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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在书法比赛活动现场创作。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李颜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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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马伯庸正在台上分享自己的写作心得。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昊 摄

作家马伯庸接受记者采访。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昊 摄■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珍珍

本报讯 8月22日上午，作家马
伯庸《长安的荔枝》图书分享暨读
者见面会在茂名市图书馆 1 号报
告厅举行。分享会上，马伯庸围绕

“见微”系列的第一部小说《长安的
荔枝》，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灵感与
作品背后的故事。现场座无虚席，
期间更是笑声不断，掌声不断。

对茂名历史人物很感兴趣

马伯庸是当代知名作家。人
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茅盾新
人奖得主。其作品被评为沿袭

“‘五四’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谱
系”，致力于对“历史可能性小说”
的探索。代表作有《太白金星有点
烦》《大医》《长安的荔枝》《两京十
五日》《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
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

《风起陇西》等。
“我一直想来茂名，到周边走

走。因为茂名有山有海，地形结构
很有意思，同时我对潘茂名、冼夫
人、高力士这些历史人物也很感兴
趣。”马伯庸一开场就表达了对茂
名的好奇心，他说自己有一个习
惯，他喜欢的历史人物都想到当地
考察，站在古人曾经站过的地方，
身临其境，才能写出更真实的感
觉。他笑称，明年六月他一定要来
茂名，品尝茂名的荔枝和美食。

11天写完《长安的荔枝》

接着，马伯庸向观众分享了自
己创作《长安的荔枝》的前因后果。

“写《长安的荔枝》有点意外，
因为当时我正在写一本《大医》，讲
的是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的

故事。这本书有 80 万字，写到 40
万字的时候觉得有点累，中途想要
休息一下。刚好那时是荔枝时节，
朋友送来一箱荔枝。当大家围坐
着吃荔枝时，我和儿子讲‘一骑红
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
诗背后的故事。结果儿子听完问
了一个灵魂问题：那这个荔枝是怎
么运过去的呢？当时一下子就击
中了我的灵感。”马伯庸说，“确实
我们都知道这个运荔枝的路程很
遥远，很艰辛，却很少有人关注荔
枝是怎样从岭南运到长安的细节，
所以我便决定写一下这个故事。”

“ 一 个 普 通 官 吏 接 到 一 个
‘活’，要跨越三千多公里，从岭
南把荔枝送到长安，还要保证这
个 荔 枝 是 新 鲜 的 ，如 何 解 决 运
输、物流问题，面临困境时又是
如何解决的……当时我越想越
兴奋，灵感源源不断，结果用了
11 天时间一口气写了 7 万字。”

马伯庸说，因为故事比较短，
当时写完后在网上也发了，没想过
出版，更没想到出版后销量这么
好，到目前销出了130万册。

“‘见微’就是‘见微知著’，通
过小人物写出大时代。后来我又
写出了《太白金星有点烦》，是一个
讲西游记的故事，是‘见微’系列的
第二部小说。”马伯庸说，接下来他
打算争取每年写一本小书，让“见
微”系列延续下来。

每到一处收集积累当地
风土人情

在互动环节，现场观众提问踊
跃，现场气氛热烈。就观众所提问
的《长安的荔枝》的故事结尾、封面
以及后期拍摄情况，再到思维锻炼

方式、写作时间管理等方面，马伯
庸一一进行了精彩的分享，其幽默
真诚的回答博得现场掌声不断。

当读者问到《长安的荔枝》关
于李善德的结局有没有其他的考
虑？马伯庸说，当时针对《长安的荔
枝》的结局有几种考虑，其中最惨烈
的就是李善德被处死或自杀。但
是他觉得李善德身上有着自己苦
逼的中年“社畜”的影子，应该有一
个比较温情的结局，这样才更能体
现他通过小人物写大时代的初衷。

