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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流光》

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作者在其编辑生涯中与陈忠实、阿来、张炜、古华、莫应丰、李国文（此六位均获茅盾文
学奖）、王蒙、蒋子龙、柯云路、张贤亮、莫言、王朔、王跃文、张抗抗、邓贤、陆文夫、冯骥才、
铁凝、聂绀弩等文学大家的相识、相知及个人交往，同时讲述了这些中国当代文学大家们的成名作的
诞生故事。作者呈现了作家在给中国文学奉献厚重文学画卷其间创作悲欢的点点滴滴，以及他们在透
视世道人心、探索人的灵魂时所表现的文心与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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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兆骞，1964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历任编辑、编审、《当代
》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记忆飘逝》《当代优秀小说选析》
《张骞传》《侃爷王朔》《春明门内客》等小说、评论集、散文、传记等。
主编过的文集包括：“金蔷薇散文名家新作文库”（新华出版社，刘心武、张炜、蒋子龙、铁凝、张
抗抗等名家）；“中国当代文学大家随笔文丛”（中国海关出版社，蒋子龙、张贤亮、张抗抗、刘心
武、邵燕祥、柯云路等名家）；“当代著名作家美文书系”（中国文史出版社，莫言、蒋子龙、周大
新、柯云路、肖复兴等名家）。

Page 3



《往事 流光》

书籍目录

目　录
浓淡难与君说
——古华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001
捍卫作品的灵魂
——莫应丰和冒死写出的《将军吟》／011
恰如灯下故人
——李国文和他的反思小说《冬天里的春天》／019
载不动许多愁
——张炜与命运多蹇的《古船》／031
浩歌惊世俗
——张贤亮与引起争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047
独自掩卷默无声
——陈忠实违心修改又再度复原《白鹿原》／065
挟笔端风云，抒胸中丘壑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开启改革文学大潮／079
嗟咏国家之忧乐
——柯云路的《新星》让他名满天下／097
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
——两种语言间流浪的阿来与《尘埃落定》／111
老去诗篇浑漫与
——王蒙和他的“季节系列”长篇／127
聆听宇宙的歌唱
——从高密《红高粱》地里走出来的莫言／155
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
——严肃作家王朔／169
笔阵独扫千人军
——邓贤与他的《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199
心游万仞，岂在官场春秋
——被误读的王跃文与《国画》／215
剪得春光入卷来
——张抗抗与爱情文学风暴《情爱画廊》、《作女》／233
青云不及白云高
——江南名士陆文夫的茶道、酒趣与《美食家》／251
心源为炉，笔端为炭
——冯骥才与《一百个人的十年》／267
洛水嵩云恣意看
——铁凝从《哦，香雪》到《玫瑰门》／281
热肠倚枕写文章
——聂绀弩的文人风骨与沉浮人生／295
羁旅文学，看到的风景（代跋）／305

