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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蘇童

1994年的夏天，蘇童首次來港，參加香港電台的一檔文學節目。當時從內地赴港，出境手續繁雜，卻也沒消耗掉蘇
童對「東方明珠」的時髦想像。在此之前，他已經去過海外一些國家
和地區，進行過文學的對話和實踐。
這條去過海外的補充信息，蘇童覺得有必要強調，「因為我已見過

一些時髦的世面，」他說，「但你能想像一個穿深綠色短袖絲綢襯衫
的男人，帶着他對香港文學的想像走來嗎？」很快，蘇童就被迎面而
來的目光打量了，即使對方想禮貌掩藏好眼底那一絲好笑的神情。
「我是個作家，當然懂。」着錯衫帶來的不自在感，讓蘇童恨不

得立即打開箱子更換一件。結果呢，同款不同色的藍色絲綢襯衫靜候
着他。
笑談中，30年前的夏天，那件便宜的綠色短袖絲綢襯衫令蘇童經歷

香港的首場文學對話之餘，也對服飾的色彩、材質有了切身的侷促和
窘迫感。
進出香港多了，蘇童也和此地有了人情物事。如果把「香港」當作

一個形容詞？蘇童揮揮手說：「我性格一點也不『香港』，但在吃方
面有『很香港』的一面。」

香港的文學口味仍是通俗流行

同樣是愛吃、精細且挑剔，可以這麼說，香港也似一席流動的饗
宴。但在文學的主題餐食中，蘇童認為，香港的口味還是通俗流行
的。相較內地，嚴肅文學更少滲透到市民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平實的
語調中，蘇童也說，在國際化網絡程度很高的香港，在文學的海外交
流方面並不積極。時至今日，還是如此。
有其客觀原因，也有蘇童自己的經驗和觀察。早年內地大批文學愛

好者，憑借自己的外語興趣和背靠着的高校外語系、社科院、研究院
等平台的供養，翻譯了大批海外名家經典。這些也構成內地一代文學
青年開眼看世界的有機土壤。蘇童所說的「一代」，年齡跨度從60後
到70後，也包括80後們。而上世紀九十年代已被國外讀者熟知的蘇
童也粗略算過，自己的作品曾被翻譯為英語、法語、意大利語、韓
語、德語、荷蘭語、日語、西班牙語，也有葡萄牙、北歐及東歐的語
種，各種翻譯文字版本加起來超過50種。這是內地作家來去自如，對
話中西文化不同文明的底氣。
如今，積極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香港，在文學方面也待發力。

做過兩三日編劇 發現了自己的脆弱

今年香港書展以「影視文學」為題，再開流行文化場域的盛宴，蘇
童亦肯定影視對文學產生的傳播能量。
早在多年前，他的《妻妾成群》《米》《婦女生活》等多部小說就

均已被改編成為影視作品，其中影響和話題度最大的《妻妾成群》，
1991年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嚴肅文學的影視化
改編，對於作家後續的創作而言，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這個問題雖
老生常談，但在書展的主題之下，蘇童應景作答。
「不幸是不存在，但是否幸運得看你是否幸運。」蘇童再三強調，

並不是在玩繞口令遊戲。是否幸運，在他看來，首先得看碰上了誰來
改編作品，誰來演小說裏的人物故事。
小說能和導演張藝謀、演員鞏俐產生影視劇改編關係，蘇童肯定自

己的幸運。但影視劇的改編，是否要忠於原著？蘇童有自己的鮮明態
度：除非自己參與劇本創作，否則影視作品是導演的。
編劇的工作，蘇童淺嘗過。幾日下來，他驚慌地發現了自己的脆
弱。「寫小說的人可以主導一個體系，沒有人想介入且來破壞這個體
系；但影視劇尤其是電視劇，是一場集體的審美和創作，原著作者置
身其中往往很脆弱。」蘇童自覺應付不來，四面八方趕過來的聲音，
都在問你現實題材裏的邏輯細節。
例如，一個人為什麼拿了一把鏟子？再或者是，明明前面是老婆在

