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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 影 暗 香 —— 何 冀 平
经典剧本集》

评委点评：
《疏 影 暗 香 —— 何

冀 平 经 典 剧 本 集》是 著

名剧作家何冀平的经典

剧 本 集 ，主 要 选 取 了 她

经典的几个剧本并附创

作 谈 ，戏 剧 剧 本 分 别 为

《天下楼》《德龄与慈禧》

《甲子园》还有一个电影

剧本《新龙门客栈》。其中《天下楼》（节

选）入 选 人 教 版 九 年 级 语 文 课 本 下 册 。

《新 龙 门 客 栈》剧 本 之 前 没 有 公 开 发 表

过，比较有资料价值。该书还选取了几个

戏剧彩排及历次公演的一些珍贵照片以

飨读者，是对何冀平戏剧文学的一次梳

理，希望能对读者了解何冀平戏剧人生

有所助益。吴祖光先生这样评价何冀平

以及她的写作，“她不张狂，看似娟娟淑

女，笔下气象万千。她的作品不似女性，

尤其语言，老辣幽默，深刻隽永。”

《大宋王朝》（全 8 册）

评委点评：
《 大 宋 王

朝》是 学 者 型 作

家 何 辉 积 10 多

年 之 功 奉 献 的

长 篇 历 史 小 说 。

重 大 历 史 事 件

被 作 者 丰 沛 的

笔 墨 精 心 勾 连 ，

绘成一幅宏大连贯、瑰丽壮阔的全景画。

同时，作品在历史的褶皱中探挖人物幽

微的内心世界，描绘宋代市民的日常生

活与风物人情，思考个人遭际与历史或

偶然或必然的牵连，闪烁着文化的意趣

与人性的温度。小说内容包罗万象，引人

入 胜 ，叙 事 中 穿 插 、 旁 及 北 宋 初 年 政 治、

军事、文化、经济、制度、风俗、地理等

方面，有考证之历史细节不胜枚举。打破

传统历史小说的章回体结构，融入多种现

代小说创作技巧，全书结构大气，逻辑缜

密，却不着指引性文字标题，自成充满诱

惑的故事迷宫。

《小水滴漫游记——穿过
一条古老的运河去大海》

评委点评：
《小水滴漫游记》是一

本 长 篇 童 话 小 说 ，作 者 周

吉 敏 是 浙 江 温 州 人 ，她 在

书中创造了“小水滴”这个

角 色 。 读 本 书 的 过 程 里 ，

始 终 感 觉 这 颗 “ 小 水 滴 ”

