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
闻
关
注

■ 周末人物 我们都是追梦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2019年4月26日 星期五 第1160期

热线电话：(0531)85193307 Email：gaf@dzwww.com 10

事有凑巧，3月22日记者去日照调研，顺手
带上了新来的第三期《人民文学》。翻开一
看，映入眼帘的竟然是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经
山海》，且是头题。坐在去日照的高铁上，看
了一路，感觉很好。从日照回来，又看了一
路。匆匆看完，记者马上联系了赵德发先生。
我们的对话，就从日照开始。

“你去日照寻找‘吴小蒿’

是对的”
逄春阶（以下简称逄）：我完全赞同《人

民文学》施战军主编在“卷首语”中对这部小
说的评价。这部小说，很明显，地理背景是日
照。是这样的吗？小说主人公吴小蒿，塑造得
很成功。我跟海边的文友说，我来日照是寻找
吴小蒿啊。

赵德发（以下简称赵）：《经山海》是
《人民文学》约我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今年元
旦之前完成。交稿后仅仅两周，他们就决定在
第三期头题发表，该期的“卷首语”，全是评
价《经山海》的，而且有好多褒奖之语，这让
我十分感动。你去日照寻找‘吴小蒿’是对
的，因为日照和书中的隅城市一样，也是个海
滨城市。那里有山有海，更有许许多多像吴小
蒿一样的乡镇女干部。但你如果问我，到底哪
一个女镇长是她，哪一个乡镇是楷坡，我说不
上来。那是我在调动了多年的生活积累、又收
集了大量素材之后虚构而成的。

逄：“海上牧场”这个概念，我就是第一
次在日照接触到的。这次在《经山海》里见
到，很亲切。海洋文化在小说中展示得很精
彩。您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写农村，您驾
轻就熟。海上经历、渔民生活，这一块是怎么
补充的？

赵：我1991年初在山大作家班毕业后调入
日照市，被大海所震撼、所吸引。那时我就想
写一部海洋渔业题材的小说，曾在领导的安排
下到日照第一海水养殖总场挂职半年。《经山
海》中描写的“天文大潮”我就经历过，并参
加过几次抢险，最后一次，大坝被彻底冲垮，
五千亩虾池的对虾全部回归大海。之后又去北
方渔业重镇岚山头采访了许多渔民，还上船跟
着他们出海。我写过几个短篇小说，但因为对
海洋了解不够，加上我决定先写“农民三部
曲”等作品，就把这个计划搁置了多年。但这
些年来我生活在日照，海风吹拂，海浪沾身，
素材进一步丰富，于是，我四年前写《人类
世》，去年写《经山海》，都把故事的发生地
放在了海边。当然，每一本书动笔之前，我还
临时作过多次采访。

逄：乡镇干部这个群体很辛苦。我干记者
27年，有一批乡镇干部朋友。我目睹了他们的
好多感人和气人的细节。我看过好多反映这个
群体的小说，但都不过瘾。您这次塑造的以吴
小蒿为代表的群体，我觉得很接地气。当然，
您也有所保留。吴小蒿这个人物形象，有具体
的原型吗？您为了塑造这个群体，作了哪些准
备？

赵：吴小蒿这个人物，没有具体原型，采
取了鲁迅先生说的办法：“杂取种种人，合成
一个”。但我出生在农村，年轻时在公社工
作，对乡镇干部比较了解。写这部作品之前，
又采访过一些乡镇女干部。她们很不容易，工
作繁忙，待遇不高，家务顾不上，甚至把教育
孩子这样的大事也耽误了。据我所知，有好几
个乡镇女书记、女镇长的孩子因为在乡下，没
有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连大学也没能考上，
成为这些女干部的锥心之痛。前些年城市公职
人员搞福利分房，乡镇干部是没有的。光这一
条，他们就吃了大亏。前几年我读过一些描写
乡镇女干部的文学作品，有一些较好，反映了
她们的真实情况；有一些是瞎编、抹黑，让读
者对这个群体产生了误解，很不应该。

为历史保存细节，

是小说的一个功能
逄：据我所知，《经山海》是您最接近当

代现实的小说，简直就是生活进行时，好多事
情还正在发生着，比如拆迁、比如环卫一体
化、比如乡村振兴、精准脱贫等等。好多情节
还带着露水珠。反映这么近的现实，需要勇
气，因为太近，把握不好，或者刻画不到位，
就会引起读者的不满。写当代，确实也是一个
考验。我们记者就是记录当代的，但是往往是
零碎的，肤浅的。您这是审美的，文学的，甚

至是历史的、哲学的，需要更大的耐力和智
慧。面对加速度发展的当代社会，面对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所架构的剧变新时
代，文学如何书写这个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
新时代，这是时代对文学提出的必须回答的新
挑战与新课题。您是如何做的？您的灵感来自
哪里？

