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所以寫作不是覺得這件事情多

麼偉大，而是我發現我需要寫作。我

很想寫，不寫就難受。」採訪當日用

過早餐後，作家葉兆言照常打開電腦

開始寫作。即使才抵香港，僕僕風塵

亦不停筆一日，「因為我是個職業作

家，基本每天上午都在寫作。」從上

世紀八十年代初創作至今，年過花甲

仍不時有新作問世。寫作於葉兆言而

言，是一場漫長的馬拉松，他似勤奮

的運動員，只要還有力氣，便要繼續

跑下去，再跑多一場比賽，再打多一

個賽季。「跑」本身就是意義，

「寫」本身就是目的。執筆逾四十年

的光陰裏，他步履不停。不少讀者讚

他敬業，他卻說：「我很幸運，在我

的人生中，我只要幹寫作這一件事就

可以了。」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陳藝

◆中國著名作家，被譽為「文學蘇軍」的領
軍人物之一，其祖父為作家、教育家葉聖
陶，其父為編輯家葉至誠。

◆1957年出生於江蘇省南京市，1982年畢
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1986年獲南京大學
中文系碩士學位。

◆現任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江蘇省文史
研究館館員、中國作家協會第十屆全國委
員會委員，曾榮獲江蘇省宣傳文化領域最
高榮譽獎——紫金文化獎章、第十六屆華
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作家等榮譽。

◆1980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迄今已創作發
表文字近千萬，出版各類版本圖書（包括
重版和翻譯出版）二百多種，代表作有長
篇小說《一九三七年的愛情》《花煞》
《別人的愛情》《儀鳳之門》，中篇小說
《追月樓》《馬文的戰爭》等。

◆其作品曾榮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江蘇
省文學藝術獎、紫金山文學獎、丁玲文學
獎、莊重文文學獎、汪曾祺文學獎、十月
文學獎等各種獎項。

【葉兆言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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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警惕流行話語的濫用
上世紀九十年代，葉兆言開始用電腦寫作，他

常和友人不無自豪地開玩笑「我用電腦特別
早」，但實際上，電腦對於他而言不過是「換了
一支筆而已」。對待科技，葉兆言自認外行，面
對越來越多的「AI技術即將顛覆寫作」的論調，
他從未擔心。一方面，他自嘲「可能我還是比較
保守」，另一方面，他認為，最終的評價標準還
是在人類手中，「如果最後被證明是好的文章，
那可能不是因為機器人寫出來，而是因為你覺得
好、你取用了。」
葉兆言認為今天是一個「被流行話語所控制的

時代」，要警惕流行話語的濫用，比如「卷」這
個字，如果把所有的嘗試和努力都歸結於「卷」
的行列來聲討並不恰當。人難免俗，換句話來說
時代和社會的影響遠遠大於個人。相較於跟風地

討論「卷不卷」，葉兆言認為作家更應該從一個
流行的觀點中看到些不一樣的東西，「時代在變
化，有好有不好，但是好的一定多於不好的。」
身為南京人，又寫過包括《南京人》《南京

傳》《儀鳳之門》在內的多部南京著作，葉兆言
對南京感情頗深，他推薦香港青年去南京旅行：
「南京很特別，既有中國南方城市的元素，你也
能在這裏找到北方的東西。」對愛好寫作的青
年，他只給出一條建議，那就是「寫下去」。他
指「空談愛好寫作」無用，「你只有真正的寫，
才知道是真喜歡還是假喜歡。」關於香港文學的
未來發展，亦是相同，葉兆言認為要發展文學最
關鍵是「要有人在工作」，「寫作是一件非常具
體的事情，只要有大量的人在寫、在工作，我認
為香港文學一定會好。」

葉兆言日前出席香
港浸會大學「華

語作家創作坊」活動，與來自香
港、內地和台灣的作家對讀，並現場回答了多名
文學後生的犀利提問，他直言在寫作中會有各種
煩惱，只有克服後才能算得上真的「喜歡寫
作」：「這事情還得幹。」對於文學本身，他認
為不必要求大家都喜歡，也不必誇大意義：「這
個世界的開放程度遠超以前，我希望人和世界都
豐富一點，五花八門一點。」

