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新闻：有些人会觉得在严
肃文学领域，专门从事写作，在经济
上难有足够的保障，坚持下去比较
难。对这些情况，您怎么看？

阿来：从古到今，只靠写作为生
的专业作家很少。我个人的建议
是，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做好，获得足
够的经济保障，是必不可少的。而
且这种生活，本来也是文学写作所
需要的。文学写作和具体的生活是
不可分割的。写作不正好需要生活
经验吗？你自己的生活经验就是很
好的经验啊。

封面新闻：很多人提到您，会说
您是一位学者型作家，有着很强大
的阅读能力和读书量。请您分享一
下这方面的感受和心得。

阿来：一些知识可以在学校里
学到，但很多东西学不到。就我自
己来说，很多东西并不是从学校学
的，而是靠阅读、行走、思考获得
的。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为什么“读万卷书”要在“行万
里路”之前？因为读书的确更重
要。读书获得的知识结构、见识眼
光、分析思考能力，才会更好指导你

“行万里路”。否则的话，行再多的
路，也可能收获甚微。而且，在我看
来，卓越的文学写作者绝不是仅仅
会讲个故事而已，也不仅仅是呈现
一些生活经验和细节，而是还需要
具备足够高的人文素养。这种素养
主要包括对人性的洞察力、对人的
普遍命运的哲学思考能力。

封面新闻：您此前也曾亲自动
手改编过自己的作品，写过剧本。
《攀登者》现在正在被改编成电视
剧，您作为原著作者，本人并没有
参与到正在进行的剧本创作中。
为什么？

阿来：说实话，我觉得影视的生
态，目前还是不太尊重编剧的劳
动。写好的东西，到呈现，会有很
大的改动。我倒不是说不允许别
人改，改得对改得好，我会欢迎。
但对方改的往往并不怎么好。总
之体验不太好。而且，生也有涯，
人一生的时间很有限，我还是把精
力重点放在写小说上吧。你看，这
世界上，能放几十年的经典电影有
几部？大部分的电影，生命是很短
暂的。但是好的文学作品，可以流
传很长时间。

封面新闻：《云中记》2019年出
版后，得了很多奖。现在它正走向
世界。2021年意大利版已出炉，法
文版正在翻译过程中。《瞻对》的德
文版也出版了。您跟这些翻译者的
交流多吗？他们会不会经常找您问
一些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阿来：每个翻译的风格不同，有
的很少找我 ，有的跟我商量很多。
还曾有七八个外国语种的译者，到
我老家那一带进行探访旅行。当他
们对我生长的地方了解更深，他们
告诉我，在翻译上遇到的很多问题，
很多就自我消解了。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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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7日下午，
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
在北京举行。会上宣
布了中国作协十届全
委会主席、副主席、主
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
记名单。在中国作家
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
会副主席名单上，阿来
的名字赫然在列。各
种贺喜的微信、短信纷
纷飞向阿来的手机，令
他应接不暇。17日下
午5点多，封面新闻记
者打通了阿来的电话，
他刚刚才有空休息一
下。电话中，阿来分享
了自己当选中国作协
副主席后的工作思路、
作为当代作家对“书写
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的深入理解，并对有志
于严肃文学写作的青
年作家，分享了自己的
一些写作经验和建议。

文学是一门艺术，
写作是孤独的灵魂事
业。阿来说，自己很多
时候都是一个人待在
房间里，“我生命中主
要做两件事，写作和阅
读。”如今当选中国作
协副主席，他说，这并
非是他个人的荣誉，而
是中国作协对整个四
川文学工作和文学工
作者的充分肯定，今后
自己会尽职尽责去做
一些文学方面公共服
务的事情。与此同时，
作为一名作家，“已养
成的良好的文学写作
节奏，不会改变。”

中国作家协会第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
幕后，阿来暂时还会在
北京停留一段时间，
“有北京的团队要将
《攀登者》改编成电视
剧，目前正在剧本创作
阶段。我已经授权给
他们自己改，但是他们
希望我能提一些改编
的建议和指导，我答应
了。毕竟我写这个作
品，所做的前期准备非
常充分，可以在一些方
面帮助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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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
阿来：不会改变自己的写作节奏

《尘埃落定》

《云中记》

封面新闻：今年
11月2日，您当选
四川省作协主席，
现在又当选中国作
协副主席。今后的
工作，会不会更偏
向全国范围？

阿来：身为四
川省作协主席，我
一直在文学领域做
公共服务的事情，
也 积 累 了 一 些 经
验。而且此前参加
的很多文学活动，
也是全国性的，今
后还是以四川的文
学公共服务为主。

封面新闻：在
刚刚闭幕的中国作
协十代会上，“坚守
人民立场，书写生
生不息的人民史
诗 ”成为大家高度
关注、热议的高频
词句。对此您是怎
么理解的？

阿来：文学写
作是个体性的艺术
行为，但是作家本
人 与 他 所 处 的 时
代、群体分不开。
优秀的写作，必然
是将这种艺术的个
体性与群体性有机
地统一起来。事实
上，古往今来，优秀
的写作都是这样。
比如杜甫的作品，
既有他自己强烈的
艺术个性，也深深
体 现 了 人 民 的 生
活。我们每个作家
都是群体的一员，
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 你 ”的 血 肉 联
系。作家应该站在
人民的立场上，书
写人民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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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如果现在从
事文学写作的青年向您请
教一些写作方面的经验或
者需要注意避免的弯路，作
为资深作家，您会怎么说？

阿来：我想，如果是那
种被资本驱动的商业性很
强的文学写作者，不会来找
我请教。对于那些在严肃
文学领域内有所追求的年
轻写作者，我倒是愿意分享
几点建议：多读书，加强理
论修养；深入生活，多实地走
走，观察世界。还有就是，要
有一颗不怕困难的心，能耐
住寂寞的心。不要有投机
性。比如那种看到社会上出
现的某个写作热点，就赶紧
去蹭。其实当你写出来，热
点也过了。我建议作家一定
要在写作中找到自己的领
地，一点点开拓。

封面新闻：前几天您在
什邡做的一个演讲上说，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高铁、
飞机让生活变得非常迅速，
让人感觉到生命也以迅猛
的速度消失。”现在不少青
年也有志于文学写作，但是
当下这个时代很多现实的
诱惑也搅扰着他们的心。
对此，您有怎样的建议？

阿来：在当下这个各方
面都在加速的时代和社会，
各种新的思想、观念、技术
层出不穷。这给作家带来
了种种机遇、便利，也给作
家捕捉、表现现实带来挑
战。这需要作家付出比过
去很多倍的精力去处理。
对于青年来说，现在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是：容易分心。
如果真的有志于严肃的文
学写作，那就要与“分心”作
斗争。不要这山望着那山
高。不能因为文学写作不
能很快给自己带来功名利
益，就放弃，而是要真的全
心全意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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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