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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康文坛上,作家孙传志算得上是一个文
学界“鬼才”，其作品数量质量俱佳，体裁涉猎广
泛，诗词歌赋小说散文均有涉猎，尤以辞赋见长。
自 1983 年开始，他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
《诗刊》《萌芽》《湖北大学报》《武汉晚报》《黑龙江
文学》《西安晚报》《今古传奇》《杂文报》《延安文
学》《陕西日报》《安康日报》 发表作品 300 余万
字，多首诗词被收入《80 年代大学生诗选》《中国
诗词选》。

孙传志 ，白河县人 ，幼年熟读 《贤文 》《药性
赋》《三字经》，写毛笔，打珠算，功底甚好。1981 年
师范毕业后，从教从政从文，多岗位多经历，成就
了其作品的独特风格。 诸如知名作家、金笔诗人、
当代诗歌豪放派代表诗人等头衔， 奖项不下数
十。 难得的是他不为名所累，岗位怎么变更仍坚
持笔耕不辍，其文学创作与工作的紧密相融,其谦
逊质朴赢得了文友们众口一词的称道。

在上个世纪 80年代初期，孙传志就在《中国青
年报》刊发《花香内外》等诗歌,在《安康日报》发表了
《赞界岭》等文学作品。 1988—2022 年间，在《安康
日报》《陕西日报》《人民日报》 发表 1000 多篇新闻
报道和文学作品，特别是在白河县政府办公室工作
的那些年，他白天工作，晚上写作，写出大量新闻稿
件和文学作品发表在中省市级新闻媒体上。也因为
其创作活跃、业绩突出受到省地县宣传部门的表彰
奖励。他现在已然为西部文学、三秦文学、中原文学
的编委和多家文学平台文学诗赋顾问。

2007 年 7 月，《安康赋》《汉江赋》等一批辞赋在《陕西日报》《光
明日报》发表，标志着其赋体作品的成熟，一批有影响的作品《人民
公仆赋》《中国共产党赋》《陕西赋》《医德赋》《蒋家坪赋》《安康精神
赋》《汉江龙舟赋》《三苦精神赋》《瀛湖赋》在中国作家网发表，得到
了诗词赋等文学界的赞同。 次年，160 多篇赋体文学结集出版，他出
任中华辞赋家联合会副会长，被评为“中国十大优秀辞赋家”、辞赋
鉴定家。 他应邀在杭州、泰安、上海等地讲授、辅导辞赋写作。 尔后，
在他走上领导岗位十多年，工作之余仍然笔耕不辍，佳作迭出，近年
来刊发作品以辞赋为主。 2012 年至 2022 年间，他公开出版了《山野
集》《我的自传》《孙传志诗词选》、散文集《醉情山水》和赋体文集《春
露秋霜》6 部作品。 不仅如此，他在培养文学新人方面还倾注了大量
的心血，青年作者甚至是有一些作家请他修改润色作品，从不推辞，
热心为文，仗义帮衬，因此还获得了《三秦文学》颁发的“伯乐奖”

在文化大讲堂上，孙传志讲：作家是干什么的？ 作家是搞文学创
作的，搞文学创作的人心中就应该有大爱，有丰富情感。 没有一个真
正的作家是不热爱自己故乡的，不热爱自己母亲的，如果没有，那他
也不是称职的作家。 “孙传志的散文，其文笔、意境和艺术风格，都给
读者以美的享受。 孙传志自幼生活在陕南农村，喜欢汉江的山山水
水，虽然本意并非专事文学创作，但是他对山川的极其热爱之情、高
雅的审美情趣，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十分鲜明地体现出来。 其散文
艺术特征是多方面的，文学成就是丰硕的！ ”著名作家刘久明如是评
价他。

著名作家、 评论家徐新萌先生认为，“孙传志先生辞赋作品，
古韵悠扬，意境高远。 抒脱俗之雅志，发超然之高情。 续先贤之遗
响，谱古韵之新声。有欧阳之余韵，具王勃之遗风。瑰辞丽藻，赞之
山川生态。 妙语神音，思之家国兴衰。 读之可知，江河之浩瀚。 思
之可感，流水之深恩。是当今文坛难得的艺术华章，也是眼下诗林
少见的大赋长歌。 在运用传统的赋体韵律与现代的语言原素，表
现当代人的思想与情感方面，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在赋体文学沉
寂了久远的今天，它展示了与追求轰动和崇尚物欲的作品完全不
同的清新格调与高雅意境，也预示着传统赋体文学的复萌。 ” 作
家尚凌云赋之云“嗟乎！奇人传志，夫辞赋艺术，乃继承传统，兼收
并蓄，探蹟索隐，推陈出新。 诗情画意，哲理并存；惊叹功底，贵在
笃勤；马不停蹄，时传佳音。篇有特色各不同，一篇更比一篇精。江
山代有才人出，孙体辞赋圈内珍。 ”

