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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气氛融洽问题到位
前天晚上采访叶辛时，叶辛说，总书记和文艺界 !"位人

士座谈会，这么大的一个会议，#个半小时，整个会场的气氛很
和睦融洽，“总书记完全是用亲切的拉家常式的方式在和我们
探讨文艺问题，大家从中央电视台当晚播出的片子当中也看
得到，只要是总书记的镜头都是微笑的。”会议结束后，""位作
家坐同一辆车回京西宾馆，在车上自然聊起刚才的会议，“各
个年龄段的作家一致认为，氛围很好，感觉总书记很亲和。”

叶辛翻开记得满满的笔记本说，习总书记针对正在创作
中的文艺工作者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
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总
书记说了一句话很精彩，‘没有优秀的作品，其他的事情再花
哨再热闹都是空的。’”叶辛的笔记上，还有习总书记对优秀作
品提出的要求，其中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是“优秀的作品能
温润心灵，传得开，留得下。”叶辛感叹，“传得开，留得下”，这
六个字很直白，但说得非常透彻全面。

叶辛告诉记者，正是说到这一段时，习总书记指出了当前
文艺创作存在的一些问题：“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
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
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叶辛非常认同总书记的说
法：“在整个报告中，我们平时心里有感觉，但是因为这样那样
原因不愿意说的问题，他都点到了，而且点得十分恰当。这些
问题在文学界也是蛮普遍的。”

叶辛以长篇小说举例，近年来，每年长篇小说纸质出版达
到三四千部，数量是巨大的。但能够给人留下印象的不过百来
部，其中比较优秀的，有较高发行量或者社会评论都还可以
的，不过二三十部，至于能够让全国关注的，十几部。“过了一
两年回过头再看，甚至连十几部都没有，很难有留得住的作
品。”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出版的门槛降
低，以前出版社把关严格，出一本长篇小说要搞市场调查，现
在只要作者给补贴，出个三五千本很容易。另一方面，很多成
名的作家不愿意再花大力气写长篇小说了。叶辛说，跟自己同
时代的作家，很多都不写了。有些地方一个省里，作协会员也
很多，但是很多人不写，跑出去随便参加个活动拿拿红包，写
写旅游文学，比写长篇小说要收入多。总书记说“有数量缺质
量”，是点得很到位的。

总书记说：“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
实的大地。”对于一个成名的作家来说，要继续写下去，也要面
临着今天时代的挑战。有些作家不再写，是因为功成名就后，
对当下的生活有一定的距离，“不要责怪读者，要他掏钱买书
是自觉自愿的行为，他不买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新媒体带来挑战和机遇
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有两位网络作家出席，叶辛的笔记

上，也有这样一句总书记的讲话：“现在以互联网为主的新文
艺群体十分活跃，所以我们文艺界还要扩大我们的工作覆盖
面。”有人说，现在电脑、网络等新技术这么先进，文学即将消
亡。“我认为文学不会消亡，但新技术的兴盛确实对每一位当
代作家都提出了挑战，你必须写得更好，必须写得更能征服读
者的心。”叶辛说。

当年叶辛的《蹉跎岁月》小说和电视剧都引发了热烈的
社会反响，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很多地方台还没有拍
电视剧的能力，当中央台制作播出一部比较好看的电视剧
时，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了。“这就是沾了当时
的新媒体的光。”
叶辛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个数字。$%&'年，中央电视台要把

《蹉跎岁月》改编成电视剧，怕叶辛改本子改得不认真，就对他
说，你要比写小说更认真———你的小说印了 ()多万册，发行
量很大，但你知道全国有多少台电视机吗？当时的统计数据是
*)))万台，而且，打开一台电视机还不止一个人在看。到 $%%+

年电视剧《孽债》播出时，央视的朋友说，全国的电视机数量已
经是 (,*亿台了，有好作品上电视，关注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你
一定要搞出好东西来把大家的眼球抓住。叶辛感叹，同理可
见，新媒体也在让好的作品“长上翅膀”。

上海作协今年建立了网络作家协会，叶辛说，网络作家群
体的兴起，对传统的以纸质媒体为主要传播载体的作家是一
种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迫使你必须要改变写法，包括语言和结
构等。巴尔扎克的时代会用 ()页来写一个小楼，而现在的作
家如果还这么写，肯定就没人看了。“我们的创作必须契合这
个时代，创作出优秀的、读者乐意接受的，但是仍旧有着中华
语言的音韵感、节奏感、美感的好作品。正如总书记所说，要结
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
中华美学精神。”

新作聚焦临时夫妻现象
在座谈会上发言时，叶辛向习总书记介绍，自己今年又写

作了长篇小说《问世间情》，写的是进城打工一族中时有所见
的临时夫妻现象，书出版短短几个月，就印了好几次。

叶辛告诉记者，自己最早听到临时夫妻这个现象是
-%%&年去广西南宁采风。所谓临时夫妻，就是一起打工的一
对男女下班后住在一起，像夫妻一样，但实际上，他们各自
都有或是留在家乡务农或是在别的地方打工的配偶及子
女。之后在与社科院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交流时，叶辛也
多次听到这个话题。
“这个题材很容易进小说的，十几年来我为什么不写？因

