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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者的能力就是深潜的能力写作者的能力就是深潜的能力””
——访作家罗伟章

□□白白 浩浩

白 浩：刚读了你的中篇小说集《镜城》，读

这部作品，我确实深刻地感觉到你是一个不愿被

定义也不能被定义的作家。这部集子里的六篇小

说，与《我们的路》《大嫂谣》《奸细》时代的罗伟章

迥然有别，与《谁在敲门》《尘世三部曲》也非常不

同，你觉得不断变化对作家意味着什么？你自己

更欣赏哪一个罗伟章？

罗伟章：对一个作家来说，变是危险的，特别

是，如果这个作家某一个阶段的写作已比较成

熟，而且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再去变，就可

能自绝于坦途，走上“不归路”。但写作的快乐和

艺术的本质，又都与变结盟最深。变不等于创新，

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变化就是创新，那是奢谈创

新。小说发展到今天，各式各样的叙述策略都被

尝试过了，且都有了杰作，想创新是难的；当然也

因为难，才招引着那些有志向的作家，前仆后继

地试图去克服难度。创新难，变化是可以的，它代

表了一个作家不满足于一种模式，希望自己有更

多可能性，而且也是不断地调试，看哪一种表达

与自己更加契合，更能抵达完美。

我说不上更欣赏哪一阶段的自己，我依然在

尝试。

白 浩：你多次强调小说“种子”的意义，你

能就这部集子里的作品具体谈一下吗？

罗伟章：比如《将近两千年前的一桩悬案》。

这篇小说取自《三国演义》。印象中，《三国演义》

我大概读过三遍，第一遍读到刘安杀妻那一段，

很为刘安感动，那时候年龄还比较小。第二遍读，

已经上了大学，再读到刘安杀妻，就有些不舒服，

眼里老是出现那个被杀的、沉默的、无名的人。大

约十年前，有天突然想起那一段，心里盘算着是

不是应该写个小说——就为那个无名者。但一直

也没写。前两年第三遍读，就觉得非写不可了。仿

佛落着大雨，四野无人，只有那个无名者，在雨里

淋着，彷徨四顾地走着，脚步蹀躞，目光锐利而忧

郁，我再不写，她就不能从雨里出来，或者说，她

的天空就不会晴朗。

再比如用作书名的《镜城》。30年前，我当时

的单位有个人离职了，半年后回来，说自己在北

京一家公司写剧本，说自己在那公司很吃香，是

个骨干。这让我惊讶。他在单位上烧锅炉，平时没

听说他能写，更没听说他写过什么。那时候我是

单身汉，他爱到我寝室来聊，有天他来告辞，说又

要上北京去了，同时带来一篇他新写的文章，写

在学生作业本上，只有半页，我当即看了，几乎没

有一句话是通顺的。这让我为他悲凉起来，我知

道他不可能进什么公司，更不可能成为骨干，他

只是用想象为自己塑造了一种生活。从那以后，

我再没见过他，也没有他的消息，但他一直搁在

我心里，有天想起来，就写成了这个小说。

这些都是种子，你也看出来了，是不同类型

的种子。

白 浩：发表于《钟山》的《镜城》，获了很多

奖，有颁奖词说，《镜城》“在个人遭遇与家国历史的

回忆和想象中，书写了现实逻辑与历史悖论的互为

纠缠，精神寄寓和价值归宿的自我诘问”，而你取材

的“种子”是那么小，是怎样让一粒小种子长成一棵

大树的？你如何评价主人公陈永安这个人物？

罗伟章：当一个人开始自我审视的时候，身

份再卑微，也有精神的巍峨。陈永安这个人，当然

不再是30年前我那个同事，他有了更丰富和更

宽阔的维度。他在现实中梦想，却并不因梦想而

看轻现实。现实是他必须面对、必须应付的，但梦

想也是他的权利。他的生活很不如意，在困境中

