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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烟台晚报》“走近大家”
栏目重磅推出人物专访《从故土原
野走向苍茫辽阔》，全面追溯了胶东
籍的全国著名作家张炜的文学之
路，展示了他在文学创作领域的骄
人成就和时代贡献。文章让读者领
略了张炜执着勤奋而又辉煌的文学
人生，以及他对文学事业的探索追
求脚步不停、孜孜以求。

笔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同张炜
相交相识，目睹了这位胶东子弟在
文学创作道路上，从起步到步步攀
升的坚毅身影。他从胶东大地走向
泉城济南，又从省城走向北京，不断
向前、向上，乃至成为国内外有影响
力的优秀作家。

张炜离烟后曾多次重返故里，
在笔者记忆里，他有三次比较重要
的回归，每次都给家乡人和母校带
来惊喜。一次是在中国文坛崭露头
角后，组织安排他重回故里，到龙口
市担任副市长；第二次是他带着自
己的短篇小说精选、中篇小说精选、
散文精选和随笔精选四部新出版的
作品，回故里向母校汇报。

跨入新时代的今天，在张炜从
事文学创作50周年之际，人民文
学出版社首次合集推出了“张炜古
诗学六书”，他上月赴京参加“满目
青绿 生命交响——张炜古诗学盛
宴”主题对谈会归来，再一次回到
故里和母校。这三次返乡，可谓张
炜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几次登高，不
断地向珠峰攀登，演奏着《步步高》
和《彩云追月》，给校友和乡亲带来
惊喜！

胶东这片圣土，人杰地灵，不
仅战争年代出英雄，和平建设时期
出模范，经济发展一直遥遥领先，
文学事业也一直走在前列。新中
国成立初期，就有冯德英、峻青、曲
波等一批作家走在全国前列；后来
以张炜、矫健为代表的中青年作
家，依然站在山东乃至全国作家的
队列前，引人瞩目，成绩骄人。

在专访中，记者就张炜的创作
实践、体会和读者关注的问题，有针
对性地与作家进行了深入探讨。记
者的提问有学问，作家的回答高屋
建瓴、有的放矢，给读者和文学爱好
者以启迪和教育。

日常事务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矛
盾如何处理——这也是大多数业余
作者普遍遇到、经常面对的矛盾。
主业与副业的关系如何处理？张炜
以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有针对性地
做了回答，富有现实指导意义。

网络时代，张炜有针对性地提
出“摆脱碎片化的电子阅读”。他深
刻指出，“这是写作人的一种基本
功，此功一废，其他全废”。张炜进
一步强调，“阅读不在于多，而在于
精”，可谓发人深省。

对于当下海量的网络文学作
品，张炜坚持独立的评判，指出“网

络上流动的大量文字堆积的所谓
‘文学’，大多数与文学没有什么关
系”。这是笔者很少见到和听到的、
敢于理直气壮对网络文学中的大量
低水准文字的评论。张炜认为，“网
络只是文学的一个发表园地，而不
是一个品种……文学只能有文学的
标准”。

作为在胶东这片土地上诞生的
作家，故土、乡情同作家的成长成才
有着怎样的关系？对于记者的问
题，张炜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他说：

“在我眼中，就个人的成长而言，没
有什么元素比故土更重要的了。”他
进而强调指出，“写作者的一支笔总
是围绕着故土”。他热爱家乡的土
地，说“烟台的自然环境是至美的，
我们对这里的保护和爱惜，无论付
出多少都是应该的。大地山水从根
本上决定了人的生活品质，更包括
他们的精神风貌”。

这段文字，不仅有助于读者理
解作家作品的地方特色和作家的
成长轨迹，而且有助于从根本上
掌握作家的创作追求和作品中展
示出来的地域特色与艺术风格，
呼应了“从故土原野走向苍茫辽
阔”的专访题目，加深了人们对张
炜总体创作追求与作品风貌的认
识和理解。

“走近大家”栏目还同期推出了
回忆性散文《同桌张炜》，作者李世
惠从目睹和亲历的角度，对张炜走
向成功的来路做了回顾延伸和补
充。文章用现身说法，让读者更真
切地看到了张炜文学之路的起步和
发展过程，增强了专访的说服力和
感染力，同专访融为一体。

回顾学生时代的张炜，一桩桩
鲜活的事件，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活
生生的青年张炜。文章告诉了读
者，今日的名作家、大作家，也有一
个起步入门的初始阶段，是一步步
成长起来的，是不断磨炼探索、坚守
文学理想才逐渐走向成功的。