赵：新时代就是现在时，我必须贴近现
实，反映当下。书中描写的一些事情，有的是
我长期关注过的，有的则是专门采访过的。我
回老家时了解到许多事情，去沂蒙山区采访过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在日照采访过多位乡镇
女干部和多位第一书记，还到渔村采访过许多
渔民，获得了大量素材。正如你所说，这类作
品往往给人以肤浅的感觉，如何写好，写出深
度，这确实是一个考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除了注意挖掘素材
中的文化与哲学内涵，主要采用了历史眼光。
第一，我用历史的眼光选取和处理素材，书中
有“丹墟遗址”“香山遗美”“斤求两”“楷
碑”“鳃岛”“鱼骨庙”“风船”“祭海”等
许多历史上遗留下的事物；第二，我让主人公
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她能将自己面
对的事情放在历史背景下思考；第三，我让书
中出现“历史上的今天”这部分内容，给读者
以深远的时空感。写这部书，灵感的确频频光
临过我的脑袋，它来自现实，也来自历史。

逄：小说好多地方还用了真实的名字、单
位，比如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大众日
报》文化版、中国海洋大学、孔林等等。我还
注意到，好多地方有纪实性，比如贯彻党的十
八大精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
会等等，这些我都参与报道了，所以看上去很
亲切。小说，有了写实性、记录性、史诗性。
转事成识，转识成智，转智成诗（小说），转
诗（小说）成史。在这方面，您一定有更深的
考虑？

赵：之所以采用一些真实的单位名字，是
因为我将故事的发生地定在山东，这样写能增
加作品的真实感。写到近年来的一些时政大
事，因为这是基层干部们的普遍经历。有一些
事，我也亲身经历过，譬如说，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我认真参加学习，撰写对照检
查材料，至今记忆犹新。所有的经历都会成为
历史，所有的细节都会成为时代的佐证。为历
史保存细节，这是小说的一个功能。

1939年举办的纽约世博会，深埋入地下一
个特制容器“时间胶囊”。放入这个容器的有
电动剃须刀、电话等35件日常用品，人造纤维
等75种纺织品，各种书籍、杂志、图片和缩微

胶片，还有爱因斯坦写给五千年后人类的一封
信。当代作家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制作
“时间胶囊”。当然，像我这样的小作家，不
期望千年后还有人看，但是，过个几年、几十
年有人再看，能通过作品了解我们所经历的时
代，也是有些意义的。

逄：制作“时间胶囊”，这个比喻好。

这部书的最大亮点，

就是写了吴小蒿的成长
逄：《经山海》名字，让我联想到《山海

经》。《山海经》包罗万象，民间传说中的地
理知识，山川、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
还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
事。您在《经山海》里面也穿插了腮岛、腮人
的传奇故事，文化遗产项目等等。您小说的命
名，是不是来自于《山海经》？是不是从《山
海经》那里得到神秘启示？我感觉，您在自觉
地写新时代的《山海经》。

赵：我这部小说，先后起过多个名字，有
《楷坡》《历经》《鲸落》等等，中国作协公
布2018年重点扶持选题时叫作《历经》。但这
些都不理想，我交稿后又想了一个《山景海
色》，施战军主编改为《经山海》。山海，是
主人公的环境，也是时代的隐喻。这个名字改
得好。《山海经》，那是携带了中华民族文化
密码的一部经典，对我的创作很有启发。但我
这部小说，决不敢说是新时代的《山海经》。

逄：我把《经山海》看成一部成长小说，
一个人的成长历史，从立言、立德，到立功。
吴小蒿的心灵成长史，从一开始的书生气，到
从容面对官场上的一切，立在天地之间。这对
当代青年干部，有启示意义。我知道，您在30
多年前，干过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对组织人事
这些程序是再熟悉不过了。您在构思这部小说
的时候，过去组织部的经历，是否给了你一些
写作上的便利？

赵：你说得很对。《人民文学》编辑人员
告诉我，这部书的最大亮点，就是写了主人公
吴小蒿的成长。她一个长期在区直机关工作的
年轻女干部，乍到乡镇，很不适应，也显得稚
嫩，但她有在农村的贫寒经历，有在大学里受
到的教育，有家国情怀、担当意识和百折不挠
的韧劲，最终成长、成熟起来。我的个人经
历，的确帮助了创作。我25岁到公社党委先后
担任组织干事、秘书，27岁到县委办公室先后
担任秘书、副主任，30岁担任县委组织部副部
长，加上写作前的采访，对基层政权运作程序
比较了解，刻画人物的性格与表现比较顺手。