“虽然我写作的时间只用了11
天，但是我的平常积累用了 11
年。”当问到如何能在 11 天写完

《长安的荔枝》时，马伯庸说，他每
到一处都会收集积累当地的风土
人情，这是他十多年养成的习惯。
当他想写这本书的时候，荔枝运送
的路线他已经了然在心，包括唐代
的生活细节他都很熟悉了。

传授锻炼写作思维方式的方法

谈到思维锻炼方式，马伯庸和
读者分享了《圆桌派》里的一个问
题：如果你在沙漠里发现一吨黄
金，接下来你要怎么办？他说，平
常自己去坐地铁、坐公交时喜欢观
察每一个人的表情和细节，这些可
能都会用到他的小说里。他觉得
不管是作家还是普通市民，大家都
可以在闲暇中进行天马行空的想
象，填补空白的“垃圾”时间，更好
训练个人的思维方式。

“我的工作室距离一家中学很
近，我每天都按照学生的节奏来写
作，强制自己工作之余有短暂的休
息。我一般下午 5 点接孩子回家
后就不再写作了。”针对写作时间
管理问题，马伯庸坦言说，写作是
一个脑力活，也是一个体力活。只
有时刻保持运动状态、保持规律的
生活，才有足够的精力创作出更多
的作品。

推荐《长安的荔枝》导演
来茂名取景

当被问到《长安的荔枝》拍摄
是 否 会 来 茂 名 取 景 时 ，马 伯 庸
说，目前《长安的荔枝》的电影和
电视剧都在投拍，电视剧可能会
更快些，电视剧导演是曹盾，主
演是雷佳音。他还透露说，之前
曹导已经来过茂名进行实地考
察，他个人也向曹导大力举荐了
茂名，至于后续如何就只能拭目
以待了。观众听后掌声如雷，希
望在电视剧《长安的荔枝》里能
看到茂名的身影。

马伯庸与茂名读者分享《长安的荔枝》

通过小人物写大时代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小英 陈珍珍

本报讯 8 月 22 日上午，《长安
的荔枝》图书分享暨读者见面会结
束后，作家马伯庸接受了茂名日报
社全媒体记者的专访。

记者：您的历史小说有别于其
他传统的历史题材小说，作品中的
主角多是隐藏在历史褶皱中的小
人物。请问您为什么对小人物或
者社会底层人物情有独钟？

马伯庸：我认为历史是由人民
群众创造的，历史的潮流和历史的
动力都由千千万万的小人物组成
的。一两个小人物就像是江河里
的一滴水，无足轻重；但是如果千
千万万的小人物产生同一种需求，
就会汇聚成江河，向东奔流。我觉
得英雄人物恰好就是站在潮头，比
较显眼，他们并不是说引领了某个
时代，而是顺应时代要求才出现
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小人物才是
真正历史的创作者。那么从历史
文学的角度来看，从有限的史料
中，找到这些小人物，写出他们的
喜怒哀乐，实际上就是写出了历史
变化的最新动态。

记者：您希望读者在您的作品
中读到什么？

马伯庸：我最希望的是当他
们 放 下 书 本 时 ，会 发 现 在 真 实
世 界 存 在 书 里 提 到 的 东 西 ，并
愿 意 去 看 一 看 。 比 如 说 我 写

《长安十二时辰》，他们看完后
能 对 长 安 产 生 兴 趣 ，愿 意 去 西
安旅游；看完《长安的荔枝》，他
们 愿 意 来 广 东 旅 游 ，买 荔 枝 来
品尝。我希望能产生这种线上
与 线 下 、书 本 内 和 书 本 外 的 连
接 ，让 读 者 通 过 身 临 其 境 的 方
式，既能享受到一个好的故事，
也能够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产生
兴趣，并且愿意各地走一走，看
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记者：在《长安的荔枝》中，您
对诗人杜甫用了较多的笔墨，请问
杜甫是您最喜欢的诗人吗？