挣扎，挣扎无力，就用长梦去实现，这也是一种人

生。人生并非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部分，更不只

是讣告上的部分，还有很多潜伏起来的部分，潜

伏起来的部分更复杂更深邃，写作者的使命，就

是打捞出那一部分。写作者的能力，也就是潜水

的能力。

白 浩：《逆光》这个小说似乎有《谁在敲门》

的笔法，在作家的凝视当中，一粒土块也能成为

旷野，万般心事葳蕤生长。《北京文学》中篇小说

奖颁奖词中说，《逆光》“重新阐释中国式家庭伦

理在时代语境中的嬗变，仿佛切开城市一角，四

两拨千斤，是时代的浮世绘……貌似生活流的叙

事里，饱含着戏剧性，暗藏着象征性”。你如何看

待小说的速度和象征？

罗伟章：当列车提速，当地球成为“村”，当网

络空前发达，空间感就从某种程度上被剥夺了，

作家们所依赖的陌生空间里发生的陌生故事，已

经失去了效用。这就要求作家写出别样的小说，

在看似千篇一律的生活细节里去重新发现，重新

建构一种小说范式。这种小说拒绝快阅读，不能

静心，就不能阅读，而一旦静心，就能读出平时没

有在意和随手丢弃的痛和爱、阴影和光明。这类

小说是主动的——主动选择读者。至于小说的象

征，任何一种风格的小说，只要写好了，都会构成

象征，因此象征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

白 浩：《从第一句开始》这篇作品，写一个

小知识分子怀揣理想，却无法融入现实，而在逃

离现实的途中，又并未获得理想主义意义上的新

生，差一点“被钉死在书架上”。批评家郭艳在评

点这部小说时说，该小说塑造了一个“非典型性

人物”，同时又认为这个人物：“其实是千千万万

个曾经的你和我。潮流中行走的我们却往往不在

时代之中，走丢的是时间、记忆还是曾经被时间

和记忆赋予的意义？”这样说来，又不是非典型，

而是典型的了。你怎么看？

罗伟章：小说是怎样写的，我就是怎样看的。

我们很容易就融入潮流了，那是从众的道路，也

是安全的道路，人当然要选择安全的道路，这是

天性使然，因而是无可指责的。但也恰恰因为这

样，我们更需要一种光彩，这种光彩是由很多要

素组成的，比如温度、细节、抚触感以及抵达心灵

又照亮远方的情怀和理想主义。这些实在是太要

紧了，但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当我们忽略掉这

些，生命里还剩下什么呢？确实就是在潮流中而

不在时代里了。“潮流”这个词，往往与“席卷”联

系在一起，如此，生命过程就被空置。过程空置，

时代便与自己无关。理想主义缺失，就可能出现

两种人生，一是沉重，二是虚无。对一个时代而

言，也是如此。那个小说中的“我”，非典型性是显

性的，典型性是隐性的。郭艳的评点我也看了，她

说：“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我’连南下创业和拒绝

平庸的勇气和想法都不曾有过，就已经在理想和

现实的两个维度铩羽而归了。”说得好。从这个角

度讲，的确又是非典型性的。

白 浩：《白岛》是一个奇特的小说，是一个

“在路上”的小说，但最后，路断在荒岛上，茫茫大

河成了唯一的路。读这个作品，我感觉在不断进

入生命内部，那里荆棘丛生，越深入越觉得胆怯

和疼痛，但那偏偏又是生命的本质，因而也坦荡

和宽阔。我觉得，这篇小说与《名人》形成了意义

上的互文关系。

罗伟章：你说得对。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白

岛》。我有个长篇叫《世事如常》，《白岛》是从这个

小说“溢”出来的部分，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情绪，

