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作品会蕴藏哲学思想
封面新闻：《一日三秋》前言部分

《六叔的画》讲述了这个小说的来龙
去脉。您说是想用文字的方式将河
南老家六叔被烧毁的画给再现出
来。但是读到最后，我又不禁怀疑：
这个前言本身也是小说内容的一部
分吧？六叔和他的画也是虚构的？

刘震云：我觉得你是在间接表扬
我，你这样的反馈让我很欣慰。前言
部分《六叔的画》也是小说整体结构
的一部分，是为了小说多个部分互相映
射对照，层次更丰富而设置的。这里
面的人物都是虚构的，除了我自己。

封面新闻：既然六叔和他的画是
虚构的，那么这个小说有怎样的现实
契机和源头？

刘震云：不同的作者，为何开始
写一本书，会有不同的写作契机？有
的可能是听到一个故事被打动，有的
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小细节，比如大
街上听来的一句话，空中飘来的一个
气味就能让一个作家有写作的冲动。

封面新闻：您在写作之前对里
面的道理和结构，已经想得很透了。
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小说情节的发
展不会带着您走吗？也会有即兴的
部分吧？

刘震云：即兴的也会有。主要是细
节和情节，包括人物对话。我始终认
为，衡量一个作家的水准高低，主要是
他对文章结构的驾驭和思想的深度。

封面新闻：读完《一日三秋》，再
次感慨，刘震云的小说标识性更强
了。我发现您有强烈而独特的语言
风格：少用形容词，多简练的白描，甚

至有不少口
语 化 的 词
汇。您是怎
么看自己的
语 言 风 格
的？有怎样
的一个琢磨
过程，或者
受谁影响？
刘震云：我

先来阐述一
下我的文学
观吧。我一
直 强 调 ，作
家 必 须 是

“ 学 院 派 ”，
意 思 就 是

说，一定要有知识有学问，最好是系
统的知识和学问。我们说：功夫在诗
外。文学只是你从事文学的一个起
点。此外还有很多东西你都必须懂一
些。比如哲学。哲学是文学的底色，
真正好的作品，会蕴藏着非常多的哲
学思想。我认为李白最好的两句诗，
就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
人”。李白写的其实是哲学，这就叫有
思想有学问。凡是有学问的人，他的
语言一定特别平易。没学问的人，他
的句子往往特别复杂，特别璀璨。道
理其实是相通的：凡是摆架子的人，一
般底气都不足。真正有底蕴的人，说
话往往简练平易。

不懂真幽默，跟学问不到位有关
封面新闻：您说的这种幽默，您

自己也具备。这主要跟您是河南人
有关，还是跟阅读等后天训练有
关？

刘震云：我觉得还是跟“学院派”
有关，跟学问有关。

封面新闻：但有学问的人不少，
像您这么幽默又会写小说的人还是
不多。

刘震云：那还是学问没到位。哈
哈。这也是一种幽默。我相信读者
能懂。

封面新闻：您这么提倡“学院
派”，那么“学院派”的对立面是什么？

刘震云：我说的“学院派”没有对
立面，因为我的意思不光是督促没那
么有学问的人，还督促那些有学问的
人也要继续提高自己的学问。就像
你刚才说的，艺无止境，学院派也要
意识到自己是有欠缺的。知道这一
点，才有继续提高的可能性。

封面新闻：文艺评论界有很多关
于您作品的评论，您怎么看待评论家
们对您的评论？会读吗？他们会给
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刘震云：我会很认真地读。文学
评论是一种专业。它需要评论者不光
要懂文学，还要懂其他很多知识，比如
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少文学评
论家都很棒。比如张旭东、李敬泽、谢
有顺、张清华、陈晓明等人。他们的文
学评论很有见地，给我不少启发。

刻意说有意思的话，不是真幽默
封面新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您是很严肃的。在家人朋友面前，您
也是经常说出一些有意思的话来吗？

刘震云：其实我到哪里都是一个
样子。不管是在哪里，如果去刻意说
有意思的话，那往往也不是真幽默。

封面新闻：我注意到，您在幽默
的时候，别人笑的时候，自己往往是
不笑的。

刘震云：这就对了。就好比我们
看电影，如果银幕上演员在笑，台下
观众也笑，演员哭，台下观众也哭，这
往往不是一流的作品。如果台上演
员笑，台下观众哭，那才是好作品。

封面新闻：《一句顶一万句》销量
非常高。《一日三秋》的销量如何？您
满意吗？

刘震云：读小说，还是有一定的
文化门槛，但我对我的小说发行量是
很满意的。一本书能发行到 200 多
万册，我觉得就非常好了。像《一句
顶一万句》就是这样。《一日三秋》也
已经加印过好多次了。我相信它会
是一个畅销书。