马伯庸：我非常喜欢杜甫，因
为 他 确 实 是 当 之 无 愧 的“ 诗
史”。他试图以一种平民的视角
去记录当时的所见所闻，而不是
简单地以一个知识分子或一个贵
族的身份去写，所以他是中国古
代难得的用诗去记录普通人生活
的诗人。我在《长安的荔枝》把
他写进来，也是为了表达对他的
崇敬之情。

记者：您是怎么看待历史性与

文学性的关系？
马伯庸：我觉得以文学性为

先，在文学性的同时也要兼顾历
史的真实。我觉得历史的真实包
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史实，另一
个层面是符合历史的逻辑。因为
史料毕竟是残缺不全的，我们没
有办法知道每一天的动态，所以
写小说是不可能避免杜撰的情况
出现，但是这种杜撰不是凭空捏
造，而是符合当时的技术、社会
规则、这个人物本身的定位和心
态的。

记者：对于您来说，写作是一
件快乐的事吗？

马伯庸：对，所有写作的前提
就是真心喜欢。因为写作不像搬
砖，搬砖的话，即使你再痛苦，咬着
牙坚持也可以完成。但是写作如
果念头不通达，你的情绪就会从文
字中泄露出来。文字是不会骗人
的，所以愿意写还是不愿意写，读
者是能感受到的。

记者：现代人似乎很难静下来
完整地去读完一本书，您有什么好
的阅读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马伯庸：苏轼有一个“八面受
敌”读书法，非常有现实意义。意
思是我们读书要带着目的去读，比
如首先想好一个问题，想要在书里
得到一个答案，那在看书的时候就
能有的放矢，能有效地在书中吸取
这些知识，这比你漫无目的地看一
本书效率高得多。虽然这个读书
法稍显功利，但是我觉得对现代人
来说，是一个非常好、并能迅速进
入阅读状态的一种方式。

记者：您曾说过自己是一个没

有什么天分的作者。在您看来，对
于写作来说，是天赋重要还是努力
重要呢？

马伯庸：我觉得要努力后才谈
天分。天分实际上占 30 分，努力
占 70 分，但是我们要把努力的分
数算完，才能算天分的。或者说天
分决定的是你的上限，努力决定
的是下限。我认识很多非常有天
分，但是很懒、一年也写不了几篇
文章的人，他们很快就拿到了 30
分，但总分也就 30分；我也认识很
多勤快、但能力稍显不足的作者，
他们努力的话能写到 70 分，那么
实际上两者的成就也就不可同日
而语了。

记者：您对文学爱好者有什么
建议吗？

马伯庸：首先就是一定要往下
写，文字写出来才是最重要的，比
构思要强得多。其次，一个作家最
重要的不是技巧，而是要对这个世
界保持足够的好奇心。随时保持
对人和物的好奇心，积累多了，总
有一天会用上。

记者：如果请您为茂名写一个
故事的话，您觉得最想写什么？

马伯庸：茂名有很多我想写
的历史名人，比如说冼夫人、潘
茂名、高力士等，但是我最想写
的是潘茂名，潘茂名是一个很有
意思的人，是一个值得花笔墨的
人，比如说他会很多技能，炼丹、
采药、下棋等。我觉得要是能写
这样一个人的传奇的话，不但对
茂名本地的文化宣传有积极的传
播作用，也对个人的创作生涯是
一个很大的新提升。

马伯庸接受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专访

写作要保持足够的好奇心

▲8月22日，2023南国书香节茂名分会场落下帷幕。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岑稳 摄

■记者 陈莹莹

本报讯 8 月 22 日，为期 5 天的
2023南国书香节茂名分会场活动圆
满落幕。书香节期间，共设置了 14
个大项目涵盖新书首发、惠民书展、
名家讲座、诗歌诵读、文艺表演、文
创手工等 103项活动，在市图书馆、
实体书店、学校、乡村及网络平台等
火热登场，让广大市民畅游书海、乐
享书香，吸引了线上线下超 30万人
次参与。参展的新华书店、南方书
城、天下人购书中心、电白华图购书
中心共销售图书 15574 册，非书类
产品 63967 个，总销售额近 70 万
元。在市图书馆主会场，共举办线
下活动 30 场次，活动参与 13842 人
次；举办线上活动 7场次，活动参与
52820人次，在茂名掀起了全民阅读
的高潮。