孙传志是个多面手，除了自幼奠定良好的教育基础，概与学习
师范专业相关，他不仅是作家，他书法、音乐、球艺皆有一定的造诣，
他的才情，也是文艺圈内外可圈可点的文化人物之一。

孙传志自己讲， 从教师到专职文秘到政府工作人员到作家，是
书报增长了才识，丰富了生活。 他的书房，除了自己的电子版稿件，
就是报刊杂志书籍。 他曾说，退休以后每天都有时间静静地坐在桌
前，沏一杯香茗，要么含饴弄孙，要么浏览网络、拿着油墨清香的书
报，观古今中外，阅人生百味，读世间万态……

（卜涉方）

历时两年多时间精心创编排练， 由旬阳市
文旅传媒演艺公司演出的大型原创旬阳民歌剧
《红军老祖的故事》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成功首
演，有幸观剧，记录些许观感。

红色热土的革命传承

旬阳市红军镇，是全国唯一以“红军”命名
的乡镇，是国家“国防教育基地”、陕西省和兰州
军区“爱国教育基地”、陕西省历史文化名镇、陕
西省中南线重要红色旅游景区。 红军老祖的故
事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红军老祖传说流传
于红军镇及相邻广大农村地区， 主要讲述 1935
年 10 月，红二十五军主力经旬阳北上后，余部
所组建的红七十四师一部高中宽、 尚班长等红
军战士与敌斗争，为民治病，牺牲后被百姓敬若
神明的故事。 《红军老祖的故事》就取材于这一
片红色热土上的一段红色记忆。

全剧共设“情同鱼水、身入险境、虎口逃生、
闯关越隘、良医妙药、难诉心曲、起死回生、十送
红军、掩护主力、红军老祖”十场戏，综观全剧，
情节线主要集中于两条线上， 一是男主角红军
指导员高忠宽 “买药涉险———逃狱闯关———治
病救人———英勇牺牲”的行动线，一是女主角沈
小兰 “遭抢亲———救红军———诉衷肠———送红
军”的行动线，两条线索以及两位主角串联起了
相关故事情节及人物关系， 让全剧构成了一个
有机整体，并在敌人“挖坟”与百姓“护坟”的矛
盾冲突中达成戏剧高潮， 完成了红军与老百姓
军民一家亲的主题渲染。

以戏剧场面而论， 既有军民鱼水深情插秧
割麦的日常生活场景， 也有敌我交锋英勇牺牲

的激烈战斗场景； 既有小兰对高指导员难舍难
诉的情感表白； 也有高指导员救百姓于命悬一
线的紧张悬念； 既有十送红军不忍割舍的万千
期盼，也有护碑护坟面对团练的毅然决然。

以人物设置及人物性格发展而论， 主要人
物在情感线与情节线的走向上， 一直在生活逻
辑与戏剧逻辑之中， 虽在情感高潮处表达略显
不足，但亦无明显缺憾。

以英雄人物弘扬革命精神， 以红色故事赓
续红色基因，《红军老祖的故事》 无愧红军镇的
美名。

民歌之乡的文化传承

旬阳民歌剧 ，植根于旬阳这一片悠久 、深
厚而丰富的民族传统音乐土壤之上 。 旬阳民
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 曲调广泛吸收
荆襄楚调、巴蜀川音 、晋豫之声 、秦陇之风 ，兼
容并蓄 ，自成一体 ，且歌与舞 、说与唱的结合

上亦是一大特色 。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
调二黄 、 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江号
子、安康花鼓子 ，在旬阳均有着深厚的基础和
广泛的影响 ；同时 ，安康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旬阳曲子 、 旬阳牌鼓等独具旬阳味道的地
方音乐也是色彩缤纷。

民歌剧《红军老祖的故事》在音乐上给我的
第一印象是融合与自然，音乐与剧情发展、人物
形象不违和、不生硬、不割裂。 无论是正面人物
还是反派人物， 音乐中所流淌的情感色彩与所
生成的角色感觉都很贴合， 似乎原本就该以这
么一种曲调讲述故事、抒发感情。

