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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文旅青海文旅 特刊特刊

记者：您刚才说的是题材，在文
本表达上，您觉得青海作家有没有属
于自己的特色。

石一枫：我有一个感觉，像索南
才让这代作家写的东西，因为互联网
文化带来的交流便利，与内地作家已
经没有特别大的分野了，当然他写的
生活可能还是青海的，但是他那个小
说的调性特别现代。你看，杨志军那
一代的作家还存在“青海气息”，他们
的作品一看就青海的、男性化的、野
性的，甚至是纸上往下掉土的那种感
觉，上海、北京的作家肯定不一样，但
是现在这种区别已经没有了。

记者：您觉得这种表达会让青海
文学丧失地域性吗？

石一枫：我不认为会发生这样的
事情，因为青海作家写的主题没有
变，只是气息变了，这说明什么？这
说明因为文化沟通和信息沟通的便
利，大家能够更多地在同一个语境来
考虑问题、讨论问题了。

以前有个所谓的中心地区，有中
心地区的语境，边疆地区永远跟不上
这个语境，这其实是种不平等的关
系。咱们说得通俗点儿，搁在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一个上海市民碰到一个
青海牧民，那青海牧民肯定觉得和人
家在观念上、见识上都有很大差异，
但是现在这种差异越来越少了，我觉
得这是好事儿啊。

记者：您觉得青海文学最大的优
势在哪里？

石一枫：我觉得青海文学最大的
优势就是环境，文学本身写的就是人
和人的关系，我觉得青海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和内地还是有所不同的，不同
点可能就是青海文学的优势。

记者：很多人认为，青海的文学
发展还相对滞缓，缺乏代表性作家，
我们应该如何建立文化自信？

石一枫：我觉得青海有具有代表
性的大作家、大诗人，我们必须要清
楚，所说的大作家、大诗人，不一定是
在这儿出生的，但一定是被这儿造就
的，比如说昌耀就是大诗人，还有就
是杨志军，拿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
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我觉得青海
已经造就了大师级的人物了，只是可
能因为这里的文坛或者说文化界没
有外地那么热闹，人扎堆的地方才热
闹，人不扎堆就不热闹，可是热闹不
代表繁荣。

记者：这几年越来越多的青海作
家选择了自然文学、生态文学，你觉
得这样的定位准确吗？

石一枫：当然准确了，这肯定就
是青海的特点啊，你要是在青海写都

市性，那不是荒谬吗？青海作家写生
态文学、自然文学是自然而然的事，
但是我觉得除了生态外，最好多写写
青海的变化。

我再说一个例子，我走在路上，
见到一个路牌上标有“德令哈”三个
字，我一看这三个字，心里就哆嗦了
一下，为什么？因为海子啊。我就问
葛玉修老师，德令哈现在啥样？他
说，德令哈是一个地级市，一个地级
市 一 定 是 一 个 很 繁 华 很 漂 亮 的 地
儿。可想而知，今天的德令哈，早就
不是海子当年看到的意象，不全是草
原、戈壁、青稞，早变了。

记者：是的，我在看万玛才旦导
演的电影时，也感觉他对草原的影像
叙事，早就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草原
了。

石一枫：他的电影里，甚至出现
了汽车噪音，这就是当代的草原生
活，这就是变化。我在和青海作家接
触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在文学理念和
文学观念上其实都很现代，比如龙仁
青就是一个很现代的人，这种现代感
来自于哪儿？就来自于变化。

记者：您把话题又绕回到文学创
作的地域性、民族性和现代性关系上
面了。

石一枫：如果我们所说的文学现
代语境或者现代化、现代性包含不了
我们的民族特色，包含不了民族特质
的话，那这个现代化就是失败的，文
学的现代化绝对不是一个多元的现
代 化 ，如 果 那 样 ，要 这 个 现 代 化 干
嘛？如果所谓的现代话，只能创造出
千篇一律的文学作品，那它就不是一
个合理的现代化，不是一个好的现代
化。

——西海全媒体独家专访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当代》杂志副总编辑，著名作家石一枫

7 月 28 日，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当代》杂志副总编辑，著名作家石一枫应青海人民出版
社邀请，赴青海湖采风考察。在西宁逗留期间，石一枫接受了西海全媒体记者的独家专访。

文学要书写青海的变化

记者：石老师，您是第一次来青海
湖，青海湖带给您怎样的感受？

石一枫：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应该
说这几年宣传力度这么大，青海湖对
北京人不太陌生，但我是第一次见到
青海湖，如果让我用一个词表达对青
海湖的感受，我觉得就是浩大，或者说
是极其浩大，当然青海湖周边地区人
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对我也很有吸
引力。