为这是改革大潮中的支流，我们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我去写
这样一个支流，怎么去写？”但是去年年初，全国人代会上，有
打工族的代表提出了这个话题，呼吁关注打工族中的临时夫
妻现象。中国妇联回应这个代表的发言说，根据统计，"亿多打
工族中，这样的临时夫妻可能不少于 -)万对。

叶辛在总书记面前介绍说，自己写的这部长篇小说，是涉
及到进城打工一族中时有所见的临时夫妻现象。虽然并非常
态，但家庭是我们社会的细胞，这细胞不稳定，会影响到整个

肌体的稳定。“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打工
群体常常只是被看作一个经济因素，而不考虑他们也是具体
的人。除了吃的、住的比农村更好以外，他们也有家庭的要求、
爱的要求、心灵的要求。我是逐渐想明白这个问题的。”

在全国人代会上看到了这条新闻之后，叶辛一下子想明
白了。当时他本来在写另一部长篇小说，“但我看到这条新闻
之后，原先那部小说突然写不下去了，在家里走来走去，就把
原来的小说停了，准备动笔写这一部。”

当叶辛确定要写临时夫妻这个题材的小说时，他先做的，
是下生活。他在城乡结合部住了差不多一年。“小说写到的茶
馆，我去坐过；写到的工厂里 %块钱的盒饭，我去吃过好多次；
写到的老镇古街，也是我常去的。厂房里也去过，了解生产环
节，一道道向工人请教工序。”有当地的朋友看了小说笑叶辛，
你瞎写嘛，现在上海怎么可能还有 "块钱一壶茶的茶楼。叶辛
告诉朋友地方，让他自己去看，绝对真实，“就连小说里写到的
茶楼黑板上的说书预告，都是我从茶馆里抄来的。我如果没有
去过，绝对不敢这样写的。”

这些细节都来自生活的真实，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文艺创
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
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小说《问世间情》出版后，叶辛到当时下
生活的工厂里，参加了工人们的书友会，有三个年轻工人发
言。“他们说，虽然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小说把
我们对感情和生活的需要写出来了。”

叶辛说，今年对他来说，是个丰收年，前前后后有 !本书
要出版，但若说新书他只会提《问世间情》。原因何在？“《问世
间情》涉及到的是打工群体，根据统计，-*岁到 +%岁的打工群
体有 "亿多人，但他们没有话语权。我从临时夫妻这样一个角
度切入，倒也不是说我有多少悲悯之心，但是我看到生活中有
过这种烦恼的感情经历的男男女女，像生活中漩涡般打转转
似的情景，这是一种新的矛盾，处理好这样的矛盾有我们这个
时代的新意。"亿多人这个群体，需要更多的关注。”

写体验过思考过的生活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里，叶辛还讲到了《蹉跎岁

月》和《孽债》的创作。《蹉跎岁月》已经是叶辛的代表作，他透
露，现在有历史定论了，大家都说是好作品，但 (+年前自己写
这部作品的时候，出版社的编辑是不敢接的。“编辑说，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怎么写小说啊？我想了半年，没想通呀，这知识青
年十年白做了，我只有这个生活呀。后来我想通了，只要我把
握好，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是会有读者的。”

叶辛解读说，《孽债》中，一个男知青讨两个老婆，一个女
知青嫁两个丈夫，这在知青生活当中并没有典型性，大多数知
青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小小的故事后面折射出来的是一代
人的苦恼，所以我后来还是坚持把它写了出来，客观上社会效
果很好。”正如叶辛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言时所说：“我也犹豫了
很久不敢下笔，但是我回想起知识青年的苦恼眼神，我想这是
生活恩赐给我的，我应该把这样的故事写出来，因为这样的故
事带着时代的烙印，它折射出来的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和情
感经历，会给读者耐人寻味的思考。”

在发言的最后，叶辛说，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他们的时
代留下了不朽的诗篇，每一个有追求的当代中国作家也应该
为我们的祖国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书写新的篇章。他告
诉记者：“李白、杜甫不可能写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写清朝明
朝，他们只可能写他们在唐朝的生活。而我，也只能写我真切
地体验过思考过的生活。”不断地向生活学习、不断地感受生
活、不断地在生活中捕捉新意，“可以说这是我 .)年创作的一
个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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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
40年，叶辛参
加过大大小小
无数的会议，
但这次的文艺
工作座谈会却
让他感受不同
以往。“文艺工
作者应该牢
记，创作是自
己的中心任
务，作品是自
己的立身之
本，要静下心
来、精益求精
搞创作，把最
好的精神食粮
奉献给人民。”
叶辛告诉记
者，总书记的
这句话让他感
触深刻，“作家
的生命就是靠
作品说话，要
拿出真正经得
起时间考验、
群众喜闻乐见
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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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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