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常中构建个体的“阅读风景”
大学生读书节走进校园 作家盛文强畅谈阅读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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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理性区别大众阅读

与获取知识相比，在网络时代，阅读
更应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通向每个人
的内心。从纸本阅读出发，盛文强分享
了作为阅读者首先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
问题——如何选书？他鼓励在校大学生
培养阅读习惯，在日常生活中构建个体
的“阅读风景”。

每年，出版市场上的新书种类繁多、
内容庞杂，对大部分人而言，在声势浩大
的各种宣传中保持理性思考，去发现、选
择那些真正有趣的作家与真正喜欢的作
品，尽管不容易，但却是一件值得努力的
事情。从写作者的阅读经验出发，盛文
强为大学生推荐了《庵上坊》《凯尔特的
薄暮》《游荡的影子》，他说，这三本书“分

别侧重于主题开掘、故事讲述与语言训
练”，对自己有重要影响。在盛文强看
来，每个人的阅读都呈现出不同的个性，
对自己而言，为写作而做准备的阅读，

“要和大众阅读区分开”。他喜欢法国文
学，在他看来，以普鲁斯特为代表的法国
作家在创作中对文本细节的重视与处
理，对自己的早期写作产生重要影响。

兴趣导向完成连续性写作

从书本阅读、纸面书写到指向荒野
的真实触感。藉由12个关键词，结合自
己的创作经验，盛文强对有志向深耕写
作的大学生，给予了具体又细致的指
导。他建议大学生以兴趣为导向，从个
人专业、成长规划及身边熟悉的人与事
中寻找能够激发创作热情的主题，投入

精力，完成连续性写作。
在盛文强看来，风格训练是写作者

在成长实践中首先需要面对的重要内
容。他说，“风格的训练是一种有意识的
行为”，而阅读与自己趣味相近的作家的
作品，有助于初学者个人风格的养成。
完成经验与知识的储备之后，如何进行
呈现，是写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需要面临
的又一个关键问题。对此，盛文强建议
大家，“借鉴绘画精神，努力将细节描摹
到极致”。

谈及创作文体，盛文强将自己的写
作称为“跨文体写作”，既涉及散文式的
描摹，也涵括小说中的故事构造。“当人
们在阅读一部小说时，能被它的故事情
节所吸引，也完全可以停下来感受它的
气温与光泽。”在盛文强看来，文学作品
的文体应该具有活跃性与包容性，“文体

的衔接，不必过于考虑界限”，如果写作者
安排妥善，不同文体之间可以做到无缝衔
接。“有时候不做开头与结尾的过渡与铺
垫，反而显得非常自然”。

作品出版距离并不遥远

为了完成文本写作的特定需要，有时
候，写作者需要深入实地开展田野调查，
经由在地长期居住或与人群互动，以获得
实际经验与真切体验。现场，盛文强与大
学生读者分享了自己进入村落寻访鲸鱼
故事的经历，谈及一位八十多岁的渔夫有
关“鲸鱼开会”的谈话对自己创作的启发
与影响。

“有时，我们会在田野调查中采集到
特别有意义的信息，经过文学手段的加工
后，会呈现出非常好的文本故事。”盛文强
表示，写作者的田野考察是一个内容提纯
的过程，不限于内容采访与具体考证，但
具有一定的难度。“有时候在渔船里住一
个月，获得的有价值的内容不过两三个。”

无论是书本经验，还是生活经验，一
定程度上，作家都在依赖经验进行创作。
关于如何把有限的经验转化到写作中，盛
文强启发大学生，可以在真实的情感与虚
构的外壳中寻找一个连接，也可以抽离日
常经验通过赋予神话色彩等方式实现一
种超越。