像運動員一樣寫作
聽人講自己是高產作家聽人講自己是高產作家，，葉兆言每每擺手葉兆言每每擺手，，

說說：「：「當然不算高當然不算高，，只是從年限上來說還可只是從年限上來說還可
以以。」。」他提到香港的作家譬如金庸他提到香港的作家譬如金庸，，寫書的速度寫書的速度
嘩嘩如同流水嘩嘩如同流水，「，「對於他們就是寫和不寫的分對於他們就是寫和不寫的分
別別。」。」葉兆言自認寫作速度葉兆言自認寫作速度「「不算快不算快」，」，如果一如果一
定要說一個強項的話定要說一個強項的話，，那就是在寫作這件事上那就是在寫作這件事上，，
他堅持得比較久他堅持得比較久。。
或是得益於年少時打排球的愛好或是得益於年少時打排球的愛好，，在後來的創在後來的創

作之路上作之路上，，葉兆言常以葉兆言常以「「運動員精神運動員精神」」自勉自勉，，
「「我覺得我就是像一個運動員一樣我覺得我就是像一個運動員一樣，，喜歡打球喜歡打球、、
還能打還能打，，那就想多打一場那就想多打一場，，具體有多大意義也不具體有多大意義也不
一定一定，，但會有那個願望但會有那個願望。」。」
他認為他認為，，寫作同耕種亦很像寫作同耕種亦很像，，作家與工人作家與工人、、農農

夫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夫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我相對來說是比較勤我相對來說是比較勤
勞一點的農民勞一點的農民，，我對工作時間的要求可能比對工我對工作時間的要求可能比對工
作的要求更滿作的要求更滿，，我每天更滿意的不是寫了多少我每天更滿意的不是寫了多少
字字，，而是工作多少時間而是工作多少時間。」。」
「「當作家無關其他當作家無關其他，，就是要每天寫就是要每天寫、、不斷地不斷地

寫寫。」。」葉兆言如此實在葉兆言如此實在、、樸素的價值標準受家庭樸素的價值標準受家庭
影響頗深影響頗深。。在葉兆言的腦海中在葉兆言的腦海中，，祖父總留給他一祖父總留給他一
個坐在書桌前的背影個坐在書桌前的背影，「，「比如那時候我祖父已經比如那時候我祖父已經
八十多歲了八十多歲了，，就還整天坐在那兒就還整天坐在那兒。」。」小時候的葉小時候的葉
兆言觀察兆言觀察，，祖父似乎總在寫字祖父似乎總在寫字、、或許是寫信或許是寫信，，
「「任何人給他寫信任何人給他寫信，，他都會認認真真地寫封信回他都會認認真真地寫封信回
給人家給人家。」。」至於父親至於父親，，更是更是「「永遠坐在那永遠坐在那」，」，這這
些寫作的背影深深印在他的腦海中些寫作的背影深深印在他的腦海中，，也在無形中也在無形中
讓年幼的葉兆言認為讓年幼的葉兆言認為「「寫作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寫作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情情」「」「沒什麼了不起沒什麼了不起」。」。
葉兆言甚少回看和自我評價作品葉兆言甚少回看和自我評價作品，「，「天天寫的天天寫的

一個人一個人，，他不太會去說我今天這段寫得特別好或他不太會去說我今天這段寫得特別好或
者不好者不好。」。」被問及被問及「「自己最滿意的作品自己最滿意的作品」，」，他斬他斬
釘截鐵道釘截鐵道「「沒有作家會自戀到滿意沒有作家會自戀到滿意」，」，他續稱如他續稱如
果作家過於看重果作家過於看重、、偏愛自己某一部作品偏愛自己某一部作品，，創作的創作的
可持續性將很難維持可持續性將很難維持。。
「「寫作是一個想達到更好的寫作是一個想達到更好的，，但其實沒有達到但其實沒有達到

更好的那樣一個過程更好的那樣一個過程。」。」筆耕不輟逾四十年筆耕不輟逾四十年，，葉葉
兆言的創作涉獵題材多樣兆言的創作涉獵題材多樣，，遣詞用句又時常讓人遣詞用句又時常讓人
覺得十分接地氣覺得十分接地氣，，甚至有年輕活潑之感甚至有年輕活潑之感。。葉兆言葉兆言
指這是一種寫作套數指這是一種寫作套數，，對於文風對於文風，，魯迅是他的老魯迅是他的老
師師，「，「周作人提到過寫作要有兩種氣周作人提到過寫作要有兩種氣，，一種是紳一種是紳
士氣士氣，，一種是流氓氣一種是流氓氣。」。」
紳士氣是指文化氣紳士氣是指文化氣，，而流氓氣是指一種活氣而流氓氣是指一種活氣，，

