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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府书展·现场 |

如何应物？阿来李洱谈如何与人打交道

10 月 16 日下午，2021 天府书展
上，一场关于文学的对话吸引了众多
读者目光。现场，著名作家阿来和李
洱围绕“如何应物”分享了各自对文学
的思考，也为现场读者走进文学打开
了一扇天窗，备受观众喜爱。

《应物兄》引发读者热议

当天下午4点半，文轩books九方
店一楼阶梯教室里，“如何应物——李洱
和阿来关于文学的对话”在主持人的介
绍下，正式拉开序幕。既然主题是“如何
应物”，那两位文学大家的对谈，当然离
不开李洱的长篇小说作品《应物兄》。

《应物兄》围绕韩国济州大学儒学
研究院筹备成立和迎接儒学大师程济
世“落叶归根”两件事，以“应物兄”作
为轴心人物，上下勾连、左右触及，相
关各色人等渐次登场，描绘了一幅丰
富多彩的当代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的
生活画卷，于2019年获第十届茅盾文
学奖。目前，该作品宣布启动影视化
开发，备受文学界和影视界期待。

在此次活动中，主持人开场就提
到了读者对《应物兄》的评价，甚至是
一些负面的质疑声。对于各种各样的
评论声音，李洱皆以开放的心态对待：

“

现在的文学批评，跟我们以前认识的
文学批评不一样。以前的文学批评是
在作品出来之后发表意见，现在的文
学批评会走到写作的前端，走到作家
的写作活动、写的过程里。作品出来
之后，文学批评还要对作品进行评论，
所以文学批评变成一种非常具有自我
意识的写作。不同的读者对这本书，
包括对我本人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在
我看来很正常。”

应物就是如何和世界打交道

那么，“应物”到底是什么？李洱

表示：“简单地说，应物就是如何和世
界打交道，和人打交道，以及和自己打
交道。包括你和世界打交道时，应保
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他以人类的思
考为素材，创作出《应物兄》。

而在阿来看来，“应物，小说要应
人物，应事物。人物处在世界当中，这
个世界是由事物构成的。知识也是思
考中得出来的经验，一旦固化后，它其
实也作为一个事物存在。这个‘应物’，
我想‘应’更重要的是通过思考，通过
书写回应。这是我对‘应物’的理解，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部小说。”

针对一些“看不懂”的声音，李
洱有自己的看法，“有时作者与读者
对一部书的预期不一样，作家其实特
别担心这部书写得过于顺畅。作家
总是愿意让这个故事的主线两边有
很多的景点，有池塘，有假山。而且
每个假山都有人有故事，假山下面
有山洞，山洞里面也有故事，各种各
样的故事，要让读者觉得有趣味，并
在这里短暂逗留。作家实际上很忌
讳写得很正常，小说毫无疑问是讲
故事的，但肯定不单纯只是讲故事。”所
以，哪怕有各种各样的评论，甚至一
些非常难听的声音，李洱也不会刻
意去解释。“我没有解释，因为我知道
既然是讨论，就要允许不同的观点
存在。”

阿来也表示：“读书是为了提高，
而写出的书也不是说非得要你看懂，
也不是非得让大学教授用初中生的
水平说话，这个不行。书是提升人水
平的，看不懂就再看一遍，还不懂就
又看一遍。也许有人觉得阅读这本书
有难度，但我认为这书很好，有时不开
心时，我就翻书读一段。这本书还有
一个好处，就是书里充满智慧，我非常
喜欢。大家可以一口气把它读一读，
或者随时翻到某一页开始读，非常有
意思。”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一个是以小说著称的小说家，一
个是资深的文学评论家。但他们两
位有一个共同身份——诗人。10月
15日，天府书展开幕。作为“年度主
宾”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主办的重要
活动，一场名为“边地精神的当代继
承与表达——作家阿来、何向阳文学
对谈暨新书揭幕仪式”在书展主会场
举行。

随着全新出版的阿来作品（《尘
埃落定》《机村史诗》（六部曲）《行刑
人·银匠——＜尘埃落定＞外篇》）集
中推出，茅奖作家阿来与鲁奖作家何
向阳，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
曹元勇的主持下，围绕关于边地的写
作、如何通过对边地精神的表达构筑
中华文明共同体等问题展开了深入
而精彩的对谈。

阿来：
“写完外篇，尘埃才算完全落定”

提到作家阿来，几乎所有人都会
首 先 想 到 他 的 长 篇 小 说《尘 埃 落
定》。《尘埃落定》出版二十多年来，已
沉淀为常读常新的经典。此次全新
出版，正是其旺盛生命力的明证。然
而“尘埃”不会轻易落定，在写作完成