Page 4



《往事 流光》

精彩短评

1、这本书挺值得看的，为什么读过的人这么少
2、文坛八卦——编辑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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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时至今日，关于民国文人的研究已经颇有成果，对于胡适、徐志摩、鲁迅等等名人大家的生平琐
闻、性情癖好，极尽探幽掘隐之能事。而当代人写当代人，就难免碰到为尊者讳的问题，要么是各种
不靠谱的吹捧，要么是借用后现代概念，冷淡的疏离式的评介。于是，对于这些生存于同一天空之下
土地之上的人们，我们对其的了解，竟不及做古了几十年的先人。 所以，汪兆骞先生的这本书就有格
外的意义，他为我们保留了这些新时代有名文人的史料，尤其是他们尚未成名或正当成名时的种种情
态。若无此书，这些见闻或许就彻底湮灭了。 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阿来、王朔、陆文夫、王跃文、张
贤亮这几位新老人物。这里反用钱老先生的清言：鸡蛋有味，自然就想看看下蛋的老母鸡。
2、当我用一周的时间捧读完全书后，我想作者汪兆骞先生可以“欢呼雀跃了”。因为这本书的确是
让我这样一个晚生后辈的“读者与这些值得结识而并不相识的人变为有一面之识”了。汪先生与文坛
大家朋友们的相知相交很是让人羡慕。羡慕之余又非常感谢汪先生的著述——将这些珍贵的经历记录
下来，一方面让我等晚辈可以一睹大家的风采，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读到此书的我，是何等幸哉！幸运的事情不单如此。文中十九位文学大家的写作经历，本就是极好的
文学写作教程。爱好文学，爱好写作的读者还等什么，赶紧跟着大家学将起来！文学是一种创作，需
要保持一定的创作产出密度。这是莫言老师教给我们的。每天坚持写一万字。莫言老师的这个习惯从
没有电脑的纯手工写作时代就开始了。一万字啊，一万字。即使在网络迅达如今天的我们，又有几人
能做到呢？单纯地录入一万字的文本就要花去不少时间，何况创作还是一件极耗心血与精力的事情。
日复一日，每天都这样做。这需要极大的恒心与毅力。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这样一万字一万字写出来的
。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不要贵远贱近。这是王跃文老师的谆谆教诲。被誉为“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
的王跃文老师说，“我之所以仍把我要写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环境里行走，也许只是为了驾轻就熟。
我是一个想象力极其有限的人，如果涉笔陌生的环境，可能很费神。”想象力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我
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更容易创造、进入到文学环境里去。这就好比只有真正
在辽阔草原生活过的人才能唱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民歌，也只有亲历过战乱的
杜甫才能吟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苍凉诗句。切身的体会是
最宝贵的创作素材。文化与写作是一脉传承，是相通的。这是美食作家陆文夫先生的经验之谈。陆文
夫先生认为“小说小说，其实就是在小处说说。”所以，他写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虽然没有
史诗般的恢宏壮丽，却有陈年老酒的别样滋味。生在苏州、长在苏州的陆文夫先生，深谙苏州的饮食
精髓。他将这种精髓化入小说，为中国文学贡献了“美食家”一词。何止是饮食，分明是一整套的文
人雅士生活之道。陆文夫先生在这种文化中浸润了一辈子，不可避免的，他的文字自然浸染了深深的
文化气息。写作是一件很苦的事情，要熬得住。这是王朔老师的亲身体会。王朔老师的写作之路也不
是一帆风顺的。在屡遭退稿之后，他开始发愤，开始奋起。在没有稿费的日子里，日子过得艰难，最
糟糕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好在，王朔老师以北京爷们的强势姿态度过了写作的漫漫寒冬，
成为文坛的一代宗师。伟大都是熬出来的。理性与良知，是文学的基本态度。这是冯骥才老师一直在
做的事情。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记忆方式。冯老师用手中的笔，“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代人，记载
他们心灵的历史”，为读者创造一种“充满正义与良知的阅读立场”。道义与良知，已经无需多言。
在写作之余，冯老师还积极参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贡献力量
。这是理性思考促成的智慧之举。学好外语，有助于写作。这是阿来老师的特殊体会。会讲藏、汉两
种语言的阿来老师，用诗人的语言形容自己“是在两种语言中流浪的孩子”，很是浪漫。掌握藏语的
阿来老师，将藏族历史的神秘、波澜壮阔以磅礴大气的汉语表述出来，为世人提供一场丰盛的阅读之
旅。犹太人说，多掌握一门语言，上帝就会多为你打开一扇窗户。这句话用在写作上是合适的。站在
巨人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跟着文坛大家学习写作，才能更快、更好地进入文学的圣地。书中还有
很多关于写作的方法，余不一一，请大家继续发现。往事流光，流光岁月。乳白色的封皮上留有镂空
的圆洞。透过圆洞，封面上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智慧跳将起来，点点耀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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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往事 流光》的笔记-第115页

        清晨，她看到窗前的海棠花开得正艳，而屋里来不及收拾的书籍散落在窗台、地面、书桌上，大
都是当下世界最深奥的有关文化、宗教、文学艺术方面的著作。人的脑袋里装满飘落不定的知识尘埃
，学问就如同一柱光线，穿过那寂静而幽暗的空间，照见细小的微尘在漂浮，看到茫茫宇宙的星辰在
运行，书是照亮人们前进的灯塔，让阿来在文学之路自由前行。

2、《往事 流光》的笔记-第114页

        阿来说：“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从童年时代起，一个藏族人注定就要在两种语言之
间流浪。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这种流浪。我想，正
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

3、《往事 流光》的笔记-第68页

        初次在《当代》编辑部相见，他（陈忠实）那如黄土高原有着纵横交错沟壑的脸上，凝铸着岁月
的沧桑，很像一个关中农民。

4、《往事 流光》的笔记-第74页

        晚上，在灞河畔，看长天月色，听十里蛙声，然后爬上塬坡，坐着数点点的灯火，望流萤明灭。
有时他会咿咿呀呀地哼起秦腔。秦腔高亢粗旷又低沉婉约，是秦人的艺术，那些不屈不挠、可歌可泣
的故事和人物，悲壮苍凉的曲调正与《白鹿原》的基调相谐。

5、《往事 流光》的笔记-第13页

        莫应丰说，47万字的《将军令》用三个多月的时间草成时，他有一种解脱感、成功感。如果说，
笔走龙蛇地日夜兼程创作过程，他曾恐惧过，但并非担心被抓去坐牢或杀头，而是怕这部小说夭折。
一旦足可给历史留下形象证词的作品完成，他何惧死亡。

6、《往事 流光》的笔记-第115页

        
阿来血液里流淌着藏族康巴汉子的热血豪情，这腔热血和豪情，一直支撑着他在文学之路踽踽独行，
并成了他小说的筋骨。他说，书与酒是他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书给他智慧，酒给他灵感和天马行空
的想象、豪情。

Page 7



《往事 流光》

Page 8



《往事 流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