「「讀魯迅的文章讀魯迅的文章，，你會覺得他什麼都能寫你會覺得他什麼都能寫。」。」好好
文章文章，，應該是雅俗共賞的應該是雅俗共賞的，，葉兆言認為葉兆言認為，「，「真正真正
的寫作其實就是兩種氣息在交流碰撞的寫作其實就是兩種氣息在交流碰撞，，讓文化人讓文化人
覺得你有流氓氣覺得你有流氓氣，，讓流氓覺得你有文化氣讓流氓覺得你有文化氣。」。」
關於寫作心路關於寫作心路，，葉兆言的另一比喻亦很精當葉兆言的另一比喻亦很精當，，

「「寫作和跳高很像寫作和跳高很像，，你總會期待跳得很高你總會期待跳得很高，，但是但是
囿於能力和努力囿於能力和努力，，其實你不可能超過其實你不可能超過。」。」他認他認

為為，，真正熱愛寫作的人內心實質上永遠充滿失真正熱愛寫作的人內心實質上永遠充滿失
敗敗，「，「因為最後一定是感覺掉在地上因為最後一定是感覺掉在地上。」。」他對此他對此
亦充滿理解亦充滿理解，「，「本身無論多麼自信的一個作家本身無論多麼自信的一個作家，，
我認為他一定都常有一種沮喪的心情我認為他一定都常有一種沮喪的心情。」。」

不做令人討厭的作家
葉兆言形容成為作家這件事葉兆言形容成為作家這件事「「完全違背自己家完全違背自己家
庭的願望庭的願望」。」。生於文人世家生於文人世家，，祖父葉聖陶聲譽在祖父葉聖陶聲譽在
外外，，父親葉至誠是資深編輯父親葉至誠是資深編輯、、作家作家，，亦和文字打亦和文字打
了一輩子交道了一輩子交道。。然而在特殊的時代下然而在特殊的時代下，，成為作成為作
家家，，對當時葉兆言的家庭來說對當時葉兆言的家庭來說，，並非是什麼並非是什麼「「上上
佳之選佳之選」。」。就連就連「「發表小說發表小說」」這樣的喜訊這樣的喜訊，，也並也並
不會得到長輩們什麼額外的誇獎不會得到長輩們什麼額外的誇獎。。那樣的年代那樣的年代
裏裏，，葉兆言的祖父和父親看到太多誇誇其談的同葉兆言的祖父和父親看到太多誇誇其談的同
行和不真誠的寫作者行和不真誠的寫作者，「，「他們覺得做一個空頭文他們覺得做一個空頭文
學家的話學家的話，，還不如老老實實做一個工人還不如老老實實做一個工人。」。」
實實在在實實在在，，做好一件事做好一件事，，做個有用的人做個有用的人，，這是這是
他在成長中所接受的教育他在成長中所接受的教育。。因此從踏上寫作之路因此從踏上寫作之路
開始開始，，葉兆言似乎就有點對葉兆言似乎就有點對「「矯情矯情」」過敏過敏，，他偏他偏
向於說直白的話向於說直白的話，，對自己的成就從不誇口對自己的成就從不誇口，，為人為人
清淡清淡、、簡單簡單。。他警惕着他警惕着「「不要成為一個讓人生厭不要成為一個讓人生厭
的作家的作家，，不要成為讓人覺得可惡的人不要成為讓人覺得可惡的人。」。」
家庭的影響下家庭的影響下，，葉兆言對文學的情感更為純葉兆言對文學的情感更為純
粹粹，「，「我不太相信文學能改變什麼我不太相信文學能改變什麼，，文學是比較文學是比較
簡單和脆弱的東西簡單和脆弱的東西。」。」曾有五年的時間曾有五年的時間，，他的作他的作
品頻繁被退稿品頻繁被退稿，「，「不斷被退稿不斷被退稿，，不斷地寫不斷地寫。」。」一一
盆盆冷水澆來後盆盆冷水澆來後，，葉兆言發現自己創作的慾望並葉兆言發現自己創作的慾望並
未減退未減退，「，「這讓我感覺到我是真的喜歡寫作這讓我感覺到我是真的喜歡寫作。」。」
他從未想通過寫作來改變什麼他從未想通過寫作來改變什麼，，而最終真的走而最終真的走
向職業作家這條道路向職業作家這條道路，，也更像是也更像是「「文學選擇了文學選擇了
他他」。「」。「我做過四年的工人我做過四年的工人，，恢復高考後恢復高考後，，我就我就
想考大學想考大學。」。」起初葉兆言想讀化學起初葉兆言想讀化學，，幾經輾轉後幾經輾轉後
填報了填報了「「文史哲文史哲」」大類大類，，最終被南京大學中文系最終被南京大學中文系
錄取錄取，「，「我自己對歷史其實有很大興趣我自己對歷史其實有很大興趣，，但我也但我也
沒有進沒有進，，卻被中文系選擇了卻被中文系選擇了。」。」對此對此，，他曾對祖他曾對祖
父葉聖陶感嘆父葉聖陶感嘆：「：「我的命運好像不是我安排的我的命運好像不是我安排的，，
是別的機會在安排我是別的機會在安排我。」。」

