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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阿来的N面 文化大咖对谈《阿来论》
“第N个阿来——《阿来论》新书发布会”在天府书展主会场举行

阿来是天府文化一张亮眼的名片，
也是引领文坛风骚的一个亮眼符号，我
们该如何看待其人其文？10月18日，

“第N个阿来——《阿来论》新书发布会”
在天府书展主会场举行。四川省作协
主席阿来与众多作家、评论家、媒体人
齐聚一堂，围绕文学评论集《阿来论》和
文化符号“阿来”展开了精彩的对谈，为
线上线下的读者奉上了一场美妙的文
化盛宴。

《阿来论》是辽宁师范大学张学昕、
大连理工大学梁海两位教授对阿来创
作生涯的一次完整回顾，也是迄今为止
最有分量的阿来研究论著。阿来从事
文学创作近四十年，张学昕和梁海对阿
来及其作品投入了长期的关注和研究，
《阿来论》正是两位评论家对阿来长期
进行“跟踪式”观察的部分成果。这本
新书收录了关于阿来研究的8篇论文以
及阿来文学年谱，既有总体性的作家
论，也有部分文本的考察，从不同的角
度整合出一个更为开阔的视界，去发掘
和汲取阿来文学创作中的那些光影投
射和深层意蕴。

研究者说
阿来是一位“天才的作家”

阿来之所以成为“阿来”，而非其他
任何一个作家，背后有何深层次的原
因？发布会上，阿来与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李明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
闻学院教授陈思广、辽宁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张学昕、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

教授梁海坐而论道，大家围绕《阿来论》
的创作展开具有思想深度、锐度的交流
对话。

梁海教授透露，她从阿来的著作中
感知到一种诗意的奇观，特别是阅读了

《尘埃落定》之后感觉非常震撼，于是开
始对阿来进行跟踪式研究，对阿来的著
作进行深入解读，并且补充了阿来文学
年谱。梁海教授说，在研究过程中，她
从阿来其人其书中收获了一个更为丰
富的人生。

张学昕教授则从专业读者的角度
对阿来著作进行了研究，他盛赞阿来
是一位“天才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在
中国并不多见。阿来著作中对文字的
敬畏、对自然历史和生命的认知，都处
于一个非常高的层面，阅读研究都让
人受益匪浅。

陈思广教授分享了《阿来研究》如
何成为学界备受认可的一本刊物，“阿
来不仅是民族作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更是民族文学的出色领军人物，希望由
阿来开始拓展，将期刊办成一个研究四
川作家的平台。”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李明
泉提出，阿来的很多作品表达了一种

“神性的现实主义写法”，特别是他的小
说，有一种透视叙事的写法，与读者心
灵契合，耐人寻味。

阿来说
创作根源于对生命的挚爱

阿来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历程。20
多岁开始写作，30岁时陷入迷茫，后来
终于在写作中顿悟，文学创作根源于对

生命的挚爱，包括人类之爱、土地之爱、
山川草木之爱、世界之爱等等。写作
中，他没有用文学实现教育、引领读者
的野心，而是希望用文学来建设自己，
获得一种思考的捷径，表达对民族共同
体、生命共同体的热爱、敬畏和思考。

对话还以阿来书房为例，探讨“阿
来”文化符号的具象表达。阿来笑言，
人人都希望家里有一个大客厅，可以对
热爱读书的朋友开放，而坐落于西部文
化产业中心的阿来书房，正是一个独具
特色的城市人文客厅，希望未来可以在
这里向大家推荐自己喜欢的作品，邀请
有创作实绩的文化名人与之交谈，聚集
热爱阅读的年轻人，和大家聊聊天。“我
是不满意现在的生活，所以我要改变自
己的生活，阅读是不二之选，希望大家
在这里获得阅读的乐趣。”

阿来的老朋友、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罗伟章希望阿来书房具有更为广泛的
民间性，吸引更多年轻人热爱阅读。四
川川报上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晓介绍了川报集团与阿来合作的渊
源，表示用阿来书房这一文化项目，满
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文化需
求。设计师余明旻向大家展示了阿来
书房的概念设计图和设计心得，这位阿
来的书粉希望将阿来书房建成一个可
以席地而坐、坐而论道的“小山坡”。

活动最后，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
立新、副社长李真真向阿来书房、四川
大学中文系、阿来工作室分别赠送了

《阿来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在一个文化客厅里以书会友，谈笑
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当是一件惬意的
事。由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和著名作家
阿来联合打造的阿来书房，就是这样一
个城市文化客厅。

