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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常说，“每一位优秀的作家，都有一个

苦难的童年或少年”，而周梅森的青少年时
代，最深刻的记忆，似乎都与死亡息息相关。

“小学三年级时，两个同学在煤矿矸石山上淘
炭，砸死了。一个十岁，一个十二岁，亲兄弟。

在山上砸石子时，有个不知名的孩子为了抢
捡易砸的炮口石，被意外爆炸的哑炮炸死了。

入职煤矿交结的最初的朋友，也有两个是井

下遇难矿工的子弟。这些后来都被我写进了
《人民的财产》里……”时间面前人人不分轩

轾，对于今日的功成名就，除了勤奋与天赋，
周梅森尤其觉得要感谢生活，“我十岁在山上

砸石子，十四岁在煤矿下井，十七岁正式入职
煤矿。做梦也想不到，二十三岁会凭两篇不

成样的小说习作，径直给调进《青春文学》杂
志社，成为一名编辑。二十八岁获全国优秀

中篇小说奖，就此开始正式从事职业创作，这
一写就是大半辈子。”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第

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的
周梅森，在影视界还只是视协会员，他笑言，

“这么说可不是向影视界要名誉啊，事实如

此。”如今的周梅森仍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仍
以小说为主，“只不过我的每一部写当代生活

的小说，都由我本人改成了电视剧。眼下我的
生活状态就是写作。写小说，改剧本，也或者

写与改兼而有之。我这人比较乏味，没多少别
的爱好了……”淡然而平静，是知足者常乐的

口吻。

已是花甲之年的周梅森，接下来新的写
作计划已然进入紧锣密鼓环节。“《人民的财

产》之后，我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大博弈》，
目前正在修定。”周梅森给读者跟观众悄然露

了一丝口风，“可以预告的是，《大博弈》将拍
成一部四十集的电视连续剧。仍由耀客传媒

出品。韩小军执导。秦昊、万茜、田雨、张萌、谭
凯、柯蓝主演。恰巧赶在《突围》播出之际杀

青，不日即将与大家见面。”
对于更为年轻的一代作家，周梅森由衷

慨叹道，“多写吧。熟能生巧。我的经验证明，

一生执着于一件事，终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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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所有的过往

一生执着于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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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梅森的很多部文学作品都被搬上了影视银

幕。从《我主沉浮》《我本英雄》，到《人民的财产》等
不一而足。而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他所从事过的

行业虽不能说三百六十行面面俱到，但的确也涉
及面甚多，且广。他做过矿工，贫困时期在建筑队

做过小工，也曾做过杂志编辑，之后为了文学创
作，曾挂职成为一名政府官员。其笔下的人物，从

官场到商场，高管至底层，可谓鱼目混杂，囊括三

六九等。周梅森说：“我的写作是追着我的生活跑，
生活不停下来，我的创作就不会枯竭。”谈及自己

笔下的人物，周梅森笑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
患得患失纠结挣扎者，自然会有八面风光左右逢

源者，亦不乏锲而不舍不屈不挠者，正可谓“有形
者，有形形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攘往熙来，

喧闹纷杂，方才得以构成芸芸人世。
然而“文学作品”相较于“影视作品”，毕竟是

完全不同的两种“艺术语言”，二者之间最好的关
系，周梅森有其独到的见解。

“对我来说，小说永远是第一位的。有了好的
人物故事，首先想到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擅

长写小说的周梅森，在动笔之初，对于故事中哪个
人物应该在什么地方出彩，已然胸有成竹，“小说

里某个人物可能不太重要，有戏的地方不过寥寥
几笔，然而待等将其写成剧本，此人物身上寥寥至

简的叙述，则极有可能延伸拓展成为几集的戏。”

他特意以小说《人民的财产》为楔，改编成《突围》
搬上银幕，而后自然而然延伸成一条历史线。“把

一个故事先写成小说，获益多多，事半功倍。首先，
改编剧本时无需再做大纲，因为大功毕成后的小

说，本身就是大纲，甚至比大纲更为详尽细微，还
更生动鲜活。”周梅森笑称自己从来只对自己的小

说作品下手，而从来不改编他人的作品，“改自己
的小说，对人物故事洞若观火，烂熟于心，改编起

来得心应手，关键是知道故事的着力点在哪，根本
不用踌躇思忖，一遍遍调整思路。”