封面新闻：网上也有很多关于您
的幽默金句、段子。您如何理解“幽
默”？您的幽默能力是天生的成分多
一些，还是跟您后天训练的思考和说
法方式更有关？在您看来，河南人的
幽默是怎样的一种幽默？

刘震云：在我看来，幽默分为三
个层面：语言上的幽默，事情本身很
幽默，事情背后的道理很幽默。第三
个层面的幽默才是真正的幽默。幽
默主要不是语言上的，主要是一种态
度，一个看待世事的方式，一种智慧。

河南人的幽默是一种对待生活的
方式。这种幽默是严酷的生活带来
的。河南在历史上很长时期内兵连祸
结，多灾多难。归根结底，这种幽默是
一种对灾难进行解构的能力。也就是
说，河南人的幽默是被生活逼出来的。

封面新闻：现在短视频盛行，刷
视频吸引走了人很多的时间，让人感
觉到看小说的人和时间都变少了。
您对文学的读者有信心吗？

刘震云：其实刷短视频的人中，也
有读书的人。读书的人有时候也会刷
短视频。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吃红油
抄手，我们不能说他只吃红油抄手。
我想他还是要吃吃北方的饺子。

我对读者是有信心的，我经常在
路上正走着，有陌生读者走过来打个
招呼，对我说，挺喜欢我写的书，让我
觉得很暖心。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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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坛，刘震云是一个有
高度辨识度的作家。他不光作品充满
幽默，本人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在
网上有多种关于刘震云幽默金句的流
传。2021年夏，刘震云推出最新长篇小
说《一日三秋》，将幽默荒诞与世俗生活
相融合，打破日常生活壁垒的想象力，
展现出一种强大魔幻现实风格，深受好
评。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称赞道：“刘震
云的小说讲述的是真正的中国人的故
事。其中有中国人最具根性、最深的经
验和情感。”

10月31日，《一日三秋》新书分享
会（成都站）来到文轩BOOKS书店，
刘震云在现场与四川读者分享创作背
后的故事。在分享会之前，封面新闻记
者面对面采访到刘震云。他谈到自己
写作的习惯、灵感的来源，以及对文学
创作的诸多精彩见解，尽显刘震云式的
智慧幽默。

深
读

对话著名作家刘震云：
幽默不是耍嘴皮子，而是一种生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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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很喜欢哲学，从苏格拉底、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萨特、海德
格尔都读过，“而且我很喜欢数学。这
也许是我小说结构缜密的重要原因。
经常有人问我，一部小说花费多长时间。
其实我的写作时间，不能光算在书斋
里写作的时间。因为在写作之前，我
已经花费了不少时间用在对里面蕴含
的哲学道理和结构设置的思考上。”

在这次采访中，刘震云也清晰阐述
了自己对“何为幽默”的见解：“幽默其
实分为三个层面：语言上的幽默，事情
本身的幽默，还有事情背后道理的幽
默。”在采访以及与读者分享过程中，刘
震云也表现出这种高超的幽默功底，金
句频出，让现场观众多次会心地哄堂大
笑。比如他说，“讲面子的人，都是不要
脸的人，要脸的人，往往是不讲面子的
人”，“真正的喜剧底色是悲剧”，“凡是
摆架子的人，一般底气都不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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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刘震云，“为啥您的小说很
多都被改编成电影？”他的回答是，“因为
我的小说写得好呗。”还有人问刘震云，
改编那么多电影，哪一个最重视原著？
他的回答是：“电影忠实原著是不对的。
电影改编小说，要在文学原著的基础上，
根据电影艺术规律重新创作，才是对
的。如果让电影完全忠实原著文学作
品，那还要编剧、导演、演员干什么？”

刘震云还具体分析文学与电影到
底有哪些区别，“小说文学擅长的是心
理描写和道理分析，它的节奏是缓慢
的，电影的特长就不是这些。文学是大
海，比起表面的浪花，底层的涡流才重
要，但电影是必须在浪花上表现得好。
文学是大象，行动缓慢，边走边思考。
电影是豹，它会飞速奔跑。文学是个人
的事情，电影是团队创作。”《一九四二》

《我不是潘金莲》的剧本是刘震云写的，
但他说，自己其实只会写小说，不会写
电影剧本，“我是大象不是豹，我写不好
电影剧本。但是在劝说之下我还是写
了。结果我的一个词，就给电影拍摄带
来了很大的困难。比如前不见头后不
见尾、漫山遍野等词，拍起来很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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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三秋》有怎样的现实契机和
源头？刘震云是怎么看自己的语言风
格的？且听他缓缓道来。

《一日三秋》

刘
震
云
接
受
采
访
。

《一日三秋》新书分享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