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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以您的经验
看，应该怎样培养青少
年的阅读兴趣，引导他
们阅读经典？

陈彦：阅读对青少
年的成长太重要了。如
果青年时代我没有进入
阅读，一生很可能就和
创作无关了。阅读是一
个很奇怪的东西，一旦
你喜欢上它，读一本书
可以牵连出十本书。你
读完莎士比亚，就想去
读研究他的书，想了解
他的戏剧借鉴了哪些历
史故事，又带出另外的
作家作品，就这样越读
越丰富。阅读有时候像
一棵树，如果找到了主
干，这棵树越读就会越
茂盛。

今 天 这 个 时 代 阅
读的方式很多，比如通
过手机或其他媒介。我
看到有些孩子现在读的
书 ， 虽 然 存 在 阅 读 快
感，但对建构心灵世界
是不完整的。青少年还
是要阅读经过几百上千
年，人类共同选择出来
的那些最优秀的作品，
可以从一些基础性的作
品开始，逐渐迈向宽阔
和丰富。

我年轻的时候读一
些经典，也是似是而非
的，并不能完全读懂。

时间长了，当我读出好
来的时候，就觉得挺愉
快，这就体现出阅读价
值。我19岁时第一次接
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罪与罚》和《卡拉玛佐
夫兄弟》，当时总有人
讲，作家必须好好读读
这些书。我读了一遍，
没有读懂，反反复复，
还是读不懂，但是在三
四 十 岁 的 时 候 读 就 不
一样了。尤其是去年疫
情期间，我又一次反复
读了这些书。越读越觉
得，还是要回归经典，
阅读经典。

阅读习惯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基本的精
神面貌

草 地 ： 对 于 普 通
人来说，阅读特别是经
典阅读意味着什么？怎
样理解“阅读，创造价
值”这句话？

陈彦：我的成长经
历完全是阅读建构起来
的，我真是感恩阅读。
阅读是从别人的生命中
获取经验，从历史中获
取经验，让我们可能活
得更好一些、更接近理
想一些。阅读应该成为
一种生活方式。我常说
阅读是两个阅读：一个
是 生 活 的 阅 读 ， 就 是
生活经验的积累；再一

个是文化的、书本的阅
读。

再 者 ， 阅 读 建 构
你的人生观、价值观、
世界观。想培养下一代
的阅读习惯，你自己先
要养成阅读习惯。因为
阅读习惯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基本的精神面
貌，体现一个国家和民
族的气质。而且我始终
觉得阅读应该是个笨功
夫，而不是读一些速成
法。功利化的阅读应该
越少越好。

草地：如今进入一
个全媒体时代，短视频
等传播形式开始深入人
们的生活，这一现象会
对阅读、对文学创作造
成什么影响？

陈彦：我有时也看
短视频，短视频里有很
好的内容，它像个压缩
饼干。毕竟今天的生活
节奏非常快，需要提供
多样化的精神食粮。但
如果碎片化、娱乐化，
甚至恶搞的视频充斥各
类传播平台，是要引起
注意的。如果你只是“
抽 取 ” 一 段 内 容 ， 短
时间内可能觉得十分精
彩，但长期“抽取”，
很可能最后会变得非常
偏执。坚持综合性、总
体性的阅读对人解决问
题是有好处的，让你方
方面面都要兼顾到，再
形成你的判断和认知，
形成你的人生观、价值
观、世界观。

从 事 文 学 创 作 的
作 家 ， 应 该 保 持 对 世
界、对人类，包括对身
边的社会生活拉开距离
的静静的思考、书写和
阅读。世界就是这样，

必须有人要仰望星空，
有 人 要 俯 瞰 大 地 。 再
艰苦的环境、再浮躁的
时代，肯定也有人不浮
躁，能够认认真真地静
下心去读书写作，去整
体性地思考社会、思考
人类。

一手伸向传统，一
手伸向生活

草地：能不能和我
们分享一下您的阅读和
写作习惯？你在创作上
有没有“独门秘笈”？

陈彦：对我而言，
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还带
着兼职性质，当然我比
较喜欢这种状态，可以
广泛参与社会生活，了
解世界、了解生活丰富
的样貌。

我 从 十 几 岁 开 始
写作，近40年间就没间
断过。我从事写作的同
事、朋友，中途也有过
各种变化，我始终没有
变，就喜欢这个。我一
般没有什么社会交往，
下班以后很快回家，就
开始读书写作，周六周
日基本也不出去。写作
的时候，我会把门窗紧
闭，哪怕是大中午都会
拉上窗帘，用一道灯光
打下来，开始是聚焦到
稿 纸 上 ， 后 来 聚 焦 到

电脑上。这种聚焦非常
好，我可以全部进入我
的世界里和文学人物去
对话、去创造。我没有
什么“独门秘笈”，就
是爱上一个东西不能分
心。《庄子》讲“用志
不分，乃凝于神”，人
一 辈 子 干 不 了 多 少 事
情，要干什么就把心思
多朝上面用，自然就会
有收获。

草地：作为陕西的
代表作家之一，您对陕
西有什么样的感情？

陈 彦 ： 陕 西 是 养
育我几十年的地方，对
我而言是一个非常丰厚
的、滋养的土地——一
方面是自然的、生活的
喂养，一方面是精神的
喂养。

陕西有一个长安画
派，他们有两句话，我
觉得对文学创作也非常
有价值，叫“一手伸向
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陕西是一块历史的厚
土，也是文学的厚土，
柳青、路遥、陈忠实、
贾平凹等一大批作家在
中国文坛上立下了创作
的标杆。我跟他们学到
很多东西，从某种程度
上讲，我应该也算他们
的晚辈和晚生代，我的
创作始终都是从他们的
创作中汲取营养。

 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阅读就像一棵树，
找到了主干就会越读越茂盛”（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