反對將閱讀神聖化
記憶中記憶中，，葉兆言家中總是有很多書葉兆言家中總是有很多書。。年少時大年少時大
量的閱讀量的閱讀，，無形中為他的寫作之路打下良好的底無形中為他的寫作之路打下良好的底
子子。「。「閱讀讓我的寫作變得很從容閱讀讓我的寫作變得很從容。」。」儘管受益儘管受益
於閱讀於閱讀，，他亦反對將閱讀神聖化他亦反對將閱讀神聖化，，對於一些泛泛對於一些泛泛
的推廣閱讀的舉措的推廣閱讀的舉措，，他並不太看好他並不太看好。。
他認為很多推廣並不考慮學生和年輕人的接受他認為很多推廣並不考慮學生和年輕人的接受
能力能力，，比如托爾斯泰的比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戰爭與和平》，「》，「也許也許

這並不是一本讀不懂的天書這並不是一本讀不懂的天書，，可是我們必須老老可是我們必須老老
實實地承認實實地承認，，我們自己做父母我們自己做父母、、老師的有多少人老師的有多少人
認真去讀了這本書認真去讀了這本書？」？」他指出如今推廣閱讀的他指出如今推廣閱讀的
「「功利性功利性」，」，一味推廣一味推廣「「世界名著世界名著」」只為了顯得只為了顯得
更有文化更有文化，，那最後會非常可怕那最後會非常可怕——這個世界上出現這個世界上出現
大量知道作家名字大量知道作家名字、、知道文學意義而對文學毫無知道文學意義而對文學毫無
感覺的人感覺的人。。
互聯網時代的注意力爭奪大戰中互聯網時代的注意力爭奪大戰中，，閱讀往往被閱讀往往被

認為處於弱勢地位認為處於弱勢地位。。互聯網短視頻互聯網短視頻、、社交媒體社交媒體、、
電子遊戲等無不成為教育界人士討伐的對象電子遊戲等無不成為教育界人士討伐的對象，，各各
界人士常表達對界人士常表達對「「碎片化閱讀碎片化閱讀」」的擔憂的擔憂。。對此對此，，
葉兆言認為葉兆言認為「「本質的閱讀其實都是碎片化的本質的閱讀其實都是碎片化的」，」，
除非在除非在「「做論文做論文」。」。他提到自己的閱讀習慣他提到自己的閱讀習慣，，
「「看一段覺得好就繼續看看一段覺得好就繼續看，，不好就扔掉了不好就扔掉了。。世界世界
名著對我來說也是片段化的名著對我來說也是片段化的。」。」
現實來講現實來講，，成年後的讀書需要更多精力和時成年後的讀書需要更多精力和時

間間，，若因為事業繁忙無暇讀書若因為事業繁忙無暇讀書，，葉兆言並不覺可葉兆言並不覺可
惜惜，，他認為某種程度上他認為某種程度上「「讀書是這個世界對失意讀書是這個世界對失意
者的一種安排者的一種安排。」。」如若春風得意如若春風得意、、事業正盛事業正盛，，理理
應投入到當下的實務中去應投入到當下的實務中去。。
「「沉浸在文學中確實很美好沉浸在文學中確實很美好，，但我絕不承諾它但我絕不承諾它

可以給你帶來什麼可以給你帶來什麼，，真相就是可能帶來不了什真相就是可能帶來不了什
麼麼。」。」葉兆言坦言文學本質上是小眾的葉兆言坦言文學本質上是小眾的，，不必所不必所
有人都有人都「「熱愛文學熱愛文學」，」，千萬不要把它變成千萬不要把它變成「「成功成功
利器利器」。」。一概而論地向大家一概而論地向大家「「推銷文學推銷文學」，」，無異無異
於於「「把有的人的美味佳餚變成了大家的三明把有的人的美味佳餚變成了大家的三明
治治」，」，在這種情況下在這種情況下「「會很糟糕會很糟糕，，很多人只能用很多人只能用
敷衍的辦法去應付敷衍的辦法去應付」。」。

◆兒時的葉兆言與祖父葉聖陶在一起。 網上圖片

▲▲ 「「葉兆言經典作品集葉兆言經典作品集」」收錄了他的六部作品收錄了他的六部作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四十年寫作馬拉松 步履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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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寫」」本身本身
就是目的就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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