悬在头顶的前方，她带领

着 读 者 穿 过 瞿 溪 、 郭 溪 ，

翻过潘桥、娄桥，走过景山、南塘，跨过梧

田、仙岩⋯⋯如果你去过温州，这本小说就

会帮助重温“温州记忆”。在富有想象力的

童话文字里，熟悉的地方、文化、名字，被赋

予了一个崭新的观察与了解视角，周吉敏

用她的这本新作，很好地解释了“一切皆可

童话”的写作理念。当童话的形式，加入到

“故乡写作”的大军，这一题材领域，从此多

了一分灵动与活跃的色彩。

《张医生与王医生》

评委点评：
本书的两位作者伊险

峰 、 杨 樱 都 是 资 深 媒 体

人，他们采访数十人，在

旧报纸、老照片、建筑废

墟与口述回忆中打捞过往

生活图景，描摹了张医生

与王医生半生的个人成长

与阶层跃升之路，并审视二人知识、尊严

与自我的建构过程。

《雨窗书话》

评委点评：
朱航满的读书随笔集

《雨 窗 书 话》 是 一 本 谈 论

书籍与阅读的书，是“书

中 之 书 ”。 在 书 中 ， 作 者

分 享 的 是 寻 书 访 书 之 乐 ，

却也无意中勾勒出一张不

失 细 致 的 北 京 书 店 地 图 。

对于书籍，朱航满是较真

的。他在意版本、看重装帧、关注品相，

他的喜欢书并不只源于书之内里，还计较

于书之模样。此之谓内外兼修也。寻书访

书、较真于书，正是从书中散发出来的趣

味之源。

《花香拦路》

评委点评：
在 《花 香 拦 路》 这 部

最 新 散 文 集 中 ， 张 丽 钧 与

她 此 前 的 作 品 一 样 耐 人 寻

味 。 用 锦 心 捕 捉 、 以 慧 眼

寻 觅 、 有 妙 手 呈 现 ， 她 善

于 从 生 活 中 的 寻 常 物 事 入

手 ， 寻 找 蕴 藏 其 间 的 美 好

与 光 芒 ， 而 后 独 具 匠 心 地

创设情境，让读者不自觉地走进其中，得

到意外的启迪与收获。越是寻常的切入，

越令人读后触目惊心。

《大 地 仍 躲 在 棉 被 下 越
冬：俄罗斯自然随笔》

评委点评：
阿穆尔河，是中国东北两大河流——

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流而

出的远方，最终流入鄂霍

次克海。科利别里的书写

与人生，几乎就围绕着这

一条河展开。这位俄罗斯

作家、画家的作品第一次

被引进出版，他的文字如

诗 如 画 。 他 经 历 过 战 争 ，

后又在和平岁月的远东，与自然相伴。他

拥有一个更永恒、开阔的世界。他笔下的

自然，千变万化，星光对所有的人都一样

闪烁，岁月像飞鸟一样迅速掠过，让我们

寻找大自然的精神，获得心的安宁。

《对手》

评委点评：
小说 《对手》 颠覆了

大家对谍战题材的刻板印

象。一个话痨出租车司机

丈夫与一个得了甲亢情绪

不稳定的妻子，两口子为

生活精打细算，为孩子争

吵，为钱抱怨，烟火气成

为保护罩，两个间谍安稳

生活了 18 年。我们在为间谍窘迫的生活

哈哈大笑的同时，小说对那些默默无闻护

卫国家安全的国安干警们也有细致入微的

刻画。

《节庆里的故乡》

评委点评：
在 古 代 ， 节 庆 是 沟 通 天 人 、 自 然 、

先 祖 的 一 种 神 秘 方 式 ， 它 浸 润 着 人 们 最

原初的情感、信念和人生态度。《节庆里

的 故 乡》 是 知 名 乡 土 文 学 作 家 黄 孝 纪 继

旧 器 物 、 食 单 、 农 事 主 题 之 后，重点关

注乡村节庆习俗的又一部作品。全书按照

时 间 顺 序 ， 从 大 年 初 一 拜 年 到 年 尾 的 除

夕 ， 围 绕 着 婚 丧 嫁 娶 、

生 老 病 死 、 日 常 伦 理 ，

以散文的方式讲述作者

故乡春、夏、秋、冬四

季 的 40 种 乡 村 重 要 节

庆习俗，真实再现了一

个传统农耕村庄的喜怒

哀乐，保留了一段乡土

记忆。

《哈佛妈妈的海豚教养法》

评委点评：
今天有些父母常常

像个“微观管理者”一

样令人窒息，而一些缺

乏内部控制的孩子依赖

外 在 奖 赏 来 保 持 动 力 ，

而且被逼得像“过劳的

中 年 人 ”。 哈 佛 医 学 博

士希米·康经过 15 年潜

心研究与实践，提出了

“海豚教养法”。“海豚教养法”注重生活

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平衡，热爱玩耍与社会

生活。希米·康指出，“老虎式”育儿也

会成功，但只会获得有限意义上的成功。

伴随这些成功的往往是不平衡的生活引发

的身心疾病和行为失控。而“海豚式”的

育儿成功则包括健康、快乐、诚信、社会

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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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悦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又到了立 flag
的庄严时刻。