《尘埃落定》之后，阿来感到意犹未
尽，于是以小说中几个相关或没有充
分展开的人物为主角又创作了《月光
里的银匠》《行刑人尔依》等作品。《尘
埃落定》的次要人物就这样走到了舞
台中央，成为故事的新核心。

阿来说，这些“外篇”作品完成已
是冬天，“我是坐在火炉边写完这些
故事的。此时，尘埃才算完全落定
了。”这些“外篇”既是《尘埃落定》的

有机补充，又与《尘埃落定》互相映
照，在彰显文学自身无穷魅力的同
时，与《尘埃落定》本篇共同勾画了雪
域高原土司制度崩溃前夜的立体图
景。有了“尘埃落定外篇”这样的名
字，这些作品仿佛终于找到了它们合
适的位置。

在《尘埃落定》之后，阿来为读者
带来了另一座文学高峰——《机村史
诗》（六部曲），这部六部曲长篇小说
为阿来赢得了“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
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阿来说，

《机村史诗》（六部曲）是他投入心血
最多、比《尘埃落定》更令自己满意的
作品。他坦言，“这一堆书自己看着
都害怕，原来我一个字一个字写了这
么多。从 1994 年写《尘埃落定》，到

《机村史诗》第六卷写完大概用了10
年时间，我最好的30多岁到40多岁，
被这一堆书消磨干净了。”

何向阳：
阿来撑起乡村叙事的视野拓展

阿来不仅在作品中呈现了自 20
世纪初以来一百多年中国乡村的变
化，更是彰显着极富生命力的“边
地”精神。在分享会上，阿来、何向
阳、曹元勇还谈到阿来文学作品里
的“边地精神”。阿来说，他认为关
于边地的写作意义在于“筑牢中华
文化共同体意识”。关于中华文化的
表达正始于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和表
达。正是怀着这样的理想，阿来为写
作《尘埃落定》《机村史诗》《行刑人·
银匠——〈尘埃落定〉外篇》等作品，
四处走访并考据了大量史料、地方志
和民间传说。

何向阳还从乡村叙事的角度，
讨论阿来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无
论是鲁迅写的鲁镇，还是柳青写的
乡村，又或者是路遥写的乡村，都是
一种文化形态的乡村。但我们的文
学史其实缺了一大块，除了这些我
们看到的中原的乡村，或者浙东的
乡村、陕北的乡村之外，还有大量的
边界乡村。在世界文学史上，阿来
一个人就能撑起对中国乡村叙事的
视野拓展”。在何向阳看来，阿来是
中国当代非常重要的作家，也是世
界级的，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

“他是个很难去随意谈论的作家。
如果有一座圣山的话，在圣山下我
们就很难高声喧哗。所以阿来给评
论家、给一些研究者构成了很大的
压力。今天谈到边地精神，这是一
个很好的切入口，但仍然不能涵盖
阿来作品的精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江西出版集团
向我省青少年捐赠图书和书包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杰）10 月
15日上午，由江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
的“悦读天府 寻宝中华——传统文化
阅读推广暨红色小书包捐赠仪式”在
天府书展主会场举行。

在活动中，江西出版集团向四川
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了 10000
册图书和 1000 只红色小书包。这批
红色小书包中涵盖了“大中华寻宝
系列”等一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唱响时代主旋律的优质出版物，
不仅能够满足青少年读者丰富的阅
读需求，更能为他们的身心健康护
航。青基会将把这批图书捐赠给偏
远地区有需要的青少年。此次捐赠
活动，不仅将江西的红色精神传播
至四川，也将江西的阅读力量传递
给我省青少年，具有广泛而深远的
意义。

捐赠仪式之后，主持人和小读者
们共同开启了“中华寻宝大会”主题知
识竞赛，小读者们踊跃参加，现场气氛
热烈。孩子们通过品读《四川寻宝记》
和《江西寻宝记》，了解两省的文化渊
源、地理景观和风土民俗，感受祖国大
好河山之美，增强了文化自信与爱国
情怀。

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张万谦，江西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吴信根，江西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汪
维国，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
游道勤，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刘凯
军、总编辑王军、副社长黄震参加了本
次活动。

江西出版集团旗下二十一世纪出
版社，是国内少儿出版的佼佼者，图书
市场占有率连续五年位居全国少儿社
之首，社会效益显著。

《尘埃落定》《机村史诗》等阿来多部作品再版

著名作家阿来和李洱在现场分享对文学的思考。

《尘埃落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