或者说对世事的观察。《白岛》里的人物，始终在

探究生命，《名人》里的人物则是努力在经营生

活，他们刚好形成对照。

白 浩：我关注到不少批评家谈论你的语

言，认为你的语言不是你写出来的，是自然生长

出来的，这是相当高的评价。你如何看待小说的

语言？

罗伟章：语言不是语言本身的面貌，而是视

野的面貌、思维的面貌、情感的面貌、境界的面

貌。比如，一个有语言羞耻感的人，羞耻感绝不只

是表现在语言上。个体是这样，整体也是这样，如

果研究一个时代的俗语和流行语，定能有效考察

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和精神质地。作家应对语

言担负使命，好的语言是有香气的，读有些作家

的作品，能分明闻到语言的香气。或许，在我的观

念里，庄严应成为语言的底色。庄严不能伪装，想

伪装也伪装不来。有些作品通篇插科打诨，用语

不避俚俗，却让我们读出了富有力量的生活，读

出了语言的美；有些作品满脸正经，却显得粗鄙、

卑琐和狭隘。所以语言不只是语言的事。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小北把位置往前提，徘徊在中场附近。

就在这时，谭江柏在禁区内一个倒地铲球，

干净利索破坏掉日本队一次有威胁的进攻。

被谭江柏铲掉的球正好飞到樊德云脚下，樊

德云一个大脚长传给中场的小北，小北把球

卸下来，快速往前蹚去，眼前一片开阔地。就

在小北启动奔跑时，他才感觉到浑身痛楚，

这些天来被日本特务酷刑折磨的伤痛显现

出来。小北咬紧牙关，以全速往前奔跑。在小

北的身后，3名日本球员疯狂追赶，但始终

距离小北一步之遥。小北虽然已经数年不踢

球，加上他身体受到酷刑折磨，但是速度优

势依然在，就在他把球带到禁区前沿准备抬

脚射门时，一名日本球员倒地飞铲到小北脚

踝上。小北还没有触碰到足球，身体便前倾

扑倒在禁区里，他蜷缩起受伤的那条腿，在

禁区里痛苦地翻滚着。西看台上的观众集体

发出一声惊呼，纷纷站立起来等待英国主裁

判判罚。

英国主裁判并没有判罚点球，只是给那

名倒地铲人的日本球员进行一番口头警告。

西看台上一片哗然，大家叫骂着“黑哨”。被

主裁判警告过的日本球员跑到小北跟前，伸

出手来拉小北，被日本队场上队长大声呵

斥，并上前给了那个球员一记耳光。被警告

的日本球员赶紧冲着场上队长立正鞠躬，并

迅速跑回自己的半场。小北突然觉得这个球

员有几分眼熟，他迅速记起来，眼前这个球

员就是在广州跟他一起踢过球的日本士兵。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小北没有回撤防

守，他继续留在中场附近等待机会。日本队

已经领教了小北的速度，不敢再全线压上

进攻，中华足球队后防线上的压力顿时减

轻不少。临近中场时分，中华足球队得到一

次角球机会，孙金辉开出的角球找前点的

谭江柏，“谭铜头”不负厚望，一记狮子甩

头，足球洞穿日本守门员十指关，将比分改

写成一比零。

中场休息时，冈山垄一在日本队休息室

里，连续抽了守门员十几记耳光，还责骂他

应该剖腹谢罪。日本球员全都低下脑袋，大

气不敢出一声。冈山垄一虽然许多年不踢球

了，但是日本足球队都知道他的火爆脾气，

曾经有一次因为裁判错判，他差点把裁判掐

死在赛场上。升任军方高官之后，他把日本

足球队全部调至麾下，安排进宪兵队。一是

便于组织训练，二是不用上前线打仗，日本

足球队因此得以完整保留。

冈山垄一环顾四周后，开始布置下半场

战术：“战争年代的足球比赛就要有战争年

代的打法，每一脚出击，不管是球还是人，都

要踢到一样，因为所有规则都是胜利者制定

的。这场比赛踢完，你们这些人只有两个选

择，要么被嘉奖，要么被送上军事法庭。”

