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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的第
一次 100分作文，
改 变 了 我 的 人
生。”12 月 6 日下
午，著名作家、第
五届鲁迅文学奖
得主王十月来到
宁波市姜山中学，
与文创班的学生
交流写作经验。

什么样的文章是好的文章？王十月
说，好的文章，读者阅读时，全然忘记在读
文章，只感觉是在和作者交谈。他回顾了
小时候的一堂作文课，写了一篇与众不同
的关于“理想是要做一只青蛙”的文章，这
篇在同学们眼中是笑话的文章，老师却给
了满分。老师认为，他是全班唯一写出内
心真实想法的同学。写作文，没有别的，一
真遮百丑，一假毁所有。从此他对写作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心中种下了文学的种
子。很多年后，老师的话他一直记得。

他还表示，作为一个写作者，写作要
有情怀，情怀决定你关注到什么，就会写
出不同的文章。他列举了鲁迅、沈从文、汪
曾祺等名家，因关注的对象不同，写出的
文章也截然不同。关注什么决定文章境界
的高低。从事写作的人，要有同情心和同
理心，同时也要有智慧。在这个急剧变革
的时代，各种思想风涌潮起，我们总是会
不自觉被别人的思考所左右，变得不会去
独立思考，这就需要我们清醒，基于自己
的思考与观察得出结论。文学家的最高准
则是人道主义，我们要因此而写作。

文学的本质就是“文以载道”
鲁奖得主与宁波学生分享写作经验

关于生活与文学性的关系，他通过自
身的经历告诉学生，文学的本质就是古人
提出的“文以载道”，文学应承载传递道
德、哲理和人文精神的重任，不同的作家
对生活、对世道、对人心,有自己的发现、
想法、感受，通过文学这一载体来表达。他
勉励同学们，要呵护好自己心中的爱好。
就像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经历人生的
坎坷时，不要忘记经常抬头看看月亮，不
要忘记心里的爱好和理想。

什么样的文章是好的文章？

文学的本质就是“文以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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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十月与同学们交流。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还记
得自己的童年是怎样的吗？

12月8日，第二届陈伯吹新儿童文学创
作大赛桂冠奖得主、作家梅瑜走进宁波少年儿
童图书馆，与大家分享她的获奖作品《南塘老
街》，这场分享会也带着观众坐上了“时光机”，
回到童年记忆里的那条老街，感受“童年很慢，
幸福悠长”。

梅瑜从自身的经历打开话题，向小读者介
绍了《南塘老街》的创作背景和灵感来源。

儿时的梅瑜生活在宁波的一座海岛上，对
宁波历史文化有着深刻的热爱，因此选择了南
塘老街这条集宁波传统文化和江南水乡风情
于一体的历史街区作为创作背景，在其中她还
融入了自己的成长经历：穿过紫云英花田去上
学，看水田里的蝌蚪晃尾巴，沿着海塘骑自行
车……一段段有趣的经历也深深打动了孩子
们。“我的童年是彩色的，这些记忆永远都忘不
了，它们变成了我以后写作中的素材，慢慢长
成了我的作品。”梅瑜说。

在讲述作品背后故事的同时，梅瑜也分享
了对于写作的独到见解。她提到，自己的很多
故事都是“捡来的”。她以作品为例，阐述了如
何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捕捉到精彩的故
事线索，从宁波鼓楼到《一千零一页》，从宁波
童谣到《踢踏踢踏年兽村》……她向孩子们传
授心得：要培养对生活中写作素材的敏感度，
激发想象力，学会细致地观察自然界，并且要
广泛阅读、深入思考。

为了让小读者体验创作的乐趣，梅瑜鼓励
现场的孩子们化身作家，用他们奇特的想象力
编织一个个小故事。有了作家的鼓舞，大家纷
纷尝试，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梅瑜耐心指导他
们如何更好地构建情节、塑造人物，孩子们在
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验到了创作的魅力。

记者 施代伟 通讯员 陈莹 文/摄

“童年很慢，
幸福悠长”
作家梅瑜现身说法
教孩子们写作

在互动环节，文创班同学吴其
宪提问说，对人物的塑造，一直写
不出真实的感觉。在塑造人物形象
时，应从哪些方面着手？王十月建
议，塑造人物，一定要清楚人物的
性格，语言、动作等要符合人物的
性格，也可以给人物设计口头禅、
小动作等具有辨识度的特征，能让
读者印象深刻。

文创班同学余鑫询问，写校园
题材的文章，怎样让情节安排更加
合理？王十月回答说，小说就是写
生活，把生活的状态写准确是最高
级的文章。年轻的学生们，在该张
扬的时候，就努力炫耀，但也不用
过于追求作品的复杂度。写文章，
要懂得平衡之道，越是深刻的思
想，越宜用浅显的语言来表达。如
果思想浅显，则可在语言与文体上
多些变化。

王十月的文学作品善于描摹
底层小人物的甘苦悲喜，他也一度
被称为“打工作家”，2010年中篇
小说《国家订单》获得第五届鲁迅
文学奖。

2024年，在市委宣传部“我陪
孩子读经典”主题的引领下，宁波
大学园区图书馆邀请到梁鸿、王十
月、保冬妮、汤素兰等知名作家，组
织开展了“名家进校园”活动，丰富
了学生的生活，激发了他们的文学
梦想和阅读热情。

记者 张志龙
通讯员 应红丽 文/摄

塑造人物、安排情节
应从哪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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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瑜与孩子们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