逄：“鲸落”是个意象，鲸鱼留给大海最
后的温柔。太震撼了。

赵：“鲸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现
象。鲸鱼死后，它那庞大的躯体，悠悠沉落，
喂养着许许多多的海洋生物。沉到海底之后，
会将所有的养分奉献给芸芸众生，甚至包括一
些可以分解鲸骨的细菌，形成一个生态系统。
二十世纪末，夏威夷大学的科学家发现，在北
太平洋深海中，至少有四十三个种类的一万两
千四百九十个生物体依靠“鲸落”生存，直到
所有的营养消耗干净。这个过程，可能长达百
年。当有机物质被耗尽，鲸鱼骨头的矿物遗
骸，会作为一处礁岩，成为生物们的聚居地。
我在书中写到，当吴小蒿得知这件事情惊诧不
已，激动莫名，心中蹦出了一个词儿：造福一
方。她在心里向自己发问：当你死去的时候，
能否也像“鲸落”那般壮美？

我最初构思的结尾，是让吴小蒿去海中看
“深海一号”养殖设备运行情况，归程中掉落
海中因公殉职，所以小说名为《鲸落》。但有
关人士读后认为，这样的结局不好，所以我又
改为：她感觉到了一种托举的力量。深蓝，浅
蓝。最后是一种高远的湛蓝。那是云缝中的天
空。

“我看过‘子贡手植楷’，

知晓楷树的文化象征意义”
逄：吴小蒿创建电子商务服务点，促进传

统文化申遗，推动丹墟考古，复植楷树林，打
造楷坡祭海节，引入“深海一号”发展养殖，
兴建渔业博物馆等等工作，都很具体，您是怎
么补充的这些知识的？是不是定点深入生活所
致？有个新闻，2018年5月4日，中国首座自主
研制的大型全潜式深海渔业养殖装备“深蓝1
号”在青岛建成交付。它是中船重工武船集团
为山东日照市万泽丰渔业有限公司建造的首座
“深海渔场”。这让我跟您的“深海一号”对
接了。

赵：你列举的这些事情，我大多了解或亲
历。譬如说，中美联合考古队，二十年来多次
到日照两城遗址考察，这里是一处著名的龙山
文化遗址，四千年前是一座城市，出土了许多
文物，我去看过。2017年阴历六月十三，日照
沿海多地举办祭海活动，《日照日报》邀请全
国上百名记者、作家采访，我也参加了。随
后，我写了中篇纪实文学《晃晃悠悠船老
大》，发在《中国作家》纪实版上。我一直希
望日照能建起一座大型渔业博物馆，曾在政协
会上提过提案。我在日照市纪委与电视台联办
的“问政日照”节目上担任过点评嘉宾，对日
照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有所了解。“深蓝1号”
是中国第一个深远海渔业养殖装备，也是全球
第一座全潜式深海渔业养殖装备，国家农村农
业部的一位领导在交付仪式上说它是“大国重
器”。它的建成与交付，是中国水产养殖业现
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件大事，开启
了中国深远海渔业养殖的新征程。这一切，都
成为我的写作素材。

但是，不能把现实中的事情与《经山海》
的内容完全划等号，因为我写的是小说，小说
是允许虚构的。

逄：关于复植楷树的故事也是虚构的？
赵：对。但我看过“子贡手植楷”，知晓

楷树的文化象征意义。也到日照西北部山区寻
找过楷树，那种树的形象很特别，给我留下了
深刻印象。所以，我让书中的楷坡镇原来有许
多楷树，但后来都被伐光，只留下一块清代立
的楷碑。上面有一首五律，是我代隅城县教谕
申瑶写的，步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诗作《子贡
手植楷》原韵。

小说的“留白”

逄：小说的结构很特别，有“历史上的今
天”、“吴小蒿的大事记”、“点点的大事
记”等。给读者纵深感。如果用个不恰当的比
喻，就像中国画一样，特别尊重看画的人，给
看画的人，留出空间，也就是小说的“留
白”，也是对小说读者的尊重，让他们参与到
创作中来。长篇小说，第一个问题要面对结
构。您是怎么考虑的？

赵：写长篇小说，结构是个重要问题。没
有合适的结构为骨架，作为灵魂的主题，作为
血肉的情节与细节等等就无所依附。《经山
海》的结构，曾让我颇费踌躇。时间跨度为七

年，故事林林总总，究竟如何呈现？突然有一
天，灵感迸发，我想到了“历史上的今天”。
全书分为八章，每一章前面都有一组“历史上
的今天”。我的书架上就有这本书，网上也有
专门的网站，但我不只是抄录那些，而是让主
人公吴小蒿和她的女儿点点也记自己的“历史
上的今天”。这样，一条一条，斑驳陆离。读
者会看到，新时代的历程与个人的历程，都处
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之下，耐人寻味。而且，
母女俩记下的，有的在正文当中没有写到，这
就造成了你说的“留白”效果。