中华足球队休息室里，也是只有李惠堂

一个人在讲话，因为其他人累到不想讲话，

都在“呼哧呼哧”大口喘着粗气。因为廖月英

不在场，队员们也不便询问，只好相互之间

按摩放松肌肉，准备下半场的比赛。

李惠堂大声鼓劲道：“防守是保不住胜

利的，我们还是要瞅准机会大胆进攻，后场

拿球后，第一点就找小……陈镇北，不要怕

失误，十次失误也不要紧，只要陈镇北抓住

一次机会，就能扩大战果。”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日本队不管是进攻

还是防守，动作幅度都很大。已经有两名中

国球员被日本球员踢伤倒地，但日本队没有

遵循把球踢出界外的比赛惯例，而是继续往

前推进。西看台上的香港球迷高声呐喊，谴

责日本队违背体育比赛精神。其中一名中国

球员伤势严重，似乎是被踢断跟腱，站起来

两次重又摔倒在地。李惠堂无奈，只得换上

另外一名，也是除了自己之外的唯一一名替

补球员。借着中华足球队调整场上阵容之

际，日本队从右边路发动一次进攻，一次下

底传中，后面冲上来的球员把球踢进中华足

球队的大门，双方比分变成一比一平局。

中华足球队迅速做出调整，谭江柏、樊

德云和孙金辉三员老将坐镇后防线，中华足

球队很快稳住阵脚，继续贯彻李惠堂打防守

快速反击的战略战术。终于，在比赛进行到

接近80分钟的时候，谭江柏一记长传吊给

小北。此时，小北越来越觉得身体虚弱，突然

得到球后竟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即便如

此，小北还是爆发出全身的力量，他甩开最

后一名防守球员后直接面对守门员，一脚将

球踢进球门死角。

剩下不到10分钟时间，中华足球队二

比一领先。西看台上兜售盘口筹码的余伯

庸，此刻心情有些复杂，他内心希望中国队

赢球，但是就中华足球队目前的实力状况来

看，输掉这场比赛是在情理之中。因此，余伯

庸在西看台上只卖中华足球队赢的筹码，目

的就是想收割一波爱国球迷的韭菜。但是，

一旦中国队赢得比赛，他将会赔掉底裤。

这时候，场上也出现状况，谭江柏和樊

德云先后腿部抽筋倒地。一名日本球员以为

中国球员故意拖延比赛时间，跑上前去冲着

倒在地上的樊德云后腰踢了一脚。瞬间，双

方队员纠缠打斗在一起，主裁判加上两个边

裁冲进场内，才把双方球员拉开。

就在双方球员撕扯的时候，廖月英拎着

急救药箱从体育场大门口冲进来。她直接跑

到中华足球队队员席，上气不接下气对李惠

堂说道：“他们……还没有过深圳河，一位作

家……走到半路上……才想起装手稿的箱

子落下了……廖先生让你……让你把比赛

拖延进加时赛。”