考 证 、存 钱 、健 身 、脱 单 。读 100 本

书。学一门外语或技能。哪怕只是早睡早

起、再 买 剁 手 ⋯⋯2022 年 了 ，那 个 2021
年 倒 掉 的、2020 年 没 做 到 的、2019 年 本

该完成的、2018 年立下的 flag，你又把它

立起来了吗？

心理学家用“新起点效应”来解释人

们热衷在新年立 flag 的现象 。在新的一

年 开 始 时 ，人 们 会 有 告 别 旧 我、变 身 新

我，进入生活新阶段的感觉。这种新开始

的感觉能带来强大的动力，令人“对卓越

的新我充满信心”，有自信去“尝试过去

没有尝试过的事物、挑战过去不曾挑战

过的困难”。所以就算屡屡年末被打脸，

我们还是会对新的生活、新的自我满怀

期待与热忱，在新年伊始立下 flag。

但如果新的一年，你即将迎来百岁

生日呢？100 岁那年，你还会立 flag 吗？

韩国哲学家金亨锡在 100 岁那年的

1 月 1 日制定了他的新年计划：继续在学

术季刊上发表文章，在韩国影响力最大的

“ 三 大 报 纸 ” 上 写 专 栏 并 编 辑 成 书 出 版 ，

还有演讲的邀约日程已经排到 4 月，也都

要一一完成⋯⋯

100 岁 那 年 ，金 亨 锡 出 版 了 他 的 百 岁

随笔集《活着活着就 100 岁了》，在卷首题

言：“写着今天的故事，期待着新的明天”。

在这部随笔集中，他记录了老年生活的很

多趣事和感悟。年近六旬开始游泳，坚持了

将近 40 年。93 岁时被当成 73 岁，遭到霸占

泳池的奶奶们驱赶，投诉无门，发出“老太

太们很恐怖”的感叹。99 岁乘公交车给 92
岁的人让座，被对方当作晚辈对待，心里有

点委屈，自觉好像吃了亏。因为无法拒绝妻

子，不情愿地买了保险，结果一直领到 100
岁，每年坚持亲自去保险公司现场确认身

份、领取分红，身旁的业务员总会小心翼翼

地问一句：“您明年还会来吗？”开始健忘，

出门吃饭却去了书店，想不起熟人的名字，

甚至惊讶地发现开始按照名词、形容词、副

词、动词的顺序遗忘语言，但对康德的《纯

粹理性批判》的出版年份和黑格尔哪年去

世却记得一清二楚。亲人、朋友、宠物一一

离去，坐在窗边看云的时间变长，精神与肉

体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但依然写下“我认

为自己还可继续成长。”

“遇到过百岁老人，但像金亨锡这样百

岁还在工作的极为罕见。”采访过他的韩国

记者如此感叹。99 岁那年，金亨锡对公众

做了 183 场演讲，相当于每两天做一场。每

周在《朝鲜日报》写周末专栏，每月在《东亚

日报》写月度短评，一年写了 60 余篇稿子。

那一年，他还出版了 4 本著作，另有两本随

笔集再版。他说：“我人生最繁忙的时期，是

从 40 岁到 60 多岁，以及从 97 岁到 100 岁。”

但临近 60 岁的时候，金亨锡并没想到

会 在 100 岁 又 一 次 迎 来 人 生 最 繁 忙 的 时

期。那时还在大学任教的他认为自己的人

生分为作为学生的 30 年和作为教授的 30
年，等到退休之后就会无法再提供生产力

了。等真到了 60 岁，他发现自己“依然可以

授 课 ，对 于 学 问 的 热 情 也 很 高 涨 ”。70 多

岁，还 能 完 成 创 意 性 的 文 学 著 作 ，写 出 了

《历史哲学》《宗教的哲学性理解》等作品，

90 多 岁 的 前 辈 说 他 正 处 在 人 生“ 黄 金 年

纪”。等到自己 90 岁时，金亨锡修正了曾经

的观点：人生应该分为接受教育的 30 年，

职场工作的 30 年，以及作为社会人获取成

功的 30 年 。而“60 到 90 岁，是学以致用、

报效社会的宝贵时期”。

人 类 可 以 永 葆 青 春 吗 ？法 国 哲 学 家

Jean Guitton 在 《我的哲学遗言》 一书中

写道：“只要你相信自己面前有永远这回

事 。” 那 些 感 觉 到 自 己 在 不 断 衰 老 的 人 ，

“也许，他们是不相信永远的”。所谓相信

永远，就是坚信自己拥有无限的时间。日

本哲学家森有正在日记里也写下过这样的

话：“切莫惊慌。先假设你未来拥有无限

的时间，从容活着就好。只需要明白这一

点，就可以一直高质量地工作。”另一位

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在其著作 《老去的勇

气》 一书中进一步阐释：“人生不是马拉

松，而是舞蹈”，“即使最终没有到达目的

地，过程中的每个瞬间都是完整的，都是

被完成了的”。岸见一郎从 60 多岁开始学

习朝鲜语，每周会读两次拉丁文巨著 《神

学大全》。别人说：“要想读完这本书，估

计得花上 200 年！”但他说：“重要的是与

眼前的每一行每一句共度的时光。”我国

文学翻译家文洁若 93 岁的时候翻译了太

宰治等日本作家的 5 本小说。在她最满意

的翻译作品，日本小说 《五重塔》 里，她

曾用自己的语言道出过作者的感叹：“人

之 一 生 莫 不 与 草 木 同 朽 ⋯⋯ 纵 然 惋 惜 留

恋，到头来终究是惜春春仍去，淹留徒伤

神。”面对的办法，是“既不回顾自己的

过去，也不去想自己的未来⋯⋯在这鸡犬

相闻，东家道喜，西家报丧的尘世上，竟

能丝毫也不分心，只是拼死拼活地干。”