10月18日，在“第N个阿来——《阿
来论》新书发布会”上，众多文化大咖、
资深媒体人以阿来书房为例，探讨“阿
来”文化符号的具象表达。

“成都现在是全国拥有书店最多的
城市，阿来书房不仅仅是一个书店业
态，也是我们面向新的城市、新的产业
形态、新的样貌的文学、艺术、思想界的

城市会客厅。”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四川
省作协主席阿来这样定位阿来书房的
功能。

阿来笑言，人人都希望家里有一个
大客厅，可以对热爱读书的朋友开放，除
了书籍，最好还可以提供美食，为读者提
供身心双重满足。而坐落于西部文化产
业中心的阿来书房，正是一个独具特色
的城市人文客厅，他希望未来在这里向
大家推荐他喜欢的作品，邀请文化圈的
朋友来做客，与年轻人座谈或聊聊天。

阿来书房将通过“阿来和阿来的朋
友圈”为依托，展开名家与受众心灵的

对话，打造独具特色的城市人文客厅；
通过对新生IP不断地孵化滋养，为青年
作家、艺术家提供创作养分，成为“文化
IP发源地”。这里将发生文化事件，发出
文化强音，推动名家影响力与城市文化
深度融合，成为文艺川军的思想传播高
地、四川文化名片和“西部文化地标”。

川报集团为何要与阿来合作共建
阿来书房？川报集团经管会委员、川报
上行文化公司董事长杨晓介绍，川报集
团作为文化圈深度观察者，长期与文化
圈、文化名人保持最紧密的联系。基于
媒体主业，需要对阿来等作家长期保持

高密度的关注，为地方文化研究贡献更
大的媒体价值。“对于文化资源相当丰
富的媒体集团而言，可以将这些无形资
源凝聚到实体项目之中，阿来书房的建
设就是一种崭新尝试，这是川报集团履
行社会责任的积极体现。”

据悉，今年年底，阿来书房将正式
与广大读者见面，这里将会成为一个集
书籍、文创、咖啡、展演、IP确权服务为
一体的阅读空间，一个文化名家、文化
活动、文化事件的聚集地，一个“城市文
化客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30周岁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我总
是听到一个声音/隐约而又坚定/引我
前行……”一首《30周岁时漫游若尔盖
大草原》，将阿来带回30周岁时的回
忆。

10月18日，在“第N个阿来——《阿

来论》新书发布会”上，阿来被当作一个
文化符号和研究样本，交给众多文化大
咖、资深媒体人进行研讨。阿来笑言，
听到“样本”一词，感觉自己像是被装进
了玻璃瓶供大家研究，后背一阵发凉，
还好诗歌朗诵环节，那首《30周岁时漫
游若尔盖大草原》为他注入了一些活
力。

阿来的分享就从自己30周岁开始
说起。那时他的写作遇到瓶颈，对要不
要继续写下去、写下去又怎么样感到迷
茫，“过去文学理论也说了，大地会给你
答案，我就试了一试。”

于是，他用两个月时间在草原上徒

步漫游。第一天没有答案，第二天没
有，第三天也没有，但是行走多了，独自
一人慢慢就找到这种感受，体会到了

“写作之要义就是爱，包括亲人之爱、异
性之爱、人类之爱、土地之爱、山川草木
之爱”。

回顾40年的写作历程，阿来总结
道：“我们只要饱含了这样一种对生命
的挚爱，其实也是对自己生命的肯定，
就可以用文学来自我建设。”

在建设自我的过程中，阿来一刻也
没有停止对社会、世界、自身命运的思
索，他提到了民族共同体、生命共同体
两个概念。

尽管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阿来
始终认为，求同存异的“同”正是伟大的
人性，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于是他在写
作中，面对人性消极的一面，不是为了
暴露丑陋而出现，而是希望社会治愈这
些不完美的一面。

在阿来看来，当下的世界是一个有
情世界，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无论
是一棵参天大树，还是远航鲸鱼，生命
体都有它的成长，所以他的文学当中始
终还有一个强大的、美丽的自然界，森
林、雪山、草原，都在他的笔下呈现五光
十色的一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阿来：写作之要义是对生命爱得深沉

打造城市文化客厅

阿来书房年底亮相西部文化产业中心

10月18日，“第N个阿来——《阿来论》新书发布会”在天府书展主会场举行。

▶阿来分
享自己的
创作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