中国男足在当下的语境里，兴

许是一个不讨好甚至有点遭人诟

病的话题。因此，在从事写作的 10

余年里，从未动过创作此类题材的

念头，即便我对中国足球的历史谙

熟于心。这个“世故”的想法在2022

年 2 月 1 日深夜被颠覆，原因是中

国男足在这一天 1：3 输给越南队。

这是一场世界杯预选赛亚洲赛区

十二强的比赛，可谓举国瞩目。而

这一天偏偏又是中国农历的大年

初一。

当比赛进行到“留给中国男足

的时间不多了”的阶段时，我的脑

海里不断地浮现出李惠堂、陈镇

和、谭江柏等人的画面，这群热血

男人曾经在十届远东运动会上9次

夺得冠军；这群男人也曾一路踢着

比赛换取船票，参加了1936年的德

国柏林奥运会，并在第一场对阵英

格兰的比赛中赢得世人尊重；更让

人感动的是，在国难当头时，这群

男人挂靴从戎，奔赴战场。随着比

赛终场哨声响起，我决定终结那些“中国男人不适

合踢足球”的奇怪言论，重现80年前中国足球荡气

回肠的一幕。

比赛结束后，我给演员万弘杰老师打了一个

电话，讲了我的想法。恰好万老师也刚刚看完比

赛，我们俩可谓一拍即合，甚至筹划着自己来操盘

这部电影。万老师这些年基本淡出演艺圈，一心一

意做编剧、做导演。在接下来虎年的正月里，我们

查阅了大量史料，很多新发现让我们禁不住竖起

汗毛：当我们需要爱情时，在1934年远东运动会参

赛名单里发现了女子游泳运动员易梅；当我们需

要一个真实的历史大事件，来支撑最后一场比赛

时，发现东江纵队营救滞留在香港的文化名人的

时间点恰巧吻合。如何把李惠堂主导的这场比赛

与廖承志策划的大营救勾连在一起？我们发现李

惠堂的女朋友竟然也姓廖。而香港沦陷之前，廖月

英正帮助李惠堂在香港进行抗日募捐……一切仿

佛都是天意。

有了天赐一般的素材，我们用了一个月时间，

便搭好了《为国争》剧本的故事框架。但当时正处

于疫情期间，影视行业都在停滞状态，基本无法进

行下一步工作。于是，我又用了一年时间，把这段

历史写成长篇小说《为国争》。

小说《为国争》的故事脉络，在电影剧本三场

比赛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场战争，还有男主小北

“千里送抗日英雄骨灰”等细节。在我的写作生涯

里，《为国争》是我第一次与史实环环相扣的一部

作品，虽说查阅大量史料的工作沉重又繁杂，却也

体味到了“史海钩沉”的乐趣。

除主要人物李惠堂、陈镇和、谭江柏之外，小

说还塑造了一正一邪两位男主，小北和余伯庸。在

相对和平的年代，不是每个男人都有机会身披国

家队战袍、为国家荣誉征战的。历经三年磨砺，在

小北还未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足球运动员时，抗日

战争便爆发了。滞留在香港的李惠堂、廖月英和易

梅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募捐。谭江柏则加入十九路

军，成为滇缅公路运输大队的大队长。彼时，日军

封锁了中国的海上运输，所有国外援助的抗日物

资，只能依靠滇缅公路运进中国。在赛场上有“谭

铜头”美誉的谭江柏，在滇缅公路上依旧保持着他

的钢铁意志，不舍昼夜地奔波在这条时常遭受日

军飞机轰炸的抗日物资生命线上。后世的人们很

少有人知晓谭江柏，但是肯定知道谭江柏的儿子，

他就是香港歌星谭咏麟。

也许是宿命使然，在足球场上被尊为“飞将军”