100 岁 的 金 亨 锡 正 是 这 样 做 的 。他 充

满热忱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中，丝毫

不分心，以感恩的心态高效地工作。在人生

的第 100 个新年，他依然立下了 flag，记下

了自己在新一年里的最大心愿：“只要是能

做事，哪怕是对近邻亲人提供小小的帮助

也是好的。”“至于我要为自己做的事，已经

全部做完了。”

2021 年年末，年已 102 岁的金亨锡被

授予以韩国“国父”金九先生之号冠名的白

凡奖大奖。

所以你看，对于新年，对于人生，永远

别失去想象力。Flag 倒就倒，该立就立。哪

怕是到了 100 岁那一年。

100岁那年，你还会立 flag吗
□ 秦珍子

刚刚过去的 2021
年，“民”字当头。

开年第一天，民
法典实施了。年中，
暴雨灌入河南，有人
拼上性命在隧道里救
人 ， 有 人 善 用 技 术
做 救 援 地 图 ， 平 民
英 雄 之 力 托 举 着 城
市 和 村 庄 。 酷 热 的
夏 天 ， 互 联 网 巨 头
取 消 了 大 小 周 。 入
冬 后 ， 外 卖 小 哥 的
维 权 困 境 终 于 被 法
律 机 构 推 到 媒 体 面
前 。 不 少 明 星 塌
房 ， 速 失 亮 度 ， 人
们 更 愿 意 看 到 普 通
人的轮廓，结实。

看似人人自成媒
体的时代，此刻的注
视 依 然 是 稀 缺 的 资
源。只希望，英雄在
头 条 里 被 看 见 ， 跻
身 历 史 的 底 稿 ； 无
名 之 人 也 能 拥 有 独
家 的 记 忆 —— 感 谢
所有寄存我们故事和
心情的服务器，祝你
们永不断电！

只可惜，古代人
没有朋友圈，不发抖
音，写日记多半也会
零落成泥。多少凡人故事消失在历史的罅
隙里。我始终偏爱的一种讲故事的方式，
是讲大时代下的个体，用一只长长的内窥
镜，穿过轰轰烈烈、人山人海，抵达一个
人的一瞬间。

马伯庸先生经常这么写。作为一个记
者，我很佩服小说家的一点是，那么多细
节的生产力，都是想象力。不像我们，靠
扒采访记录，事实上没有就是没有。当
然，也不能编。

不久前，最了解我的大数据推送给我
一本马伯庸的新书。可能因为我的电子书
架上躺着《显微镜下的大明》和《两京十
五日》，停留时间长，停留页面是尾页，
再叠加我身份证开头“6101”（陕西省西
安市） 的因素，系统掐指一算，推《长安
的荔枝》，这个人八成要翻开。

我没有辜负大数据。不仅自己读，还
推荐老师、朋友、实习生读——它太像我
写了10年的稿子，追求知微见著。

这个故事发生在唐代、天宝末年、李
杨恋影响的政治格局下。美人想吃荔枝，
皇上速颁敕令。公元纪年还是 3 位数呢，
荔枝从岭南运到长安，没有航空冷链，谁
能保鲜？

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或者说，可
不可为，不是皇帝考虑的问题。

到了执行层面，脑子们就集体智力爆
发了。一纸文件流转过尚食局（负责皇家伙
食）、太府寺（管国家财帛库存和市肆交
易）、宫市使（皇家买手，天宝年间由贵妃她
哥担任的肥差）和岭南朝集使（岭南派到京
城的政事汇报员）⋯⋯大家纷纷施展乾坤
大挪移，只在文件记录上留下一行墨迹，类
似于“已阅，有困难，让xxx去搞”。

最终，文件落到了司农寺管蔬果种植
的上林署，又落到了署中一个监事头上。
他叫李善德，52 岁，在“从九品下”的
位置上踏踏实实忙活了一辈子，刚在长安

“按揭”了一套小房。作为一个靠算学及
第的心算大师，他却被人好好地算计了。
时间紧迫，为了一线生机，他开启了历史
性的荔枝长途保鲜运输大调研、大测试。

具体过程，不剧透。书也不厚，几万
字，一口气就能读完。相信不少读者会和
我一样，在书中遇见作者埋的“当代
梗”，借钱 996 贯，买房背上贷款。但最
动人的部分并不是这些，而是贵人眼前一
粒水果，可能还不够新鲜，背后是李善德
的千山万水、殚精竭虑，是脱力倒下的驿
马、星夜兼程的骑手、辛勤劳作的果农、
填补烂帐的民税。