切土豆，為什麼你卻在炒小白菜？諸如此類的邏輯爭辯，如果是寫小
說，蘇童覺得，這些都不是問題，但做影視劇這些問題問得他快原地
崩潰。
「這讓我恐慌，因為我發現他們每個人都說得合理，那我還怎麼寫

作？」蘇童的編劇工作初體驗，是發了一身冷汗的感覺。

會迴避掉一些生活的「地氣」

成名成家，日常的社會活動場景和出行軌跡，似乎都走在「雲
端」，一如此刻，坐在星級酒店的咖啡吧，窗外的維港霓虹若遠又
近。對於作家來說， 為了日常書寫的「地氣」，還需要再刻意去走
入人群嗎？
「這個問題很好作答，有的鄰居有時我會多看一眼，因為我老覺得

他可能會進我的小說……」蘇童舉了一個十分慘烈的例子。曾經所住
的小區發生過一件慘案，滿城皆知。一個三口之家，女主人患癌離世
後，父親殺了自己的獨生女兒。這個故事發生在內地股災的那一年，
這個父親原本算得上成功，而他殺害自己女兒的原因是他不放心把她
交給社會。
但這個鄰居製造的慘案，蘇童至今沒有勇氣去書寫，如今說起，他
還是會快語速帶過。創作的「地氣」，其實就是當你確定要描述它的
時候，抱持着怎樣的心情。蘇童也說， 現實的許多「地氣」，它不
僅是熱的，也可能是寒冷的。
「生活無處不在，生活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就是少看一眼和多看一
眼的區別。」蘇童耐心地給出他的看法。

文學就像維他命

又或者說，文學其實就像維他命，對大多數人來說可有可無。蘇童
確實早有發現，很多長壽村裏的老人活到90多歲，不知維他命是什
麼，但也能過很健康的一生。
喜歡吃肉不愛蔬果的蘇童，常年在吃維他命。身為作家，蘇童也思
考過，文學對於什麼人來說似維他命呢？有一定知識打底的人，他才
會主動尋求維他命的微量元素補充。就好像文學並不能給人解決任何
具體的生活問題，但日常閱讀的人，可以獲得安慰和疏導。
知情識趣如蘇童，近年在出席一些文學活動的現場時，總逃不過被

追問：下一部長篇大約在何時？「我都有點不好意思。我一直在寫一
部長篇小說，寫了快10年。」他沒有在偷懶，確切來說，是總不太滿
意，經常兩三萬字的內容直接被扔到垃圾箱。
年輕時，心中多澎湃。蘇童眼睛裏的自己寫作沒有缺點。恰好呢，

這種初生的自信又能產生無窮的寫作能量。怎麼說呢？就是一下筆，
長篇自己駕輕車、走熟路。第一部小說《米》，六七個月寫下來蘇童
眉毛都不皺一下。
現在的寫作狀態，怎麼來類比呢？蘇童思索了半分鐘。
日常和植物相處的人，大抵心思柔軟和細膩。蘇童也養花看樹。家在

南京的直觀好處，即，植物享有鮮明的四季。和香港、廣東的常綠型灌
木不太一樣，他時常在南京的落葉型喬木裏看到當下的自己。「我有時
候覺得自己就是那掉完葉子的樹枝，在等自己的來年。」蘇童也積極回
應，最新的長篇今年秋天會交稿，最快明年能和讀者見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胡茜）日
前，蘇童於香港書展的講座「文學
的交叉小徑」在會展中心的5G廳
展開，可容納數千人的展覽廳幾乎
座無虛席。只為一席之位，很多現

場的觀眾提早了兩小時來到會場等待，只為在前排
觀看演講，現場的書也盡數售罄。
講座之初，蘇童先提到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談
到了他的小說《交叉小徑的花園》，「一個從來沒
有來過中國的人，想像了一個中國的故事，這是一
個太有意思的事情了。」這也是今次座談會主題的
由來，「他把他的小說想像成一個哲學的東西，像
迷宮一樣。」蘇童說。整場座談蘇童言談輕鬆，就

