的“问题意识”会不会因此而
弱化？

徐则臣：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
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一个作家写到一定程度，不可
避免地会触碰历史， 因为历史能够给作家提供一个宏观地、

系统地把握世界和时间的机会，这几乎是一个作家成长的必
经之路。好的历史小说应该是一部“创世记”。

我在《北上》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条河活起来，一段
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 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
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我的小说一直坚持在自
己的时代里琢磨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解放周末：如何在历史叙事中获得恰如其分、有价值的
“时代感”？

徐则臣：在当代写历史，在故事、细节和情景的意义上还
原历史现场也许并不难， 笨功夫做足了就能八九不离十。难
的是如何将这个时代的“时代感”注入作品中那个时代的“历
史感”中去，也就是如何在当代叙述历史。

人们常常把作家理解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以为只要有生
活，只要会编故事，就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我觉得这个观点
在今天已经不适宜了。过去，信息不那么发达，作家可能有机
会占有相对稀缺的故事资源，用讲述别人不太了解的生活或
故事，去征服读者、征服世界。但在媒体极其发达的网络时
代，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故事，下一秒就可能全球都知道了，

写作资源已经从个人的独特资源转变成了公共资源，这时你
还想靠故事来吸引人是不太可能的。这种情况下作家的价值
是什么？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是尝试表达问题、解决问题，

也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问题意识。

要在历史叙事中保持时代感，需要一个作家有非常好的
思辨能力，有足够开阔的眼界，足够与时俱进的意识，足够完
整和完善的思维训练。这些能力可以从学院的学术训练中获
得，更可能是从学院外的生活中获得的。很多优秀的作家，学
历并不高，但他们的阅读、他们的阅历、他们的思考，都使得
他们具备了这种能力。

真实
小说可以虚构，
常识不可以虚构

解放周末：《北上》探讨百年间运河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地
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这必然会涉及方方面
面的知识，为此你作了哪些准备？

徐则臣：我写《北上》还真有点无知者无畏，以为自己写运
河写了很多年，对运河的了解已经很深入了，但真到写的时候，

面临的困难远超我的预料。我过去对这条运河的熟悉只是宏观
上的，就像拿着望远镜看运河的轮廓，它的起伏、转折都能看得
很清楚，但小说不能只写轮廓，得一段段、一环环地落实到细
部。除了望远镜，还需要放大镜，甚至是显微镜。

我在 4年里读了六七十本关于运河的书， 但还是不行，就
重新走了一遍运河，从南到北，把运河沿途的重要水利枢纽、水
利工程全都走了个遍，认真地走、认真地看，感受水的流向、岸
边的植被。边走边看边读书，再做些案头工作，因为有些历史在
现场是看不见的。

亲身经历是无可替代的，这一旷日持久的田野调查改变了
我对运河的很多想法。过去对运河的想象太笼统了，比如镇水
兽的摆放和表情，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有的地方是石头的，有的
地方是铁的，每只镇水兽都有它自己的传说。

再比如水流。最初我看史料时感到很奇怪，说从杭州到北
京，怎么一会儿写今天船是上行，明天又变成下行了，后天又变
回上行了？上行是逆水，下行是顺水，为什么一艘从南往北走的
船会忽而顺水忽而逆水？实地走了才知道，运河是人工河，不是
自然的河流， 是活生生在大地的肌体上挖出来的一道伤口。它
要借别人的水源，它的水流方向由它与水源的位置关系和海拔
关系决定。水源在它前面，且地势比它高，它就从前面流下来，

船往上走就是逆水；水源在它后面，比如太湖、钱塘江，水往下
流，船往前走，这就是顺水。

解放周末：听说，在小说完稿后，你再一次去通州走了每处
与运河相关的地点，为什么？

徐则臣：当时我还在做最后的细节调整工作，我对当代故
事部分涉及的一些地理位置仍有些困惑和疑问，所以决定再走
一遭。那次同行的还有一位专治运河研究的教授，堪称运河的
“活地图”，无论走到运河哪一处，他都能将那里的历史、地理讲
得头头是道。

解放周末：为什么要这样和自己“过不去”？小说允许虚构，

现在一些所谓的“百科全书式”小说，经常出现一些常识性错误。

徐则臣：虽然错误难以避免，但我总想尽力避免，不想被人
说是在瞎扯。

我完成《北上》初稿后，请一位运河专家审读，他为我指出
了一些错误。 比如我在书中写的 1901年时运河经过徐州的那
一段，并不正确。受黄河、淮河影响，运河的河道一直在改变。我
不能睁着眼瞎写，就把那一段全删了，虽然很心疼。

尽管我很小心，但错误还是难以避免。小说第一版出版后，

一些朋友、读者都给我指出了不少细节问题。比如小说里写到
在淮安点了一道文思豆腐， 有位淮安的大厨就托朋友转告我，

在淮安吃的应该是平桥豆腐，文思豆腐是扬州的名菜。

再如，小说中写到，1901年，主人公之一的意大利人保罗·
迪马克经过河下古镇，身边的翻译、另一主人公谢平遥告诉他，

这就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长的地方。朋友纠正我，1901年
时世上还没人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因为《西游记》作
者是吴承恩这件事是后来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

我在小说第二版中把这些错误都改掉了。错了就是错了，小
说可以虚构，常识不可以虚构。写作必须真诚，文学必须认真。

文学
作家要不断地写，
读者要不断地看

解放周末：你每部作品的创作期都不短，数年才出一部长篇。

徐则臣：我不是赶时髦的人，何况写作本身就是滞后的，所
以我不追时髦，而是该怎么来就怎么来。我只对自己负责，因为
你没法对别人负责，最好的活法就是诚实地表达自我。这个世
界上，总会有人和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有那么几个人的频道
跟你一样，就够了。

解放周末：现在关注文学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你为此焦虑吗？

徐则臣：是不是越来越少了，这个说法本身是值得怀疑的。

但即使关注文学的人不是那么多，我们也不必过于焦虑。时代
在发展，不会永远按照我们过去制定的标准和趣味运行，作为
持有既定审美规范和标准的我们，可以做些挽救的努力，但如
果变化果真不可逆转，那就正视，不必抱残守缺，更不能用一把
旧尺子去度量一切新事物，也不能要求每个人的想法都和你我
一样。每个人终究是可以有，也应该有自己的选择的。

解放周末：很多人抱怨，现代生活节奏太快，以致没有时间
静心阅读。

徐则臣：有一种传统的想法，认为阅读需要大段的悠闲时
间，并在心情很放松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但现在一天之中，好像
很少有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时间段，于是很多人就选择了
刷手机，选择了碎片化阅读。其实是我们把阅读的条件定得过
高了， 我们完全可以用那些碎片时间来阅读一本完整的纸质
书，当然也可以是电子书，但要是完整的。深度的、沉浸式的阅
读一定要有。节奏快这个说法其实也成了我们吓唬自己和自我
懈怠的借口。

解放周末：你的阅读量大吗？

徐则臣：比较大，不看书心慌。一本书看完，可能不能详尽
地复述出来，无妨，继续读。大量的阅读非常重要。比如阅读鲁
迅先生的著作，感受字里行间的沉郁顿挫，那种反思的文风，以
及他写作时流露出来的问题意识，甚至是当时江南乡村的一种
凋敝的凄楚与苍凉。读完能留下这些感受，足够了。

作家要不断地写，读者要不断地看。优秀作家的产生必须
有一群作家作为一个基数，优秀的读者也必须有一个庞大的基
数才能产生。

徐则臣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著有《北上》《耶

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

冯牧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众多奖项。2019年 8月，《北上》获得第
十届茅盾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