“月儿如沟挂天外”“巴山高汉水长情深意
长”“云不动风不摇”“红军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
人”“太阳落山落红云”等唱段，或直抒心意，或
婉转传情，或规整铺排，或长短错落，让人印象
深刻，感同身受。 总体而言，在《红军老祖的故
事》音乐创作中，汉调二黄、花鼓子音乐的恰当
加入，与旬阳民歌音乐有机融合，极大地解决了

民歌小调相对单一、简单的局限性，为人物塑造
与情节推动提供了新的力量，打开了新的视野。

民歌剧，离不开优美的舞蹈。 在《红军老祖
的故事》中，“这一仗打得真漂亮”一段舞蹈，以
戏中戏的形式将歌舞与叙事融于一体；“进城买
药”“抢亲”“诉心曲” 等将日常生活场景赋予舞
台艺术化的呈现；“插秧割麦” 以极具陕南地域
特色的舞蹈语汇让健康茁壮的乡野气息油然而
生；“逃狱”以及剧中、剧末的战斗舞蹈，大量采
用了传统戏曲的程式化动作， 为民歌剧的清丽
化色彩平添了几分刚性；“十送红军” 与经典舞
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渔光曲” 有异曲同工之
妙， 如果说，“晨光曲” 中摇曳多姿的旗袍与蒲
扇， 轻轻扇动起了上海弄堂里细腻生动的烟火
气息，那么，“十送红军”小板凳上乡村女子穿梭
于鞋底的一针一线， 则厚实地连缀起了秦巴山
区中淳朴深挚的军民鱼水深情。

融会贯通，博采众长，《红军老祖的故事》为地
方民歌剧音乐与舞蹈创作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台前幕后的戏剧传承

戏剧不易，戏曲不易，民营演出团体创作排
演大戏更为不易。 《红军老祖的故事》的创作演
出单位旬阳市文旅传媒演艺公司是一家民营演
出团体，多年来，旬阳市文旅传媒演艺公司扎根
于旬阳，致力于地方文艺创作演出，为地方舞台
艺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许多努力， 其创作排演
的大型普法民歌剧《村官巧断家务事》曾在多地
多场次巡演，广受观众好评。

《红军老祖的故事》 的出品人刘景才先生，
曾任过县文旅局局长、县文联主席，退休后，以
对文艺事业的热爱和对舞台艺术的情怀撑起了
旬阳市文旅传媒演艺公司的旗帜，虽历经资金、
人才等诸多困难，却依旧痴心不改，一心培养人
才，稳定队伍，以优秀作品争取发展机遇，《红军
老祖的故事》得以成功上演即是证明。

《红军老祖的故事》编剧、总导演张广明、导
演胡慧琼、作曲梁金和、舞美设计张禄林，都是
多年从事戏曲舞台艺术的艺术家， 也正是他们
丰富而宝贵的舞台艺术经验与智慧，赋予了《红
军老祖的故事》 在中规中矩的艺术基础上创新
舞台实践的格调。

更为可喜的，是《红军老祖的故事》的演员
队伍，这是一支九零后的演员团队，他们的优秀
表现，让我们看到了舞台艺术的传承。 从《红军
老祖的故事》 虽不算惊艳却能守住舞台表演艺
术正道并力求突破的演出效果来看， 这一支队
伍正在不断走向成熟， 他们正应该站在舞台中
央，赢得更多的鲜花和掌声。

祝愿《红军老祖的故事》能成为旬阳红色历
史的时代名片，成为旬阳红色旅游的鲜明记忆。

记者：首先，恭贺李茂询老师的鸿篇巨著《西域英雄传》
出版问世,并在当当、淘宝、京东、天猫网络和各大书店，面
向全国读者发行、热销。 这堪称中国文学的重大收获之一，
也是家乡安康民众的大喜事。 对此,不知您有什么感想?

李茂询：我今年 80 周岁了，好像还不是老糊涂。所以和
你们年轻作家一样，如果终于了结了一桩心愿，而且完成得
还不错，心中自然十分高兴。 说起来，我这人给人的印象是
一个典型的书呆子。 谈得上的优点,也就是内心世界比一般
人强大，甚至可以说是强悍。 譬如为了这部《西域英雄传》，
我曾两次去了北疆和南疆，见过什么是草原，什么是大漠，
也见过克里雅河和那些地方的生存环境;为了这部书，我成
了不为人所知的杂家，举凡哲学、心理学、佛学、儒家、道家、
音乐、美术、舞蹈、植物学、动物学、汉代史学、民俗学、地理、
医学、军事、武艺、气象等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近乎 30 年的
准备。 当然，古典文学及诗词与语言功夫的锤炼，文学理论
的涉猎，中外名著的阅读，也没有缺位。我就一个信念，将张
骞英雄群体的伟大民族精神，以小说的文学样式,予以艺术
展示，并传之后世。

