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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精神上的欢愉
激情涌来控制不住要表达

记者：请介绍一下您的新作《今事
往事》以及收录稿件的情况；您写过很
多青岛的风景、民俗、特产等，是出于
怎样的初衷或契机？您生活中一直保
持着对生活的好奇和细致观察吗？

王溱：《今事往事》是我2016年至
2020年间所写散文中的选篇，共计69
篇。全部是已发表过的作品。
对青岛这个城市我是引以为傲

的。生于此，长于此，我所有的人生经
历和人脉资源都在于此。很期望青岛
被更多的人所知。我写了不少有关青岛
的散文，内容涉及到风土人情、自然景
象、地方特产和亲朋好友等等。对青岛
除了具有深厚的感情，我也对这座城市
里过往的人、物、事倾注了极大的关注。
很期望为家乡尽一份微薄之力，写更多
有关青岛的作品，是我的一种愿望，也
是一种追求。这里面既有热爱家乡的情
结，也与我曾经的职业相关。在我看来，
爱家乡是本分，写家乡是责任。况且青
岛有那么多可以写的题材，所以自觉
有意识的观察和关注身边的人、物、
事，成了我下意识的行为，一旦创作激
情涌来，就控制不住要表达出来。

记者：跟我们聊聊您退休之后的
生活吧，写作是不是从“业余”转“正”
了？阅读和写作在您的生活中处于怎
样的地位，或者承担怎样的角色？您从
中又得到了什么？

王溱：我喜欢写作，但从未把它看
作是一种“职业”，仅仅是“爱好”而已。
这个定位从大学毕业后就在心里形成
了。大学期间一直梦想毕业后能到文
化、报社这样的单位，从事专门的文字
工作。然而毕业分配后，梦想随波逐
流，随之写作成了业余的“精神”补充。
优秀作家需要天资，这是不可否认的
事实。本人的天资不足，只能靠勤奋、
坚持和毅力。活了大半辈子，没有什么
事能让我持之以恒做下去，唯独写作。
正因为能坚持下来，并不断努力，才会
有了今天400多万字作品发表，11本
专辑出版的收获。有趣的是工作期间，
写作收获反而更“丰厚”些。一个是写
的数量多，一个是质量相对也高一些。
自以为不错的一些作品，大都是工作
期间发表的，一些奖项也是在那个时
期获得的。退休后，虽然依旧坚持写，
平均一周要发表两篇以上作品，但大
都是短文，分量明显有限。
自我检讨，年龄渐长气力渐衰是

一方面，更多的原因似乎在于对写作
的认识有了“新”的态度。写作被许多
人认为是一种“高雅”的人类活动方
式，作者也往往被人“高看”甚至羡慕。
这种观念也一直影响着我，尤其当作品
被“青睐”、“褒奖”时，那种洋洋自得的
感觉油然升起，尽管表面上并不一定表
现出来，但自我褒奖的潜意识不可否认
的存在。但随着发表的作品多了，不再
被人像以前那样关注赞扬了，再看到更
多年轻有才华的作者的大量涌现，本来
狭小的空间就难以立足，现在还想并驾
齐驱，却又明显感到心有余力不足。人
贵有自知之明，不服老不行。
静下心来再审视以往的作品，我

发现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优秀”，只不
过是对过往生活重新进行了回顾，展
现和反思的一个过程，实在没有什么
可炫耀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字记录，
别人未必擅长，而自己驾轻就熟。这是
一种乐趣，也是一种技能。就像有的人
喜欢打乒乓球，喜欢跳广场舞，爱好写
字画画，甚至打打麻将。是退休生活中
的一种点缀，打发光阴的一种手段，精
神充实的一种载体，仅此而已。
写作在许多人眼里是件“苦”差

事。的确，优秀作品创作的过程一定不
是一帆风顺，可能还要承受许多痛苦，
但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并不像有些人
的想象，每天除了看书就是写作。说起
来可能令人大跌眼镜，我现在每天看
的最多的是手机，这似乎不像是一个
写作者的选择，但偏偏喜欢。每周我会
有两天或者三天写作，都在白天，每次
不超过三个小时，一般就两个小时左
右，有时甚至一个小时。完全看心情。
也看印刷的书籍，有兴趣的一天就看
完。没兴趣读几页就束之高阁。然后跟
宠物猫玩耍，与幼小的外孙女逗乐，做
做饭，跟朋友微信海阔天空，这就是当
下的退休生活。不丰富，但也不单调。
当然，写作不可缺失，作品发表了会有
一种愉悦感，自豪感，尽管短暂，但有
别于其他乐趣，应该承认，自己看得更
重。它是精神上的欢愉。