的陈镇和，在抗战爆发后加入中国空军。由于机型

落后，日本空军掌握着绝对制空权。即便如此，陈镇

和所在的飞行中队在数次对敌作战中，前后击落5

架日本战机。在一次从新疆驾驶苏联援华战机返回

基地的任务中，飞机突然发生机械故障，陈镇和殒

命长空，成全了他在足球赛场上的勇猛球风。

每每想起这群可歌可泣的中国足球运动员，

我都会禁不住泪目。他们在赛场上勇猛无畏，视和

平竞赛为无上荣誉。他们在战场上舍命搏杀，视家

国大义为己任。反观当下的足球人，有人花钱就能

买下一个国家队的位置，胸前的“中国”二字再无

神圣和荣光可言。前后相距80余年，对足球运动的

理解、对荣誉尊严的认知，我们非但没有进阶，反

而日渐沦落。对比昔日的足坛前辈，怎能不让今人

唏嘘慨叹。

我在北京做过十几年体育记者，对于日渐没

落的足球运动曾经做过一些思考。按照一般规律

来看，一项体育运动会随着经济发展得以进步，中

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长足进步，与20世纪

三四十年代相比，简直天壤之别。反观我国男足的

成绩，却从亚洲一流水平跌至今天的三流球队，这

是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在前不久的美

加墨世界杯亚洲预选赛抽签中，我们的男足竟然

以亚洲第五档球队分列 C 组。即便能够参加亚洲

区 18强预选赛，也是凭借新加坡队门将的出色表

现，勉强跻身亚洲18强。

这些年来，国家对于男足的投入远超过其他

集体竞赛项目，甚至花费天价请来世界顶尖水平

的足球教练，运用经济手段归化外籍足球运动员。

80多年前的中国足球队，他们甚至

凑不齐统一的参赛足球鞋，可他们

仍然把国家荣誉置于至高无上的位

置。在 1934 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

上，中国男足再次战胜日本队夺冠，

夺冠后的中国男足没有退场，而是

全体队员走到球场中圈，拉起“坚决

抵 制 伪 满 洲 国 参 赛 ”的 横 幅 。在

1936 年前往欧洲参加第 11 届柏林

奥运会时，中国足球队来回经费需

要 22 万元，国民政府只划拨 17 万

元，球队迫不得已在奥运会开赛前

三个月便启程上路，一路上踢了 20

多场比赛，靠着球票分账才抵达德

国柏林。长途跋涉、一路征战的中国

足球队，在柏林奥运会首轮比赛中

遇到世界强队英格兰，居然在上半

场与英格兰队打成零比零。中国球

队虽然最终输掉这场比赛，却赢得

了世界足坛的尊重，甚至有欧洲俱

乐部向队长李惠堂发出邀请，让他

去欧洲踢职业比赛。

《为国争》的写作过程始终充满

激情与感动，下笔之前我甚至能够“复盘”三场比

赛全过程，仿若亲眼见证过这三场比赛。尤其是最

后一场杜撰的比赛，为把比赛拖进加时赛，为东江

纵队大营救争取时间，李惠堂不得不在艰难领先的

有利局面下，为日本队创造进球得分机会。我想，肯

定要有人为最后一场比赛背负些什么，那只有球队

的灵魂人物李惠堂，因为东江纵队营救计划只有他

和廖月英知道。当营救队伍的信号弹跨过深圳河、

传到体育场的时候，当李惠堂呼唤队友全力以赴进

攻的那一刻，我几乎是全身汗毛竖立着写完最后这

个章节的。尤其是余伯庸倒在赛场上时，这个又胖

又秃又爱钱的男人，最后映入眼帘的是他撒出去的

钱币，这一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本想用抗战

胜利时广州街道上欢呼的人群做背景，小北走在他

曾经行乞的街道上，做这部小说的结尾。但是余伯

庸倒下那一刻，我觉得情绪渲染到了最高点，于是，

我决定在这里收尾。此前我一直担心，杜撰出来的

小北和余伯庸会不会配不上这群足球英雄？一个

是目不识丁的小乞丐，一个是贪财贪色的大赌徒，

二人会不会淹没在群雄的光环里？直到这部小说

写作的最后一刻，直到泪水跌落在电脑键盘上，我

一直悬着的心才踏实、坦然起来。

之所以把 80 多年前的这段足球往事呈现出

来，绝无厚古薄今之意。我们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财力物力人力再也不是足球运

动发展的羁绊。我们丰裕的物质生活，足够五代不

缺任何营养的足球后备人才成长起来。可我们的

足球成绩为什么逐年没落，这是我一直想不通的

地方。待《为国争》截稿后，我想当下的中国足球运

动员身上大概是缺了骨气和格局，那是为荣誉而

战的骨气，是长久发展和传播这项运动的格局。

李惠堂、陈镇和、谭江柏、曹桂成、冯景祥、包

家平、黄纪良、李天生、黄美顺、孙锦顺、蔡文礼、麦

兆汉、贾幼良、徐亚辉、杨水益、卓石金、张显源、郑

季良、梁荣照、梁树棠、叶北华、李国威……仅以这

篇创作谈，向这群有肝胆、有骨气、有格局的足球

人致敬！

《镜城》，罗伟章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7月

《《为国争为国争》》（（书摘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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