如今，已然走过几十载“文学之路”的周梅森，
深谙正是因为有了丰富的人生经历与阅历，方才

得以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周梅森说，“我没上过大
学，没接受过正规的文学常识教育，说起我因何与

文学结缘，得感谢一本《巴尔扎克传》，正是这本书
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也慢慢知道了文学是怎

么回事，更立志要成为一个小说家。”
天生喜欢热闹的周梅森，生活中哪里有热闹

总会往前凑，因而生活阅历相对常人更广更深。

“感恩。身处于这样一个剧变的大时代之中，我曾
经历过物资极度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亦经历过

生机勃勃的改革开放时代。”

写作就是追着生活跑

    自打踏上文学之路，为给创作夯实

基础，周梅森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回
到家乡徐州挂职。而彼时之中国，正处于

大建设时期。周梅森每天跟着领导听报
告，大小会议不断，从早到晚忙赶场，平

时就住宾馆，出门有专职司机全天候待
命。如今回首那些遥远的时光，周梅森并

不想多言，却慨叹“做官的辛苦”。他讲了

昔日生活中的一个片段———某次途中，
司机没留心闯了红灯，交警大声呵斥着

走过来，一眼瞥见挂的是市政府的车牌，
立马和颜悦色起来。周梅森说，“贪官的

堕落，极有可能就源于一次闯红灯，不但
没受到阻止，反而任其为所欲为……”

日复如是过了一年，周梅森离职。其
时，不乏有人背后说他为官不成只好回去

写作。他笑言，“公路管理局曾想请我当副
局长呢，我就是不想干了。”但转念一想，

觉得别人所言亦不无道理。周梅森深谙自
己个性鲜明，素来不懂如何与人周旋，遇

事爱较真，不知道妥协、融通。“我从不想

做官，我更喜欢悠闲自在的生活。”也正是

这种“布衣情结”，让周梅森觉得，还是“文
学”更适合自己，于是一门心思写小说，写

剧本，挣钱挣得踏实而愉悦。
天地间，凡事有物有则。那段挂职

当官的经历，为周梅森开启了另一扇创

作的大门。此前，他凭借历史类小说成

名，《沉沦的土地》《军歌》等都是当年国
内各种文学评奖的热门。而那段挂职经

历，让他发现了新的创作兴奋点。上世
纪九十年代，全国各地受困于水、电、路

三件事。各地政府与百姓都因修路产生
过摩擦。周梅森身在政府，目睹了个中

艰难，他以修路事件为由头，创作《人间

正道》，小说完成后很快改编成电视剧，

即刻引起轰动，且被列入新中国成立五
十周年精品系列。

眼下电视剧《突围》渐入尾声，回首
阑珊往事，周梅森欣喜之余亦深感欣慰，

“感谢诸位演员及同仁，甚至是群众演员
也很出彩，无不展露峥嵘，各显其能，影

视阐述功力，已大大超出我的预期……”
追崇悠闲自在的周梅森，更习惯无

拘无缚的日子，他反感以物品高低来界

定身份，一切讲究“实用、舒适”。他的电

脑跟手机均为国产品牌，常常三四年不
换。若要问他有什么特别的爱好？那便是

平日喜欢喝点。三五知己小聚，或有朋自
远方来，不论对方什么身份，总要围聚一

处对饮几杯。于是有熟识的朋友说他是
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作家”，此言不虚，而

用周梅森自己的话来说，“我本身就是人
民的一员，对于各个阶层的人民，我的内

心深处有一种非同寻常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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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突围》改编自
作家周梅森的长篇小说《人民的财
产》。他的作品多因提供了城市发展
中面临种种问题的现实图画，而被频
频改编为影视剧。
周梅森坦言，对电视剧的名字，

自己曾有过犹豫，甚至自问“这部剧
聚焦于‘国企改革’，重点讲述如何守
护人民的财产，怎么就变成了突围？
如何突围？向何处突围？”
世间事，有难易，甘瓜苦蒂。大剧

行将完美收官之际，周梅森觉得，现
在这个剧名，甚为妥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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