妃子一笑，对她拥有无上权力的爱
人来说，是诗是画，而对一个芝麻小官
儿来说，对一群底层百姓来说，是命运
的狰狞。

马伯庸先生在书的后记中谈到，他是
把“一骑红尘妃子笑”，用基层办事员的
视角去解读了一遍。他也提起自己写过的
另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我恰好读过。朱
棣迁都北京，强迁了一批南方富户。一个
歙县人周德文，被迁到“大兴县”，他是
厢长，负责“催办钱粮、勾摄公事、采购
材料、支援新京城建设”。这活儿太杂、
太碎、太密，他累死在东奔西走的路上。

马伯庸先生说，“一事功成，万头皆
秃”。观看历史的角度，需要拉大全景，
需要注意高光，也需要剥开一颗荔枝，体
会亿万种平凡之味，每一滴水的运动，才
构成了波澜。更需要警惕那些毫无必要的

“头秃”与“波澜”，是什么原因，让平凡
人被迫不平凡。

就像此刻，在我的家乡西安，相信有
很多平凡的人，正在为抗疫坚守或奔忙。
许多年以后，回望这段历史，不会看见他
们的名字。但我非常愿意，如果有机会，
能写下他们的奋斗，也写下他们的无奈。

如今中国人吃荔枝，甚至是更难运
输、贮藏的草莓，都是寻常事，“妃子
笑”也成为荔枝的著名品种。只是我下次
再买它时，会想起一个叫李善德的人。

他从未存在，他处处都在。

小人物的波澜壮阔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一个话痨出租车司机与一个得了甲

亢情绪不稳定的妻子，为生活精打细算，

为孩子争吵，为钱抱怨⋯⋯然而，烟火气

是保护罩，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台湾间谍，

在大陆潜伏生活了 18 年。

这对堪称“贫穷版史密斯夫妇”的

间谍组合，来自作家出版社推出的长篇

小 说 《对 手》。 由 其 改 编 的 同 名 电 视

剧，也在最近播出。

一对台湾间谍夫妇为了窃取情报，

完成任务，潜伏在大陆。相较于以往人

们想象中灵活狡诈、生活富裕的都市间

谍形象，《对手》 塑造的这对间谍，把

日子过成了一地鸡毛。整个故事，也以

“反派视角”展开。

《对手》作者王小枪，著有《我是谁》

《心机重重》等图书作品，是《功勋》《面

具》等高分电视剧的编剧。此次，王小枪

也担任电视剧《对手》的编剧。

日前，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

访，王小枪说，创作完 《面具》 以后，

他 就 开 始 琢 磨 如 果 再 写 谍 战 题 材 的 作

品，要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有什么和

以前不同的？

2018 年 9 月，央视《焦点访谈》播出

专题节目《危情谍影》，披露国家安全部

门“2018－雷霆”专项行动中破获的百余

起台湾间谍案件部分细节。这类新闻给

了王小枪很大启发，于是想做一部“发生

在当下、间谍就在你我身边”的故事。

《对手》中，当生活过于拮据的时候，间

谍 甚 至 琢 磨 自 己 举 报 自 己 。比 如 李 唐 说 ：

“你知道大陆鼓励公民举报间谍的奖励是

多少吗？咱俩一年挣的钱加起来也就是个

零头，有的时候我都动心了。”这让网友调

侃这对间谍夫妇是两个“行走的 50 万”，合

起来价值百万。

对于这一设定，王小枪表示，故事是虚

构的，但细节都是真实的。“这样的设置会

让这样的人物更接地气”。

在王小枪看来，写作就像盖房子，从挖

地基到平地盖楼，直至装修，编剧的兜里如

果有体验生活期间存得满满的“储钱罐”，

建成的房子才有“富丽堂皇”的可能。

例如创作另一部作品《县委大院》，王

小枪曾去县城挂职数月，“深扎”基层干部

的工作生活。“日常生活中的经历，对创作

者来讲，它的作用都是滴水穿石的。”王小

枪说。

中青报·中青网：为什么想到创作一部
聚焦台湾间谍的小说？

王小枪：最早是想做一部发生在当下、

间谍就在你我身边的故事。生活里真正的

国安干警和间谍，我们其实是分辨不出来

的 。我 觉 得 这 个 点 挺 有 意 思 。对 创 作 者 来

讲，新鲜感很重要。3 年前，央视播出了一

系列在国家安全日关于大批台湾间谍落网

的详细新闻，当时感觉到这个点和我想写

的故事可能是相关的。这是一个契机。

中青报·中青网：《面具》从一个敌方特
务的视角展开叙事，《对手》的“间谍视角”