记者：您所经受的艰辛、孤独、寂寞，实在难以想象。 这
种锲而不舍的坚强意志，就是大担当、大境界、大智慧，值得
敬佩和学习。八十高龄出长篇，而且此作将会成为与文学名
著相比肩的巨著，相信在您的榜样带动下，文学后辈定有长
足的进步。据我目前所知，不少著名评论家对这部作品都给
了很高的评价,不知您可曾见到,又有什么体会?

李茂询：什么体会，说个笑话，我现在就像在大街上耍
把戏，叫好声一大片,讨赏钱时却一哄而散。 现在智能时代，
读书不如聚会娱乐,买书难敌挣钱养家。 我这部书尽管艺
术分量称得上厚重，可读性亦使人愉悦，可是四卷 152 万
字的体量，就让一些人望而生畏。

当然，不管怎么说，这部书若非安康市文化旅游和广
播电视局鼎力扶持， 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独具慧眼极大投
入、省委宣传部将其列为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昔日
学生叶甲强在我最困难时予以及时帮助和经济援助，即
就此书完稿，也不可能在今年三月向全国出版发行。 我再
说句玩笑话，如果有人因为看这部书患上了近视，或也想
当个现代张骞却又进不了外交部，我担不了这个责任，却
可以诚恳地向你道歉，书钱由我来掏。

记者(大笑)：李老您真幽默。 能否请您简单谈谈关于
长篇小说的创作问题。

李茂询：命题作文，还是在小学和初中时干过。 今天
有机会重新温习，感觉很有趣。 那时想不简单却很简单，
现在求简单却需要大功力。 言归正传吧。 简单说，我个人
的体会有以下几条。 不过，我郑重声明，各人情况不同,我
的话,需要重新过过脑子。

第一条，要写出一部出色的长篇小说，以前不容易，
现在更不容易。 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人们文化水平普遍较
高，生活节奏很快，娱乐形式花样繁多。 如果你写的文学
作品清汤寡水了无趣味，连圈内的朋友都不看它，何况耗
费时间的长篇小说?除非你的作品使人感到愉悦、震撼、
新奇而又特别触及心灵。 对于更高层次的要求，作品不仅
要“好看”，更需要涵盖人民性、文学性、史诗性、民族性和
艺术性，值得反复体味、深入思索。

第二条，心智要清彻，脑子要空灵，认知要通透，识人
要洞达，学养要厚重,笔触要简约，语言要生动，思维要机
敏，记忆要清晰，毅力要坚韧，心态要平和，准备要充分，
兴许能写出精品大作。

上述也可称作长篇小说创作十二律， 这里不便展开
说。 譬如心态要平和，一般人就很难做到。 让你写作时关
掉手机，不与外界交往，整天埋头于书案，寂寞、孤独,只与
小说人物交流,年年月月如此，几人能做到?再如心智要清
澈。 主要指的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
的走向问题,你可以平凡心对待一切，却不可以没有道德
底线，更不可以因嫉妒而心生嫉恨。 心地不纯，那能有气
贯长虹的作品？

第三条， 大部头作品仅仅有框架结构与人物故事情
节安排还不行，还必须有本部小说的理论体系，以及它的
创作要素、所要达到的标准。 《西域英雄传》就贯彻了两大

体系四大要素：博大精深的文学艺术涵养体系、深沉厚重
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滋养体系。 四大要素：人物形象塑
造、场景物象描绘、情义具象描摹、语言造像描写。 其标准
是:形象要细致、鲜明、到位； 物象要精粹、灵巧、精准，有
现场感；具象要充实、敏感而又色彩浓重;造像要清澈、空
灵、凝练、通透、富有创意、风格鲜明。

第四条，要有健康的身体和坚强的后盾。 大部头作品
对体力精力的消耗非常巨大， 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健康的
身体，是很难完成的。 如曹雪芹写《红楼梦》，写到 70 万字
便累倒一病不起。 所说坚强的后盾， 一方面经济上有保
障，平日的营养、有病时的花销等，不能为此发愁。 更重要
的是生活方面得有亲人贴心照顾。 我在创作 《西域英雄
传》的几年中，生活中的一切，全靠与我同龄的老伴竭力
支持，甘当幕后英雄。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若有一两
个知己不时地鼓励与关心，亦是心灵上的莫大动力。 如我
在艰苦创作中，挚友作家梁真鹏先生给予精神上的激励、
学生叶甲强先生予经济上的解困， 都是这部小说创作成
功的重要因素。

