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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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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現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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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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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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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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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李
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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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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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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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文
學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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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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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小
說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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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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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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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閱
讀
的
隨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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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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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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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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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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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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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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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文
章
要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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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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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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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對
小
說
家
的
評
價
，

要
麼
是
對
小
說
評
論
家
的
追
憶
，
幾
乎
都
與
小
說
有
關
。
﹂
李
洱
近
日
接

受
《
大
公
報
》
採
訪
時
說
，
始
終
在
文
學
場
域
之
中
，
又
能
以
飛
行
的
姿

態
保
持
一
定
距
離
，
可
以
對
文
學
發
展
態
勢
有
一
個
整
體
性
的
把
握
。

他
想
記
錄
下
有
故
事
、
有
個
性
的
﹁同
時
代
人
﹂
的
寫
作
和
自
己
貼
近

看
到
的
文
學
現
場
，
而
這
種
接
近
現
場
的
觀
察
，
便
如
同
﹁超
低
空
飛

行
﹂
。

大公報記者 張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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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接近文學現場的筆記，李洱有他的
優勢。他曾在《莽原》雜誌做過十年編
輯，後來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與不同年齡、
不同風格、不同國家的作家打過交道，現
在到北京大學工作，也要根據課程安排邀
請作家來講課。這讓他有機會了解不同作
家的個性、生活習慣。而且他是出名的
「一首長詩念一遍，再下一次就是背誦」

的作家，博聞強識，記憶力驚人。
這本《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

作》共分三輯，輯一、輯二着眼當代，閱
人、閱世、閱文，剖析、解讀同代人的創
作，既包括對汪曾祺、史鐵生、張潔等逝
者的追念和回憶，也涵蓋對莫言、格非、
張煒、梁鴻、何向陽等同道的賞鑒與評
論，輯三則集中展示了作者關於如何讀經
典、如何悟文心的閱讀興趣和創作經驗。

信手拈來中有細緻觀察
李洱說，他試圖讓自己和作品中的人

物，讓作品中的人物和讀者，讓自己與同
時代有故事、有個性的不同作者、不同文
本之間的對話能夠真實地呈現出來。

悼念史鐵生，他寫到是在電梯裏接
到莫言的短訊說鐵生去世了，當時周邊
的人聽到這句話都被吸引， 「電梯安靜
地上升，上升，電梯的門開了，卻沒
有人下去。他們似
乎想從我這裏

知道更多的情況」 。回憶評論家程德培，
透露 「德公」 多次對他開玩笑 「在嚴肅的
前額下，你有一張嘲笑的臉」 ，每次說過
這話，還要問一句不生氣吧？然後再找補
說 「拉伯雷也有這樣一張臉」 。

諸多豐富的細節，讀起來生動傳神。
「李洱寫到在瑞士伯爾尼的會議上見到作
家張潔，張潔演講時坐在高腳椅子上，上
身挺得筆直，雙手交疊平放在膝頭，下巴
微仰。他對張潔說張老師您剛才像個女
王，但是張潔糾正 『別叫老師，叫大
姐』 。這正是我心目中張潔的形象。」 北
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說。

作家梁鴻則評價，李洱的表
達方式雖是信手拈來，但讀者可
以感受到他的細緻觀察，

「在小說書寫中李洱

是嚴肅的，但在這本書中他卻是溫柔的，
為他所書寫的人樹立起了鮮活的形象」 。

「建設性的批評比以前更多了」
在《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

裏能看到不少精彩文學賞鑒與評論，如認
為汪曾祺用口語寫作，是要 「回到誠實的
個人，回到真切的語氣，回到世俗的煙
火，回到一個老百姓的位置」 ；寫邱華
棟， 「如果說別人寫的是回憶中的失敗，
那麼他寫的就是征服中的快感」 ；評價馬
爾克斯與博爾赫斯，稱前者是 「用文學介
入現實的代表」 ，後者是 「用文學逃避現
實的象徵」 。

有聲音認為，當下的文學評論只有互
評與吹捧，較少有建設性的 「批評」 。李
洱則說，他的看法正好相反，不能排除互
評中確有吹捧，但那不是主流。事實上，
真正具有建設性的批評比以前更多了，學
理性更強了，很多人發現不了真正的建設
性批評的存在，是因為文學批評越來越專
業化了，很多人看不懂，或者由於缺少耐
心導致視而不見，或者出於各種情緒而不
願意承認。

「有一個基本常識還需要強調：我們
看一個時代的文學成就，要看的是重
要作家取得什麼樣的成就；看一
個時代的文學批評，要看的

也是重要學者、批評家是如何評價重要作
品。」 他指出。

一部小說只去完成一個想法
在寫作圈， 「聽說李洱在寫一部小

說」 是作家朋友調侃他的一個方式，卻間
接反映出李洱創作周期比較長的特點，像
《應物兄》前後足足寫了十三年。

李洱向《大公報》介紹，在寫作習慣
上，即便是創作長篇小說，通常事先他也
沒有提綱，而是 「願意讓各種念頭、紛繁
的思路處於某種未名的、活躍的狀態，所
以有時候寫出來的文字會與整體的思路不
大相諧，需要進行大量的修改」 ，很多小
說幾經修改，想找到所謂的最合適、最準
確的詞句，對具體的詞句的修改就更多
了。

「有些作家，有一個想法或者觀念，
會通過多部小說，用不同的故事，從不同
的側面去呈現。有的作家，有了一個想法
或者觀念，願意只用一部小說去完成它，
不願意去寫第二部。」 他說，自己屬於後
一種作家，這種作家必須耐心地等待自己
的想法或觀念出現了改變之後，才可能去
寫新的作品。