又给观众带来新的体验。“反派视角”写作
是怎样的体验？

王小枪：《面具》人物关系的结构是典

型的双雄，一山二虎；《对手》有点像蝴蝶的

两片翅膀，两伙人，个人突出得没有那么厉

害 。《对手》本质上还是一个群戏，猫抓老

鼠，“五五开”，既有国安干警的视角，也有

间谍的视角。

在人物关系的设计上，正反双方都有

一些呼应，比如新竹、桃园、花莲这 3 个 18
年前的年轻人，和 18 年后丁晓禾和朱慧、

黄海。其实不管写的是哪一个人物的视角，

还是要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人去写，这个

是不变的。

中青报·中青网：李唐和丁美兮这一对
间谍夫妇生活窘况引起观众讨论，这一设
定是如何考量的？

王小枪：我们想象中的间谍，可能都是

挥金如土、豪宅香车的，实际上真实情况并

不是这样。央视曾经报道过一个真实的案

例，台湾师范大学的一名教授在大陆工作

的时候，被台湾的情报部门收买。干了好几

年，最后拿到的经费平均下来，每个月只有

2300 块人民币。如果我们把这样真实的情

况套用到一个虚构的故事上，那么间谍面

临的境遇就会显得比较特别。故事是虚构

的，细节都是真实的。这样的设置会让人物

更接地气。

中青报·中青网：小说中台湾间谍各种
手段、国安人员与间谍的较量，诸多案例来
源是什么？

王小枪：虚实相加。反间谍的工作有需

要保密的特殊属性，所以我们没法像其他

行业那样有很多采访的机会。公开的新闻

偶尔会有一些启发的作用，大部分还是虚

构。虚构这些情节和桥段，我需要注意一下

生活逻辑和戏剧逻辑。

中青报·中青网：小说改编成剧集后，
对演员表现如何评价？

王小枪：这部戏每个演员找得都很准

确。开机前，剧本围读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了

眼前的这些演员已经不再是生活中的自己，

而是已经变成了故事里的人物。他们赐予这

些人物以生命。不管是郭京飞还是谭卓、颜

丙燕、宁理，以及像何蓝逗这样优秀的年轻

演员，他们的表演都和人物融为一体。有几

个瞬间，我甚至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是在表

演，他们就在那个虚构的世界里生活着。

有些时候，角色和演员也是有缘分的。

作为编剧，我非常幸福，很感恩。

中青报·中青网：创作谍战题材作品对
你的吸引力在哪里？好的谍战作品关键是
什么？

王小枪：小说和影视剧是不一样的。小

说可以更充分地表达，可以更自我。你描写

一个人物的内心可以花很大篇幅，可以用

几千字去描述一片叶子。影视剧其实是有

商品属性的，有时候不能那么信马由缰，需

要平衡结构和关系，人物与情节之间的分

寸以及节奏。

任何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它的关键都

是生动的、有魅力的人物。如果一部作品里

面有 5 个以上光彩夺目的人物，这个故事

就会拥有自己的生命力。

中青报·中青网：现在市场上谍战题材
作品层出不穷，优点和缺陷是什么？

王小枪：谍战题材故事有天然的紧张

感，人物也有更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一类型

天然会被观众喜欢。而在题材相同的情况

下，创新不够，这是谍战题材作品遇到的最

大瓶颈。

中青报·中青网：生活经历会给你的写
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王 小 枪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经 历 ，对 创 作

者 来 讲 ，它 的 作 用 都

是 滴 水 穿 石 的 。日 积

月 累 ，写 作 的 灵 感 会

自 动 迸 发 出 来 。两 者

相 辅 相 成 ，所 以 对 生

活 的 观 察、对 这 个 世

界的探寻，尤为重要。

《对手》编剧王小枪：生活经历的作用是滴水穿石的

看似人人自成媒体的时
代，此刻的注视依然是稀缺的
资源。

作家说

对于新年，对于人生，
永远别失去想象力。

王小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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