逄：小说的语言，我也很喜欢，比如第五
章，第一部分有一段：“路灯从窗外照进来，
屋里朦朦胧胧。女儿的头发散在枕上，像黑漆
一样流到吴小蒿的腮边，像麦苗一样的清新味
道沁入她的心脾，让她生出无限的爱意。她伸
手抚摸女儿的头发，到达鬓发根部时，发现那
里湿了一片。她将女儿一下子抱住，几乎在同
时，她也被女儿紧紧抱住。母女俩面颊相贴，
泪水汇聚到一起。”诗意温暖的母女图。很有
张力，让我想到您的散文《蒙山萱草》。我觉
得您在语言上，也更加贴近了当代，还吸收了
一些流行语，特别是点点的话。是不是有意为
之？

赵：一部写当代的作品，语言也要尽量与
其匹配。一方面，要继承传统，保持语言的文
学性；另一方面，也要与时俱进，学习使用新
的话语。进入网络时代，人类语言的嬗变十分
迅猛，作家对此不能过于迟钝，一味排斥，因
为网络语言的大量滋生，代表着生长与前进。
当然，对其中一些严重破坏汉语规范的、不文
明的，我们也要警惕、慎用。

让写作回到根上

逄:一直记得您在2011年11月召开的全国作
代会上，在山东作家代表团跟西藏作家代表团
座谈时，您说过的话，“天雨虽宽，不润无根
之草”。《经山海》是有“根”的小说，吴小
蒿，是有“根”的人物。新时代需要这样的新
人物，需要这样的好作品。您已经向读者奉献
了“农民三部曲”、“传统文化小说三种”等
优秀作品，《经山海》是一个新的高度。下一
步，有什么新计划？

赵：“根”，对于一个民族，一个群体，
一个人物，都非常重要。就文学创作而言，也
应该有“根”。2009年春天，北京大学“我们
文学社”邀请我去讲创作，我讲的题目就是
《让写作回到根上》。那次专讲了写作与文化
之根的关系。今年春天，我应山东师范大学中
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的邀请，为已经辞
世的朱德发先生作传。我要通过大量采访与阅
读，认真写作，展现朱先生的辉煌人生，探究
那位学问与人品俱佳的著名学者是如何在齐鲁
大地上生成，并影响全国学界的。完成这部传
记文学之后，我可能还要去圆那个蓝色之
梦——— 写一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

逄：我曾经在去年写过一篇评论《谁先改
编“赵德发”》，那是在《赵德发文集》座谈
会上引起的话题。我说，12卷，字字如金黄的
谷粒，粒粒辛苦所得，悦人心目。是作家40年
心血所凝，是文学大厦的12块砖头，也是作家
默默献给改革开放40年的礼物。专家学者多角
度肯定了您的文学成就，有学者提出小说的经
典化问题。

我在想,如果我是编剧，我会改编赵德发的
“农民三部曲”；如果我是导演,我也会拍摄赵
德发的“农民三部曲”。我想首先改编的是
《君子梦》。小说里的人物许正芝和许景行跟
《白鹿原》里的白嘉轩一样，都作为君子活在
我心里,已经活了好多年。可惜我不是编剧、不
是导演。有没有想把《经山海》改编成影视剧
的想法？

赵：《经山海》这部新作，《人民文学》
发表的是压缩版，全书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
版。最近一家影视制作公司决定将其改编成电
视剧搬上荧屏。

逄：这是一件好事。再次祝贺您。
赵：谢谢！

今年第三期《人民文学》头题刊发了著名作家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经山海》，其“卷首语”评价是有“新时代情景气
象、新时代精神气韵、新时代人物气质”、有“天地情怀、天下格局”的一部“挂心”作品。日前，本报记者就这部作作品
采访了赵德发先生。

赵德发：塑造新时代乡镇干部形象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赵德发近影。

用人体组织
3D打印人类心脏

以色列特拉维夫
一所实验室的科学家
通过人体组织，利用
3D打印技术制作一
颗人类心脏。

特雷莎·梅
现身复活节趣味跑

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现身复活节趣味跑，
身穿黄背心，客串工作
人员。

惊艳！英国展出
38公斤巧克力彩蛋

复活节之际，英国
62岁的巧克力大师Gail
Deeley和23岁的Sian
Patterson打造了一款
令人惊艳的巨型复活节
彩蛋。

“俄罗斯小姐”
冠军出炉

俄罗斯全国选
美大赛中 ，20岁
业余画家阿林娜·
桑科喜摘“选美皇
后”桂冠(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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