二○○八年，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
訪華時將李洱的長篇小說《石榴樹上結
櫻桃》德文版送給中國當禮物，成為媒
體一時關注的焦點。李洱的另外兩篇長
篇小說，《花腔》曾入圍第六屆茅盾文
學獎，《應物兄》則獲得第十屆茅盾文
學獎，這讓他成為世俗意義上的 「成
功」 作家。

而事實上，李洱卻常用 「著作等
腳」 來自嘲。受父親的影響，他很小就
喜歡文學，但正兒八經開始寫作，是從
華東師範大學大二時才開始。他原名李
榮飛，用 「李洱」 這個筆名，源自於曾

寫過一部叫《中原》的中篇，這部小說
後來寄出去了，但沒有收到回音，他也
沒有留下底稿。小說有某種自傳性質，
裏面有一個人叫李洱，後來經常想起這
部小說，就用書中主人公的名字做了筆
名。

李洱曾坦陳，他也常感受到寫作的
困難，沒有選好題材，覺得選好題材是
最困難的；選好了題材，怎麼講述，用
什麼方式講述，又變成了最困難的事。
此外，作家寫作時經常要面對生活中的
殘酷地帶，面對這些挑戰，就需要作家
有強悍的人格和心理。

李洱，一九六六年出生於河南
濟源，曾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
長，現為北京作家協會主席、北京
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長篇小說
《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應
物兄》，出版有《李洱作品集》
（八卷）等，其中《花腔》入圍第
六屆茅盾文學獎，《應物兄》獲得
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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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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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名
。

《生前死後：解開身後事的迷思》

作者：劉銳業、梁梓敦、鄺汝溡、黃錦妍、梁樂燊

出版時間：2025年6月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本書旨在打破死亡禁
忌，介紹大眾感興趣的身
後事各範疇，例如：生前
規劃的事項及重要性、身
後事的處理流程、香港的
喪禮概念與流程、本地殯
葬的忌諱及來由、綠色殯
葬、哀傷輔導個案，以及
香港現有的生死教育探索
活動。

《了解道教（增訂版）》

作者：黎志添

出版時間：2025年5月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道教為很多人提供
心靈及精神寄託，並填
補了儒家學說對死後世
界的想像。但現今人們
似乎漸漸忽略道教的重
要作用。有見及此，本
書作者深入淺出地從歷
史、教義、道派、經典
到儀式等方面解說道
教，為讀者揭開道教的
神秘面紗。

《易經詳解與應用（增訂二版）》

作者：周錫䪖

出版時間：2025年5月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本書是《易經》研究
的最新成果，具三大特
色：第一，解決了二、三
千年《易經》的作者和著
作年代問題；第二，首次
運用音韻、語法、義理等
多元結合的方式鑽研《易
經》。第三，每卦附詮
釋，內容貼近生活，宜實
際應用。

李洱

在長篇小說《應物兄》中，香港經
常出現於主線敘事中。 「我曾在香港科
技大學做駐校作家，那段日子讓我非常
留戀，在內地也常見到香港朋友。」 李
洱說，《應物兄》裏幾場重頭戲都寫到
香港，寄寓着自己的回憶、思考、訴求
和祝願，對香港印象極好。他還透露，
孩子今年剛剛結束高考，報考了香港好
幾所大學。

今後的文學筆記是否會涉及香港作

家與他們的作品？李洱對《大公報》
說，他與香港學者有比較多的交往，還
與香港的作家進行過多次對話，一直在
留意香港的文學狀況， 「假以時日，一
定會寫下自己對香港的人與事的理解，
並對自己受到的教益表示感謝。」

「文學是在最普通的人身上看到
美，只有語文學好了，這個人才可以成
為一個真正的人，成為非常完備、完善
的人。」 針對《大公報》提出平時閱讀

中，大塊頭的經典作品經常令內地與香
港的中小學生望而卻步的現象，李洱建
議，可以先看一些篇幅較為簡短的名
著，即便是公認的名著，也可暫時放
下，比如托爾斯泰的作品，可以先看
《哈吉．穆拉特》，沒必要直接去讀
《戰爭與和平》， 「開個玩笑，曹雪芹
的家人如果處在中小學階段，也是看不
懂《紅樓夢》的。對大塊頭經典作品，
考上大學之後，再看不遲。」

作家要有強悍的人格和心理

用寫作與閱讀「增值」經驗
李洱稱，年輕的時候非常喜歡博

爾赫斯，除了翻譯家，他可能是博爾
赫斯在中國的最早的讀者之一。庫
切、拉什迪和索爾．貝婁，也是他比
較喜歡的作家。給學生上課，他會講
小說與作家的生活、記憶和經驗構成
了怎樣的關係，這篇小說與別人的小
說或者他本人的其他小說又構成怎樣
的互文關係，覺得這對學生有用。

到北大任教後，李洱自己可以掌
控的時間比以前充裕了許多，與年輕
人交往的時間也更多。他總是鼓勵他
們要進行文學創作，因為在他看來，

「創作是一種更具感知力、反思性的
精神活動，也是一種穿越知識藩籬進
入一個更廣大空間的話語實踐活
動。」

在人工智能迅速發展的背景下，
本雅明提出的 「經驗貶值」 問題似乎
正在加劇。李洱認為，如果個人存在
的價值大打折扣，個人存在的真實性
被一點點蠶食，人的存在處境就會越
來越危險。文學必須對此進行嚴厲的
審問。寫作和閱讀就是一種反抗，是
經驗的 「增值」 ，所以這個時代的寫
作和閱讀，具有了空前的意義。

對香港印象極好 留戀在港駐校經歷



接近文學現場 觀察同時代人的寫作

推出最新文學筆記

《超低空飛行》

▲2019年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李洱獲獎作品《應物兄》。

作家
簡介 ▶作家李洱

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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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