主持人提出的問題展開的內容細膩又風趣，「我年
輕時候就開始無意識地寫玄幻的小說，我還在街邊
吃鹹水鴨呢，腦子裏想的就是《我的帝王生
涯》，」蘇童幽默的發言讓現場傳出陣陣笑聲，
「現在那些穿越小說都該把版權費給我。」他談笑
說道。
座談圍繞蘇童的多部經典作品展開，同時也提及

了他正在筆耕的新作，「其實說來慚愧，新作的草
稿已經累積了上百萬字，但是一直在不斷推翻，就
像建築一樣，重新砌起來。」但是蘇童並未透露作
品具體出版時間，在主持人的「威逼」下他鬆口應
允明年出版，「很多年前也是說明年。」他調皮笑
說。

最後，蘇童談了自己的閱讀喜好，「我喜歡特別
美好的故事，但是我要求的美好是特別真實的，真
實到有汗毛那樣。」蘇童說。他提到自己最喜歡的
小說之一是契科夫的《萬卡》，「這是他的作品中
一個最簡單的小說，」他向現場書迷講述了這個故
事，「這個小說是我的心頭愛，因為它非常純
真。」
現場觀眾準備了大量問題想與蘇童對談，其中一
位問道如何尋找小說的母題，蘇童答道：「不要在
意題材的選擇，要看自己的熟悉、順手的領域是什
麼，去順應自我，在自己的素材庫裏面找東西，不
需要非要去挑戰自己。」他又提到創作的天分，他
說：「寫作的天分無法量化，但是是必須具備的，
否則多少努力也沒有用。寫作的過程就是個自我辨
識的過程，許多人寫着寫着就放棄了，這就是認識
到自己的匱乏了。」

7
月
的
香
港
書
展
，
儼
然
城
市
之
光
，
自
行
發
亮
發

熱
。
一
年
一
度
，
老
老
小
小
帶
着
拉
桿
箱
趕
場
，
排
長
龍

聽
名
家
講
座
、
大
肆
採
購
一
年
的
精
神
食
糧
，
就
真
有
了

過
節
的
形
式
與
氣
氛
。
中
國
當
代
著
名
作
家
、
茅
盾
文
學

獎
獲
得
者
蘇
童
這
次
作
客
書
展
，
在
記
者
鄭
重
其
事
地
追

問
中
，
回
憶
起
第
一
次
來
香
港
時
的
印
象
。
那
些
零
碎
又

悠
長
的
畫
面
中
，
閃
過
一
個
穿
着
綠
色
短
袖
絲
綢
襯
衫
的

內
地
小
伙
，
和
有
着
卡
夫
卡
心
靈
的
香
港
女
孩
…
…

◆

文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胡
若
璋

作家眼裏的香港，有哪些場景極

具文學時刻或意義？

「唉呀，有一個女學生。」二零

零幾年開始，蘇童常來香港參加一

些文學活動，也陸續受邀成為大學

的駐校學者，在香港大學、香港嶺

南大學開設文學創作課程。

課堂上，他和香港的年輕群體

有了照面。實際的授課體驗是，

大部分年輕人沒有太多寫作和文

學的心思，奔着學分來的目的顯

而易見。不過，總還是有寫得不

錯的學生。

「她的文字一看，就知道她平

時愛讀小說，且她寫的東西有卡

夫卡影子。」蘇童依然記得，這

個學生還成功把卡夫卡的荒誕繁

衍出了香港的味道……今時今日

突然說起，蘇童還是欣喜於當時

的自己看見了這個有一顆卡夫卡

心靈的香港女孩。

「 說 不 定 人 家 現 在 也 還 在

寫……」蘇童追加了一個美好願

望。

那些愛好文學的年輕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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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童經典作品集 胡若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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