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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羹、海蛎紫菜煲
很好吃，解放军庙印象最
深。”马伯庸表示，这是他第
二次来到泉州。这两天，他
去了天后宫、关帝庙、清净
寺，游览了崇武古城，品味

了当地各类特色小吃，体验
了“世界宗教博物馆”的包
容，感受到了泉州厚重的历
史人文。

“在中国与世界的通商
史和海洋史中，泉州是不可

忽略的一个重要节点，它充
分展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
川的风格特点。”马伯庸认
为，泉州是中国古代少有的
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大都市，
要书写好泉州故事，“不能

局限在中国，一定要放眼到
世界，放眼到海上丝绸之
路，放眼到海洋文明和陆地
文明的互动中，以及当年泉
州人乘风破浪、漂洋过海的
海洋开拓精神。”

“写好泉州故事，一定要放眼世界”
当红作家马伯庸再游泉州，体验“世界宗教博物馆”的包容，感受泉州厚重的历史人文

绵绵清明雨
追思情更切

读者通过海都“天堂信箱”寄哀思

网红百年古厝的悠悠往事
泉州鲤城区常泰街道一处精美古厝吸引不少人前往打卡；

海都记者探寻古厝的尘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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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海都记者 吴日锦

3 月的泉州，海丝文
学周大咖云集，28 日下
午，当红 80 后作家马伯
庸 在 泉 州 职 业 技 术 大
学 开 讲 ，通 过“ 历 史 中
的 大 与 小 ”主 题 分 享 ，
讲述其文学创作中如何
从一个个鲜活的微小的
史料细节来展示恢宏的
时代故事。

开讲之前，马伯庸还
接受了包括海都报记者
在内的多家媒体的联合
采访，聊泉州见闻，谈文
学创作。

记者提问：现在有些
人阅读偏于碎片化、偏于
浮躁，文学作品如何发挥
作用？

马伯庸：从我的观察
来看，真正读书的人，他不
会介意读书的形式。实际
上，我们现在阅读的渠道
更多，有传统的书本，有电
子版，还可以听书，主要还
是要有好的内容被创造出
来。我特别喜欢福建的两
位作家，一个是陈春成，一
个是蔡崇达，蔡崇达的《皮
囊》和新推出的大厚本《命
运》就很受欢迎。

读者提问：把才华变
成财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
事，您在创作过程如何平
衡创作和变现这两件事？

马伯庸：之前，我的
QQ 有个签名用了 10 多
年：“我希望变成一个有趣
又有钱的人，实在不行，光
有钱也可以。”钱每个人都

喜欢，但真正支撑你的还
是发自内心的喜欢。1998
年我就开始上网，我上网
不是聊天，而是去各种论
坛交流写作。后来我发现
之前和我“混”论坛的一些
人都慢慢掉队了。

在人生中的一些节
点，比如大学毕业有写论
文、找工作、谈恋爱、结婚
生孩子，因为写作并不能
带来快速的变现，他们就
慢慢放弃了，而我是因为
真爱，所以坚持了下来。

纵使现在收入高了，
钱也不是决定我写作的
重要因素，我的观点是

“ 有 钱 很 好 ，没 钱 也 没
事”。我希望每个人都能
找到一项自己愿意花时
间，愿意沉迷下来的业余
兴趣，这个兴趣至少能在
未来为我们提供一个心
灵的“避难所”，去抵挡外
面的风风雨雨。

80 后当红作家，代
表作有《显微镜下的大
明》，长篇小说《古董局
中局》《长安十二时辰》

《风起陇西》《三国机密》
《龙与地下铁》，中篇小
说《末日焚书》《街亭杀
人事件》，散文《风雨〈洛

神赋〉》《破案：孔雀东南
飞》《宛城惊变》等。

作 品《寂 静 之 城》
2005年获国内科幻文学
最高奖项“银河奖”。《风
雨〈洛神赋〉》获 2010 年
人民文学奖散文奖。《破
案：孔雀东南飞》等短篇
获 2012 年朱自清散文
奖。《古董局中局》入选
第四届中国“图书势力
榜”文学类年度十大好
书。多部小说被改编为
电影、电视剧。

马伯庸的作品通常
以独特的角度来探索当
下社会和世界的现象和
问题，秉持着强烈的观察
力和想象力，同时又追求
文学和艺术的高度，深受
读者和观众的喜爱。

□人物名
片

真正读书的人
不会介意读书的形式

□对话

“我在写《长安的荔枝》
这本书时，就进入了一个心
流的状态，花了 11天，一口
气把 7 万字写完。”聊到写
作，马伯庸说，写作应该是发
自内心的喜欢，只有喜欢才
能写出好东西，“写作是很诚
实的事情，骗不了人”。

马伯庸认为，写作的

人，一定要保持一颗好奇之
心和热爱之心，好奇之心是
你愿意去探索和挖掘一些
小细节。他举例说，就像自
己这次来泉州，去天后宫、
关帝庙时，自己会一边参
观，一边去查询这里的“神
明”是如何成为“神明”的。
而热爱，就是热爱中华传统

文化，不光要读万卷书，还
要行万里路，“你要深入去
喜欢，当你喜欢一种文化、
一段历史、一个城市时，你
会不由自主地去深度探
索”，“接下来，我就很想写
一部古代的美食故事，和

‘吃货’们产生共鸣”。
“我小时候经常翻我爸

的书架。”马伯庸觉得，不管
哪个时代，阅读应该成为习
惯，无论是大学生、中学生，
还是小学生，不要给自己设
限，不要有年龄段的限制。
他说，如今，短视频、游戏
等，诱惑很多，越是在碎片
化的时代，越会凸显出阅读
的重要性。

“ 大 事 不 虚 ，小 事 不
拘。”文学创作中，马伯庸
十分擅长从史料中挖掘题
材，通过鲜活有趣的故事
展现主题，表达思想。

“历史中的那些小人
物才真正值得去挖掘，去
歌颂。”马伯庸认为，历史
的长幅中，帝王将相、王

公大臣已经足够被人们关
注，那些被历史尘埃淹没
的小人物，他们的喜怒哀
乐才真正和我们是相通
的。

主题分享中，马伯庸
通过一块汉代 5 岁孩童的
墓志铭，秦代的两卷竹简
家书、数块古砖铭文，玄奘

故里的一块碑记以及古南
越王宫博物馆的两棵枣树
等，分享了自己如何通过
这些小细节发现那个时代
的轮廓。

“真正的历史，往往就
在细节中。”马伯庸说，汉
代 5 岁孩童墓志铭述说了
亲人别去撕心裂肺的痛，

秦代普通人家兄弟士兵战
死前向母“求寄钱”家书令
人 心 生“ 一 将 功 成 万 骨
枯”的悲凉，玄奘取经归
来为母修墓则让人看到了
一个有血有肉的唐僧，那
些刻满泥瓦匠“心情”的
墙砖反衬出那个时代最真
实的写照。

要从国际视野中去展现泉州的历史人文

鲜活有趣的细节才能让人共鸣

写作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聊泉州

说创作

谈文学

马伯庸

马伯庸接受记者采访（洪春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