写作是伴随一生的事情。“无论发表，
还是出版，都不是终极目的，都是写作的阶
段性总结。”谈及二十多年的写作经历，盛
文强说，虽然经历了很多复杂的事情，但他
认为，作品出版对大学生而言距离并不遥
远，鼓励有志向创作的大学生及早出发，争
取在学生时代就跨越写作过程中很多必然
要经历的弯路。“阅读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愿所有人合上书本依然感觉到，住
在那片光里”，盛文强如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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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青岛市文联签约作家李明
珠创作的报告文学集《大国师者》新书
发布会暨读书分享会在西海岸新区举
行，此次活动由青岛市作家协会、西海
岸新区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西海岸新
区作家协会、三源书吧承办。

融媒体图书《大国师者》是为庆祝
第40个教师节，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指导、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策划出版的
报告文学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资深
研究员、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原中央
教科所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毕诚担
任主编，李明珠、何满力二位专业作家
撰写。讲述了60位40年以上教龄的全
国教书育人楷模的故事，致敬新时代

“大先生”。
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罗蕾表示，《大国师者》是一本很感人的
书，这本书写到了各行各业的老师，有
名满天下的知名学者，如钟南山、黄大
年，也有默默耕耘、当镜头未曾聚焦在
他们身上时、并不为人所知的基层教育
工作者，“从广义上来说，《大国师者》是

一部非虚构的作品。非虚构和虚构是
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学思维。非虚构作
品来自真实的生活，原原本本生活的事
实是‘生活、历史和命运毋庸置疑的见
证’。作家愈恪守真实，作品就愈有说

服力。但是，一部非虚构作品要达到
‘优秀’的高度，还要凭借文学的力量。
首先是思想价值，非虚构作家要对自己
选择题材的思想内涵达到深度的认
识。其次，一部非虚构作品能否真正地
深入人心，还要看作家是否能够寻找
到、认识到生活中的典型人物。我觉得

《大国师者》中的很多篇章，都寻找到了
生活中的典型人物，并且把这些人物写
活了。”

作家、评论家白丁说：“这些人物不
仅仅是教育界的楷模，从某种意义上
讲，他们身上呈现的是中华民族的美
德，是人格魅力的光芒。60 个人物，30
万字，洋洋大观，娓娓道来，纪实性与文
学性并重，由于所写人物都是教育行业
的，他们的工作内容有重叠和相似的地
方，加之文章结构方式的相同，这难免
会造成文章在内容和写法上的雷同，作
者力求写出每一个人物的特点，同中求
异，在写出‘这一个’方面下足了功夫。”

教育工作者、作家宋荣芳说：“翻看
《大国师者》这本书，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感动着我，何其有幸自己曾是一名教育
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理应如《大

国师者》里的每位老师，用质朴的教育情
怀，心存无怨无悔的大爱之心去耕耘，手
持温暖，做时代的擎灯人。”

青岛理工大学老师、作家宋玉文说：
“作家李明珠的新作《大国师者》带给我两
种力量，一种是文学的力量，一种是教育
的力量，从文学的角度讲，她的文字温婉
舒畅。书中每个人物的着墨虽然并不多，
却勾勒出师者的伟大，读后令人肃然起
敬；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书中教育
的力量更让我动容，给予我深深地震撼和
鼓舞，残疾儿童、贫困山区、大山深处……
总能直击灵魂，看似平凡的师者，因为爱
和执着却可以结出硕果累累，也正是每一
个师者的艰辛付出，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
的辉煌成就。”

青岛市作家协会主席铁流在致辞中
表示，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这是一本向老师致敬的书，字里行间充溢
着对老师的赞美，很多情节和故事都很感
人，读来对老师的敬意油然而生。它的出
版，对尊师爱教很有意义，也很有现实性
和当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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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教育的力量共同铸就《大国师者》
青岛市文联签约作家李明珠报告文学集首发 聚焦60位新时代“大先生”的师道精神

作为“阅读让青春更
美好”2024青岛市大学生
读书节的重要板块之一，

“作家领读”进校园活动
近日走进青岛科技大学，
作家盛文强从自身创作
经验出发，与在校师生一
起畅谈阅读、写作以及田
野考察的细节与关窍。

盛文强分享阅读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