读书因人因需而异
读与写都要体悟生活细节

记者：您写了大量文章，一定也读
过很多书吧？日常的阅读情况怎样？有
何阅读心得和感受？您的阅读和写作受
到哪位或哪些作家及作品影响吗？您日
常爱读哪类书籍？马上要到世界读书日
了，您是否愿意分享一下您的书单？

王溱：关于读书，说实在，与其他
作家相比，我读得并不太多。相对而言
大学期间读的书更多一些。一些国内
外名著，鲁迅、茅盾、郭沫若、大仲马、
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等等，
都是在那个时期读的。参加工作后，都
是零零星星地读，纯文学读的却不多，
这里面有工作忙碌的原因，也有时代
变迁，兴趣转移的缘故。退休后时间是
有了，书读起来却更有随意性，有什么
就看什么，不在意“范畴”、“领域”，倒
是很符合退休后随心所欲的生活状
态。史蒂夫·洛尔的《大数据主义》、施
展的《枢纽》、渡边淳一的《北海道物
语》、刘晓明的《尖锐对话》、贝恩德·勒
克的《文艺复兴全史》、岳南的《南渡北
归》等等，都在不同的时间里浏览阅读
过。不过我最喜欢纪实作品，因为那是
真实发生过的，不像文学作品虚构的
成分太多：听评书掉泪，替古人担忧。
读书，对人的成长进步非常重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被实践证明
了的真理。还有句话：读了唐诗三百
首，不会写诗也会吟。然而读书也要因
人因需而异。有的书读了就是为了用，
这是“功利”之读，有的书完全是为了
消遣，这是“随意”之读。上学时读书更
多的是为了前者，而退休后的阅读几
乎都归于后者。两种目的的阅读，用心
用功用意不同，但取得的效果却是一

致的，都有益于眼界、知识的拓宽与提
高。许多不经意的阅读，很可能在日后
的工作、学习、甚至生活中都会产生意
想不到的收获。比如写作，有些知识常
识就来自于书籍。写过花花草草，对从
未接触过农村生活的我，说实话连花
草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又从何谈起把
花草写活写生动，让人信服？办法只有
一个：读相关的书。
当然读书还是应该读好书。何谓

好书？名著，经过实践被广泛肯定和认
定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读起来，一本胜
过几十本“庸常”之作，可以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遗憾的是懂得这个道理
为时太晚，就像吃糠咽菜几十年，到后
来才知道，其营养成分比起细粮来，寥
寥无几。

记者：您有多篇小说、散文被选入
中学语文阅读材料及试卷，对中小学
生的阅读、写作以及语文学习，您有什
么看法和建议吗？

王溱：发表的小说、散文有多篇被
选为中小学阅读资料，或者考试试题，
说实话，这让我有些意外，也感到“受
宠若惊”。被学生们阅读，并作为试题
检验学生的理解能力，相信作品首先要
经得住“检验”。被选的作品都出自《人
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说明这两家
报纸的选稿标准和质量是很严格的，另
一方面这些作品的人物形象，故事情
节，生活场景，都源自身边，
熟悉、真实、可信。由此提
示人们，无论是阅读还是
写作，都要注意观察、体
验和领悟生活细节。人物
也好，事件也罢，都离不
开细节。细节贯穿于
整个世界，不管是
活生生的人，还
是不会说话的
景物，一定都
有自己的细
节。只是有
的人善于
捕捉，并恰
到好处的予
以使用，有的
人木讷，视而不
见，错失良机。不
同的“敏感度”会
得到不同的回
报，前者可能妙
笔生花，后者可
能平淡无奇。

记者：接下来
的写作，您有怎样
的规划和目标？

王溱：未来没
有什么具体的打
算，随遇而安，顺其
自然。当然还是要坚
持写下去。虽然是业
余，只是爱好，但作为
精神层面的“特长”，
作为坚持了四十多年
的一种“习惯”，肯定舍
不得也不会轻易放
弃。活到老学到老写
到老——— 这也算是
座右铭吧！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

作家王溱最新散文集《今事往事》日前由青岛出版社出版，这是王溱出版
的第十一本书，依然坚持其鲜明特点——— 以朴实的文风、细腻的笔触书写青
岛，以饱满的热情、勃发的激情宣传青岛，在他笔下，自然景观、城市风貌、习俗
民风、市井生活……如涓涓溪水，娓娓道来，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意外”的
情节，更没有“抽象”的论述，王溱擅长以小人物、小事件折射时代面貌和人生
足迹，充满生活气息。世界读书日来临前，王溱接受半岛全媒体记者专访时表
示，很期望为家乡尽一份微薄之力，写更多有关青岛的作品，这“既是愿望，也
是追求”，他表示：爱家乡是本分，写家乡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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