畅游书海 全民阅读

当暑假遇上书香节，吸引了一
拨又一拨人群来到我市各文化场所
静下心来阅读，人气满满。在市图
书馆、各大书店里，常常坐满读者，
感受着生活中的文化芬芳，处处洋
溢着浓郁的书香气息。

为让广大读者尽享阅读之乐、
阅读之美，推动全民阅读深入开展，
我市各实体书店设置不同主题的图
书展区。例如，新华书店有时代主
题图书造型展台、主题出版物展台、
粤版精品出版物展台和茂名本土作
家图书展台等；南方书城有红色经
典专区、教育部历年推荐阅读图书
专区、教师用书专区、快乐读书吧专
区等，满足不同读者各类阅读需
求。“今年书香节参展图书 6 万多
种，非书类产品 3万多种，数量总计
有90多万，总销售额达20多万元。”
南方书城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5
天的图书展销活动聚集了极旺的人
气，图书展位前、展馆座位上，随处
可见手捧图书、专心阅读的读者，他
们或是银发老人，或是童真孩童，尽

管年龄迥异，阅读热情却毫无二致。
22 日是书香节活动的最后一

天，现场依然有不少市民前来看书、
购书，人们三五成群，或捧书静读，
或拎着图书满载而归。“我家小孩很
喜欢看书，每次来书店都会买书回
去，书香节期间不仅展销的图书种
类多，价格还实惠，打 8 折，我们趁
机买了好几本书回家。”家长肖女士
说，她旁边的小朋友更是捧着新书
爱不释手。在书籍展销现场，记者
也发现不少老年读者的身影，77 岁
退休老人吴伯便是其中之一，老人
家平时喜欢逛书店，博览群书。他
告诉记者：“这里既能买书看书，还
有各种文化活动，很有意义。”

活动升级 精彩不断

本届书香节还举办了一系列主
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
活动，为广大市民奉上精彩的文化
盛宴。参与书香节的市民都能各得
其所、自得其乐，在浓郁的文化氛围
中接受熏陶、尽情欢乐。

在马伯庸、沈石溪、谢乐军、陈
诗哥、苏好等知名人士的讲座、读
书分享、新书推介中，读者们聆听
大咖分享“读书之道”，增进智慧，
开拓见解，感受别样的阅读；在“童
画童趣”亲子绘画活动、创意书签
DIY 手工活动等，童真的孩子手持
画笔与颜料，勾勒心中最美场景；
在“好心易书”活动中，市民们踊跃
参与，把家中闲置的书籍带到现
场，通过“旧书互换”或“旧书换新
书”方式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在
新华朗读亭+“百听听书”设备体验
区，读者们“一站式”了解家庭阅
读、纸声联动、广播剧、无障碍听读
等，体验更加数字化、智能化的阅
读形式……学生张同学告诉记者，
他最喜欢的活动是茂名大讲堂儿
童文学作家苏好老师的讲座，苏老
师讲述形象生动，像童话故事一样
吸引人，让他学到了很多东西，给
予写作上很大的启发。“书签 DIY

手工活动、讲座活动、vr 体验区我
都参加了，收获了很多不一样的读
书乐趣和体验。”读者王小姐开心
地说，并表示每年和伙伴打卡书香
节已经成为一种约定，期待明年能
有更多精彩的活动，丰富大家的精
神生活。

今年书香节虽已落下帷幕，但
所营造出的爱读书、常读书的美好
氛围却日益浓厚，这场书香盛宴惠
及更多人，提高了读者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为好心茂名增添更加浓郁
的书香气息。

2023南国书香节茂名分会场圆满落幕
线上线下超30万人次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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