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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里，以往基本上都是实用型的应

用文写作教学，很少教文学写作的

方法和叙事学。观众觉得很多国外

的小说、影视作品好看，以假乱真，

结构、逻辑、故事漏洞少，人物立体，

对白生动，也是因为他们有一套完

整的培训方法，用在写作里头就是

写作技巧。

东西：对。不过，现在我们在

这方面应该好一些了。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

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等多所高校，都办了写作硕士，

引入了相关的课程和训练，甚至

还邀请国外的作家和编剧来和学

生们交流。我觉得，我们慢慢会

好起来的。

当然，有了这些写作技巧，小

说的故事背景和人物，还是要回到

中国的现场来，和这块土地同呼吸

共命运。这个太重要了，一些海外

作家学到了故事，但我们还不把他

当成重要作家，就是因为他的写作

不在此时此地此刻的中国现场。

我说的现场感，是知风雨，知

温度，就是每一句台词我会会心地

微笑或者纠结。如果你离得远，不

会知道它的况味，那种微风、气候

的微妙变化。所以，再好的故事、

再好的技巧，如果不接地气，与中

国社会现实无关，也救不了小说。

小说还是要在我们的现场，还是要

感知这片土地上的现实，一点一滴

的变化。你写的人物，应该就是日

常生活里的样子，要感受得到，要

同甘共苦、风雨同舟。把写作的技

术手艺放在这个环境里，才写得出

真正的时代作品。

小说的“点子”很重要

《新民周刊》：每次写长篇小

说前，你的准备期会有多久？

东西：写小说前的准备工作会

持续很长时间，反反复复地琢磨、

构思。《回响》这个小说我构思了

两年多时间，其实这个想法早就

产生了。只要构思好了，我的写

作速度就会上来。小说的构思时

间长，会让你找到一些好的角度，

加上你有阅读的经验，你会去横

向对比、纵向对比，就找到你小

说的差异性。

这个差异性找到之后，把小说

方向定下来，然后你就要把它忘掉，

具体来说，小说可以抒情、象征、

夸张，把数百人的故事集中安排在

一个人的故事里。电视剧是落在地

上的，是群像式的创作，独木不成林，

除了故事要真实可信，还要根据电

视剧长度、故事社会背景和社会变

化，一步一步按着时间的逻辑去展

现人物的个性、情绪、命运，编织

人物之间的关系，推进情节写感染

人的细节。观众相信一切是有可能

的，才会被打动。

总的来说，影视剧是集体作业。

这里面不光是编剧、导演的功劳，

还有演员的功劳，还有化妆、服装、

美工、摄影等现场拍摄的功劳，剪

辑师、混音、配音、配乐等制作部

门的功劳，还有劳务和后勤部门的

功劳。

《新民周刊》：有的作家会先

写影视剧本，后面改写成小说。你

怎么看这种互文性的写作？

东西：我曾经想过这个尝试，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写过。现在我

还是主张写小说就是写小说，写剧

本就是写剧本，不搅在一起。比如

我写《没有语言的生活》的时候，

不会想到它会改编成影视作品。比

如说《回响》，那么多心理活动，

你会想到它改成影视作品吗？

如果你一定要写两种文体的话，

我觉得先有小说是比较好的，因为

影视剧本改编成小说这个东西我没

做过，没体会，我只做过把小说改

编成影视剧本。

我觉得原著作者当编剧有一个

优势：他对人物的性格发展、心理

动机、命运走向是清楚的，改编的

时候，哪怕省略了一些心理描写，

对人物的行为和外化还是准确的。

《新民周刊》：中国的教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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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法文版《篡改

的命》。

（右）瑞典文《没有

语言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