记者：难为李老师了。 我晓得我问了个大问题，展开
说是一篇大文章。 您说的这些，已经受益匪浅。 下面请您
简单告诉一件事，出版社在接到这部巨著样书之后，他们
给了怎样的评价？

李茂询： 经安康日报社主任编辑梁真鹏牵线搭桥介
绍， 我于 2021 年 11 月中旬将样稿邮寄给了陕西人民出
版社编审、著名作家张孔明先生，当月月底前两天，他从
微信上答复道：“此作厚重，文学艺术含量很高，您是大才
……”又用电话告诉我，他将指派古典文学硕士研究生、
资深编辑王彦龙与我具体联系，担负本部作品责任编辑。
不久又说， 这部文学巨著已被列入出版社重大图书出版
项目，以出版社的精锐力量全力应对。 同时道，出版社的
两名新锐编辑，在专家评审团会议上，对这部作品的巨大
文化价值进行了全面陈述， 因此被列入陕西省重大文化
精品项目。

2022 年 4 月 27 日，王彦龙专程来到我家，具体商讨
书稿相应事宜，并带来了出版社的书面评价，主要有以下
五点：

第一，恢宏博大的故事结构，串联起西汉三十多年间
风起云涌的中国历史， 全景式展现了张骞使节团西行历
程，体现出高超的故事驾驭能力。

第二,生动鲜活的人物塑造。小说成功塑造了以张骞、
堂邑父、秦白乐、由天际、呼日勒、周月英、杨柏、孙治瑾、
苏疾、塔丽版宓赤等为代表的一百多个生动鲜活、有血有
肉的人物形象。 尤其主人公张骞，其文武双全、深谋远虑、
宽宏大度、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等优秀品质、刻画最精。

第三，波澜起伏的情节设置。 西行途中种种险象与景
观，将这些情节处理得得心应手，恰到好处。

第四，场景还原式的细节描写。虽是一部小说,却能做
到事事“较真”，努力利用文献史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在
处理小说细节时，大到君臣朝觐、战争场面。 山川路线、小
到饮食服饰、市井百态、人物对话等，都尽可能地符合历
史背景和人物身份，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第五，典雅优美的文学语言。 作者凭借深厚的古典文
学功底，在遣词造句、语言表达方面孜孜以求，尽力追求
历史小说的古典雅致之美， 而以辞采华茂的古文篇章和
热情奔放的西域民歌,使整部小说文采斐然，回味悠长。

总之，本部小说在文体规模、框架设置、人物塑造、历
史依据、细节描写、文学价值等方面都远超同主题、同类
型小说，足以彰显作者浓郁的爱国热情，也印证了作者深
厚的文学素养。

记者：说到这里我有另外一个问题请教于您，这部作
品既然被列为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您可晓得此书
出版之后，还有什么安排。

李茂询：出版社给我送来一份《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
扶持项目任务书》，由省委宣传部、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
团及董事长李晓峰、陕西人民出版社社长赵小峰，三家联
合签品盖章。 扶持金额 10 万元，2024 年 6 月前完成以下
几项前期准备工作:电视剧项目原则上在央视各主流频道
或省卫视正式播出;电影项目原则上须在全国院线上映或
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广播剧项目原则上须在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或省级电台频道播出;戏剧项目原则上须累计演出
20 场次以上;图书项目须正式出版。 其他还制定了权利和
义务、管理程序等。

健康长寿，那是一个美丽的祝福，也是人人都不会拒

绝的向往。 一个人可以不爱财、不爱虚荣，但是不能不爱
自己、不爱亲人和知己。 不管《西域英雄传》将来是什么前
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和老伴过好晚年生活，越平静越
安宁越好。

《西域英雄传》心愿已了，剩下这点愿望该不奢侈吧？
记者：您老虽然年至耄耋，思维仍这样敏捷，记忆仍

这般清晰，实在让人惊奇和羡慕。 大家都十分敬佩您的毅
力和智慧。 不过，我还有些事弄不明白，您在小说描写中,
所有山川大河城市都是真实的,里面所写的人物是否也实
有其名？ 譬如使节队的那些队员，他们的姓名是真的还是
虚构的？ 毕竟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无史料可查。