张炜当年在大学中文系就读时
发起并创办的《贝壳》，无疑是这批学
子文学创作的试验田。与此同时，他
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学习大量中外
文学的经典作品，从中汲取文学营
养，文学幼苗最终得以破土而出，迎
着阳光雨露，走向文学大世界。

张炜、矫健这批从大学中文系
走出来的名作家的实践告诉我们，
大学中文系虽然不一定是作家的摇
篮，但是中文系的学习却为他们成
为作家、走向社会奠定了基础。他
们的成功之路无疑要比高玉宝这类
最初不识文墨，运用符号替代文字
起步的作家幸运千百倍，可以少走
很多弯路。

在《同桌张炜》一文中，李世惠
描写了一个细节、留下一个悬念，那
就是张炜排位时主动选择最后一
排，且选择了那个进出不方便的靠

墙角的地方，这给笔者留下深刻的
印象。笔者原来以为这是作者用来
表现张炜的人格，礼让别人才做出
的选择，但出乎意料，作者后文道出
个中缘由，是“他喜欢僻静，不愿被
打扰，他要做自己想做的，不为别人
所知的隐秘事情”。

由这个细节，不禁让人联想
到，张炜从岗位退休后，为什么不
返回故里，而选择了在泉城落户？
这好像有违落叶归根的人之常情，
现在想来，是否也是出于闹中取静
的考虑？胶东人喜欢人来人往的
热闹，而张炜在泉城居住，大城市
相互往来相对少，少有串门走动的
习惯，他可以闹中取静，在相对安
静的环境中进行自己的创作。作
为局外人，我这种想当然的揣测不
知对不对。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记者这篇
关于张炜的专访是成功的，之所以
成功，一是因为记者选择的专访对
象具有典型性，张炜是文学领域的
大家，不但有资格，而且有能力和水
平回答有关问题，具有权威性。二
是记者对有关文学话题胸有成竹，
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并且提
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的放矢地
访与问，使专访达到了预期效果，值
得称道。

笔者从事了一辈子新闻工作，
也采写过许多新闻专访，在这方面
深有体会。回想起来，有一次专访
取得了非常好的客观效果，那是我
在《人民日报》农村部时采访美国友
人韩丁的专访文章。当时正值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在全国
农业战线却依然存在“左”的影响，
恰在此时，韩丁先生到中国访问。
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受过周恩
来总理的五次接见。韩丁先生这一
次访问中国，对中国农业现状提出
许多批评和建议。在韩丁先生要去
北大荒指导农业机械化时，《人民日
报》农村部安排老记者周毅之带领
我前去采访，写作并发表了《一个老
朋友的意见——访美国友人韩丁》，
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新华社也
发了通稿，产生了很大影响，《新闻
战线》特地约我写了采访体会。回
顾这篇专访之所以获得成功，首先
就是访问的对象是名人专家是权
威，意见有说服力和影响力，其次是
同我一起采访的前辈记者周毅之先
生富有采访经验，采访能抓住要
害。再类比《烟台晚报》报道的这篇
人物专访，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
是胶东读者希望知道的问题；二是
张炜有较高的知名度，对有关问题
胸有成竹，因此获得成功，受到读者
好评。

希望我们的媒体，能经常有选
择地采写、发表一些带有广泛社会
性话题的专访，提高媒体的可读性
和影响力，满足读者的需求。

作家张炜的文学之路与时代贡献
——喜读专访《从故土原野走向苍茫辽阔》

王永福

书名：我只在乎你
作者：郑执
出版单位：新星出版社

在挖土机铁爪的一抓一放间，一排排拔地而
起的灰土色楼房如整齐划一的火柴盒，将半个世
纪的人情冷暖分割得恰如其分。

苏敬钢拉着左娜，穿梭在千篇一律的楼宇
间，几次走乱了方向。这座城仍是这座城，烟向上
飘，水往东流，从未因谁增减分毫。

书名：东来西往
作者：陈烨轩
出版单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如何来中国做生意？唐
宋时期的中国人又如何去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经
商？本书复原阿拉伯和中国商人的远航路线，分
析商船的组织和货物的管理，勾勒沿海社会的商
业风貌，探讨近代以前的国际贸易模式，由此认识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来西往，对沿线诸国和地
区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影响。

书名：有核
作者：郭小寒/相征
出版单位：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从1983到2019，从传统唱片行业到互联网
新模式，中国摇滚乐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整
个音乐产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摇滚发展至今，每一个阶段都对应着不
同的时代背景，每一个时代都拥有自己的主角。
每一个时代的摇滚英雄和他们的作品，都深刻影
响过听众，甚至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这部摇
滚小史，也是在讲述时代中每一个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