记者：您觉得生活在青海湖周边
地区的人的精神面貌与生活状态和内
地人有什么区别？

石一枫：青海湖边人的状态比较
淳朴，当然你不能说这种淳朴就是憨，
我觉得青海湖边的人在自己待着的时
候，也就是所谓独处和自处的时候，更
多的是在考虑人和自然之间的联系，
而大部分生活在城市的人在街上走
着，或者在家里待着的时候，很少会考
虑和自然是什么关系。

记者：听得出，您说青海人淳朴是
对青海人的赞美，可是作为青海人，我
心里却不怎么舒服，好像您是在说青
海人很落伍一样。

石一枫：有不少人比较向往一种
纯粹的原生态生活，甚至觉得原生态
是最美的，他们觉得改变这种淳朴是
不好的，我的想法和这个观点可能有
点儿不一样，我觉得改变也挺好，因为
时代已经改变。草原上的人的生活也
自然改变了，比如，我在湖边骑马时，
跟牵马的年轻人聊天，我问他：“你平
时干吗呀？”他说：“一年中有两个月从
事旅游，其余的时间放羊。”我又问：

“那放羊挣钱吗？”他就跟我算了一笔
账，算得很细。你看，当代的牧民早就
进入当代的经济体系了。

记者：有不少外地朋友对青海依
然沉浸在一种想象中，实际上早就不
是那么回事了。

石一枫：对，这次我在青海湖边的
一个小镇上看到，那个小镇虽然不大，
可是卖什么的都有，通过那些店铺，你
就可以想象当代牧民生活在家里的情
景，我的感觉是生活在青海湖周边草
原上的人虽然性情很淳朴，但是他们
的生活方式已经现代了，淳朴的性情
和现代的生活在青海湖周边牧民的生
活中结合得非常好。

记者：您这次是为了《新山海经》
丛书之《青海湖传》的创作来青海湖采
风，《新山海经》是一个以生态为主题
的策划丛书，您此行对于青海湖周边
地区生态环境的感受是不是尤为强
烈？

石一枫：青海湖的生态环境当然
是太好了。这次采风过程中，我结识
了摄影家葛玉修老师，葛老师说青海

湖现在的生态环境比原来还要好。我
觉得青海湖生态环境变好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这里的人和自然之间逐渐找到
了一种适合今天相处的方式，他们既
没有对自然过分掠夺，也没有原始地
趋同于自然，只做自然的依附。

记者：能不能举个具体的例子。
石一枫：比如说青海湖边的牧民

利用自家的草场办旅游，人家也没搞
过度开发，还把钱挣上了，这不是两全
其美吗？

记者：对此次创作，不知道您有没
有具体的打算？

石一枫：我觉得我可能更多的会
从人跟青海湖的故事入手展开创作，
其实青海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人、
一 个 人 串 起 来 的 一 个 一 个 的 故 事 。
比如说走到湟源，我们就知道这是文
成公主路过的地方，在西海镇有王洛
宾 的 故 事 和“ 两 弹 一 星 ”精 神 的 故
事。我觉得写青海湖，光写自然景观
没有传奇性不行，传奇性就来自我们
身边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一个个具体
的故事，当然，具体怎么写，我还没有
想好，现在要让我说想写什么样的一
本书有点太轻率了，我只能说我的兴
趣点就在与青海湖相关的这一个又
一个人身上。

记者：除了作家，您还是一本国家
级文学刊物的副总编辑，作为文学编
辑您有没有留意到青海文学这几年的
发展状况？

石一枫：我觉得现在青海作家写
的东西都挺好的，比如说索南才让就
很有代表性，他就住在青海湖边，可惜
这次我没见到他。

记者：那您觉得青海文学在全国
来说有什么特色？

石一枫：这个话题恐怕还要从青
海的地域特点说起，你看中国第一个
在文学方面真正关注生态环保这个
主题的就是青海作家，就是上世纪 90
年代《当代》刊发的杨志军的小说《环
湖崩溃》。杨志军写《环湖崩溃》可能
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探索，上世纪 90 年
代，中国的作家写现代化主要在写人
们向往现代化的心理状态，但是杨志
军已经想到了环境，他走在前面了。
青海当代的作家不一样，索南才让这
一代作家可能除了生态外，更关注的
是草原上小人物的命运和小人物身
上很具体的困境或者困扰。杨志军
那代作家主题性很强，索南才让这代
作家不一样，他们的作品主题没有那
么强，他们的作品有时候更能体现出
文学的那种微妙，当然，我相信随着
年龄的增长，索南才让这代作家以后
写的东西可能也会和现在有一些变
化。

石一枫石一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