李茂询：你问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一个在
小说创作中， 尤其在长篇历史小说中真实与虚构相关联
的大问题。 你看到了，在我这部小说中，所涉及的地点、重
大事件，全是真实的。 至于书中描写的 300 多个人物，却
是有真有“假”，凡历史留名的自然真实 ,而根据故事情节
发展需要出现的人物，则是虚名制。 虚人真写，这是小说
作者必须具备的功力，没什么奇怪。

说到使节队从峦芳洲第二次出发时的 62 人名单，虽
然史无可查，但我从一本人物通讯式的资料中，获知那些
姓名。说他们大多是虚名，我相信;说他们为真实，也许是，
读者不必苛求。

记者：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有没有虚构？
李茂询：有，而且很多。 如关于张骞的一些传说，就重

点写过。 张骞等人在匈奴的十年奴隶生活、在大宛大月氏
的外交活动场面，全是虚构。 不过，这是小说艺术创作中
常见的“真实性虚构”表现手法，这是小说作家特别考验
功力高下的地方，写得有没有现场“真实”感，全在作家的
天赋及文学素养。 而所虚构的一切，全靠每一个细节作支
撑。 细节上还要不露痕迹，出现一点点问题。

记者：一个文学素养深厚的长篇小说作家，的确是这
样。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李老师您是文弱书生
一个，可是书中出现了许多武打和战争场面，而且场场不
同，场场都扣人心弦、惊心动魄，您是怎么做到的？

李茂询：这不奇怪。 看过金庸武侠小说的读者都晓得，
金庸对武术就是个外行。 我在书中写到的青锋剑谱七十二
式，就借用了诗经中的一些诗句，然后加以想象和发挥。 为
了避免雷同，每个场面都作了精巧的设计。这一切都为了一
个目的：刻画人物。 而不是凑热闹、逗眼球、找刺激。

记者：真佩服您，写得那么真实，有的场面都让人喘
不过气来。 那我还要请问，书中所出现的皇帝诏令、与大
月氏的国书,以及张骞所颁布的命令,西域艺人的歌词，是
您的创作，还是有据可查？

李茂询：这个问题，我来打个比方。 如果到医院去问
一个临产孕妇，孩子是自己生，还是请别人生，别人当然认
为是说笑话。 我写《西域英雄传》，其实我就是那位临产孕
妇。

记者：您的回答真幽默。 请问，怎样才能读好您这部水
准很高的大部头作品？ 什么样的作品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好
作品？

李茂询：说水准很高，现在下结论还早。说到怎样读，一
百个人就有一百种读法。 这部《西城英雄传》，里面运用的文
学艺术表现手法样式较多，艺术“陷阱”比比皆是，牵涉到的
民族文化也十分丰富，生字词、典故、古文诗词也常常撞面
而见。 依我看，性情好玩一点的，估计只是看个热闹，但只要
看了，也会记住其中一些人一些事。 认真执着一点的，感受
会更丰富一些。就怕现在有人根本不看书，一天只沉醉于手
机、麻将、饭局，那就没法子说这事。 何况这是大部头小说，
浏览一遍也要几个月。

啥是真正好的小说，也不好下定义。 依我看，大家都喜
欢看、使人感动愉悦又获得艺术享受的小说，便是好小说。
如果硬要分个高下，大概有以下四个差别：白水式长篇、娱
乐性长篇、情感式长篇、经典式长篇。 具体内容，这里不便细
述。

记者：最后我想说的是，张骞使节团出使西域、开拓丝
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 您
的小说以此为主题，进行深入开掘，这对于今天弘扬历史传
统、发扬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倡导爱国教育、维护民族
团结、讲好中国故事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您老当益壮的担
当精神，实为大家的榜样。谢谢您今天如此热情地接受我的
采访， 我们期待您的小说故事早日出现在中国电视电影屏
幕之上。 希望您注意保重身体，健康每一天！

李茂询：谢谢祝愿。 也希望你们的报业兴旺发达、越办
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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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阳民歌剧《红军老祖的故事》观感

刘汉滨

殚精竭虑著鸿篇 英雄史诗赋长律
———著名作家李茂询就《西域英雄传》答记者问

记者 梁真鹏

编者按：近日，本报记者就媒体和读者一直热议的
“堪称一部为中华英雄树碑立传的史诗级鸿篇巨制”历
史小说《西域英雄传》创作出版的相关问题，向著名作
家李茂询先生进行了专题采访， 李老对所提问题进行
了诚恳而又不乏幽默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