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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偶尔也需要走一段积极的窄路”
作家罗伟章、蒋蓝纵论“宽窄”辩证法

初夏的成都，阳光清
透，书香在空气中萦绕，
最适合一场养心的读书
会发生。5月8日，封面
新闻主办的一场名为“人
生无处不宽窄”的《宽窄
之道》读书会，在言几又
书店（悠方店）举行。作
为散文集《宽窄之道》的
两位作者，中国作协散文
委员会委员、散文家蒋蓝
和《四川文学》主编、小说
家罗伟章来到读书会现
场，与在场的近百名读者
畅谈分享创作心得、人生
故事、成都的茶馆文化、
宽窄哲学等多个课题。

蒋蓝还从历史、建筑
等角度分析成都的宽窄巷
子，并延伸谈到成都移民
文化的形成。“如果没有包
容、忍让，我们就无法谈宽
窄文化。”《宽窄之道》有声
书朗诵者王卉，现场朗诵
了《宽窄之道》中收录的蒋
蓝文章《从宽窄到中道》，
罗伟章《如宽一样窄，如窄
一样宽》片段。

在互动环节，读者踊
跃提问。有一位读者向
两位作家讨教，如何下手
写出一本特别的书？罗
伟章和蒋蓝从各自的经
验出发，给出真诚有效的
建议。读书会分享结束
后，不少读者意犹未尽，
围着蒋蓝和罗伟章求签
名和请教。

作家剖析自我心路，
读者静心聆听，专业诵读
者现场诵读，思考如何阅
读，如何写作，如何守住
自己的初心，如何理解我
们所生活的城市，思想的
光芒和情感的流动，共同
滋养出一个美好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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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中唱道，
“哥哥，走路你要走大路。”
罗伟章说，“这在歌中的
语境里，当然是有道理
的，是对的，但是展开来
说，窄路是不是都完全毫
无价值？也未必。”

作为《四川文学》主
编，罗伟章经常收到一些
稿子，“写得太四平八稳
了，好像是在走宽路。但
其实，这种走宽路的安全，
也往往缺少光彩，不会是
很好的文学作品。所以，
有时候也要走一些积极的
窄路，甚至走一些刀锋上
的路，能帮助你走上更高

的境界，走进不一样的宽
阔风景。生活中也有这个
道理：你可以跟风，随大
流。但是你也可以不跟
风，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进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也
就是说，宽路和窄路之间
的关系，不是绝对的此是
彼非的，而是辩证的。”

人生是丰富的，一个
人会遇到很多成对的概
念。比如宽与窄，理想与
现实，快与慢。如何把握
好这其中的平衡？对于
读者抛来的问题，罗伟章
没有武断地给一个笼统
答案，而是诚恳地说，“这

个问题太大了。因为每
个人情况不一样。并没
有标准答案。但是，我希
望我可以提一些方向帮助
你思考。比如，首先你要
发现自己，认清自己。然
后，你要有一颗淡定的心，
允许自己平凡。不是世界
上的每一个人都要成为顶
尖人物，才值得活着。第
三，我再给你一个我自己
的心得：阅读极其重要。
尤其是文学的阅读。”

自 2018 年 12 月 至
2019年9月，封面新闻、华
西都市报邀请吉狄马加、
邱华栋、李后强、吕进、叶
延滨、马原、吴传玖、李钢、
傅天琳、曹廷华、侯志明、
徐则臣、龚学敏、蒋蓝、周
啸天、张新泉、车延高、李
元胜、荣荣、田耳、王久辛、
杨克、阎安、胡弦、李少君、
曾凡华、刘笑伟、霍俊明、
刘萱、邓凯、贾梦玮、孙卫
卫、李瑾、何开四、缪克构、
丘树宏、谭继和、米瑞蓉、
罗伟章等40位名家，以散
文随笔的形式，书写他们
各自领悟的宽窄之道。

书中40位名家，有的
是专职作家，有的是学者，
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企
业家、资深媒体人，这些在
各个领域内卓有建树的文
人墨客才子专家们，以“宽
窄之道”为题，让深思飞
扬，文笔生花。

2019年10月，该系列
随笔被收集成册，由作家
出版社以《宽窄之道》之
名出版，随着读者的口碑
和业界的好评，成为当代
人文随笔新经典，不少文
章被转载或选为语文考
试试题。《宽窄之道》还曾
作为重磅图书，亮相首届
天府书展和北京图书订
货会，备受瞩目。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宽窄既是一种人生哲学也是一种动态的
人生境界。从窄到宽，从宽到窄，再从窄到
宽，都是非常自然的。蒋蓝分享了自己30年
前从自贡来到成都，“当时，我就深信自己一定
能写别人写不出来的成都。靠着这份梦想，
我从一个过客身份，通过书写成都，研究成都，
慢慢在这个城市扎根，成为一个成都人。”

蒋蓝透露，自己曾经写过一本书，花费一
年时间，19万字的稿费就5000块钱。”但是，
我还是要说，如果你有梦想，千万不要因为经
济压力放弃。因为敢于失败，往往更能抵达
成功。敢于走一段窄路，你会更有可能进入
宽阔之处。宽与窄的辩证法也是如此。”

罗伟章也有类似的人生故事。2000年，
在达州工作的罗伟章，因为热爱文学写作选
择辞职，一家人搬到成都寻找文学梦想。

他记得那是在一个平常的工作日，有一
个声音在耳边萦绕：“你再不写作，就老了。”
于是他就把手头的工作辞掉，选择去成都从
事文学写作。“当时在成都没有工作，没有收
入，也没去找任何亲友。就在家专职进行文
学写作。那时候，也会怀疑自己的选择对不
对，到大街上看什么都不真实。觉得大街都

不是大街，都是影子。”
但是这种怀疑一支

烟的工夫就过去了，罗伟
章最终还是一步一步接
近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一
位实力派小说家、《四川
文学》主编。罗伟章说，

“虽然在成都的 20 年，让
我变老了，但是我的小说
几乎都是在成都完成的，
成都真的馈赠我很多。”

读者向蒋蓝（左）
请教问题。

作为一名资深实力
派小说家，罗伟章分享了
他对散文和小说这两种题
材的不同感受，“写作者可
以在小说里隐藏自己。比
如说，在我的小说里，虽然
体现了我的感情、想法，但
是读者不能明确哪一个是
我。但是写散文就不一样
了。散文作者需要袒露自
己，把心灵的帷幕拉开。
这就几乎是一个冒险了。
因为，一个写作者的思考
到底是什么水平？真实生
活的状态，跟小说里的呈
现有没有一个呼应？这些
都需要接受读者的检验。”

纵然冒险，但罗伟
章还是喜欢写散文、读
散文，尊重散文这种文
体，“特别喜欢读散文。
平时读书，读别的书，比
如历史、哲学、小说读累
了，我一般会找散文来
读。因为我也想窥见写
作者真实的思想、情感
状况。而且，散文这个
文体，外延非常巨大。
很多伟大的作品，像《物
种起源》《黄帝内经》，都
可以说是散文作品。”

如何写好散文，罗
伟章特别强调了自己的
一个核心观点，“说真
话，说信得过的话。千
万不要拿腔拿调、违心
地写散文，很容易就被
读者一眼看穿。”

蒋蓝长期从事蜀地
文化田野考察和历史与
现实进行对照的非虚构
书写。作为从事散文、非
虚构写作多年的作家，蒋
蓝特别谈到报告文学、非
虚构之间的区别，“报告
文学主要是一种评价态
度，非虚构主要是事实的
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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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窄之道》读书会现场。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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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宽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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