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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聂茂，原名陈庆云，湖南祁东人。曾在鲁迅文学院、复旦大学、湘潭大学和新西兰 Ｔｈ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ｉｋａｔｏ深造，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奖评委，国
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湖南作家协会理事，湖南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已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

３００余万字。曾获《人民文学》创刊４５周年优秀散文奖、全国报纸副刊金奖和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等，湖南省
人民政府记功一次。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散文集《心灵的暗香》、诗集《因为爱你而光荣》、长篇小说《情泊

奥克兰》、报告文学《伤村———中国留守儿童忧思录》、文学评论《民族寓言的张力》、译著《世界上最伟大的

推销员续集》《十羊皮卷》和《激励圣经》（台湾出版）等３０余部。作为文学湘军实力派作家之一，聂茂出道
早，时间跨度大，他的作品厚重、质朴、大气，既有诗人的才情，又有学者的理性。他先后涉猎散文、诗歌、报

告文学和学术评论，并都取得不俗的成绩。《聂茂研究专辑》除发表聂茂本人答凤凰卫视记者陈开先生的

提问外，还约请了慕容怡嘉、孟泽、陈梦、章罗生四位学者，通过《全球化语境下的身份认同与现代性追寻》

《故乡：一种基本的话语立场》《文学场域中的生命历程与精神表达》和《都市漂泊者的心灵之歌》四个维

度，对聂茂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进行深入细致的阐释，以期真实、客观、全面地呈现聂茂书写的特色与创

作实绩。

文学是一场马拉松大赛 

———答凤凰卫视记者陈开先生问

聂　茂

（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从农村孩子到大学教授，文学不仅改变了聂茂的命运，也成就了他的事业。作为一个全能型的作家，聂茂对各种文
学门类的创作都进行尝试，虽然分散了一些精力，但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他看来，文学就是一场马拉松大赛，大赛的终

点也许就是生命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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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７月，凤凰卫视资深记者陈开等人先后

两次专程来到长沙我的家里，就我的报告文学《伤

村》及留守儿童问题对我进行长时间采访。２０１２

年８月下旬，这组报道分５次在凤凰卫视节目中连

续播出。９月１日，新学期开学的头一天，凤凰卫视

又特地播出了半个小时以本人作为特邀嘉宾的专

题片《离离原上草———中国留守儿童现状调查》。

２０１３年４月９日，在第４９届芝加哥国际电视电影

节上，该片获得“公共事物、新闻视频类”银奖。下

面这些问答，就是那次采访之余，陈开先生就本人

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成就进行的一次对话。

问：从农村孩子到大学教授，文学不仅改变了

你的命运，也成就了你的事业。而且，你是全能型

的作家，各种文学门类的创作你都尝试了，虽然分

散了一些精力，但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是殊为

难得的。相对而言，你的散文创作，成就是最大的。

请你谈谈这方面的代表作及其影响，好吗？

答：的确，我应该感谢文学。我的写作时间跨

度大，创作领域比较宽。如你所说，我的散文创作

影响相对大一些。早期代表作有《九重水稻》，这篇

作品发表在１９９１年２期《人民文学》散文头条，被

１９９１年６期《散文选刊》头条转载，《人民文学１９４９

－１９９２散文选萃》和《１９９１年散文年鉴》也是头题

转载。与此相关的一篇散文是《保卫水稻》，这篇作

品发表于１９９２年２期《人民文学》散文头条，同样

被１９９２年９期《散文选刊》和《散文选刊十年选萃》

等头条或头题转载。１９９４年１０月，《九重水稻》荣

获《人民文学》创刊４５周年（１９４９－１９９４）优秀散

文大奖，本人赴人民大会堂领奖，从刘白羽先生手

中接过奖牌和奖金。该刊从创刊４５年来发表的散

文作品中选出十篇最有影响的散文，第一篇作者是

冰心，第二、第三篇作者分别是周涛和本人。当晚

央视新闻联播对颁奖大会作了报道。文学评论家

朱日复则在《文艺报》上撰文，认为我“创作了水稻

的新意境，拓展了散文的艺术空间”。羊春秋认为

我的散文写出了“厚土、至爱和苍凉之天”的沉重与

博大，谭桂林、李阳春和章罗生等人也从不同的角

度对本人的乡村散文进行了深入分析。而２００７年

１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的《心灵的暗香》则可

以视为我在文化散文创作方面的代表作，２００７年８

月２１日《文艺报》发表了杨光华对该书的长篇评论

《倾听大师的心声》；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８日《文艺报》发

表彭学明文章《万物花开———２００８年散文扫描》，

也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问：曾读过你一些诗歌作品，认为你把西方诗

歌高度密集的意象群与中国传统诗歌（如唐诗宋词

等）优美的意境较好地结合起来，是真正优秀的现

代诗歌。能否谈谈你这方面的成就？

答：应该说，我的文学梦最早是从诗歌开始的。

１９９０年就出版了诗集《玻璃房子》，后来又出版了

诗集《因为爱你而光荣》。诗歌作品有些影响的主

要有：大型组诗《九歌》，这首诗歌发表在１９９１年３

期《人民文学》诗歌头条；另一首长诗《英雄挽歌》，

我比较喜欢，也发表在１９９８年１１期《人民文学》的

诗歌头条。一些诗坛前辈对我厚爱有加。谢璞老

先生评论我是“敢于为文学献身的时代歌手”，彭燕

郊老师则把我比喻成“文艺蓝天下的苍劲雄鹰”，并

在１９９７年９期《诗刊》上发表长篇评论文章，认为

我的诗歌创作特点是“真挚吟唱”，其艺术张力来自

内心的“宁静明朗”。１９９７年３月湖南文艺台推出

一个半小时“诗人聂茂与读者对话”专题节目，１９９８

年１２月湖南卫视台推出半个小时本人与另外两位

作家的专题节目，聚焦我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

创作，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湘潭大学中文系学生

黄应红撰写的毕业论文《聂茂论》被该校评为“优

秀毕业论文”。

问：你做过５年的记者工作，因此，对于你创作

报告文学，我一点都不奇怪。你早年跟随公安人员

一起，在浙江、福建一带“打拐”的那些经历，如果写

成报告文学，一定非常出色。遗憾的是，你只是在

所供职的报纸上进行过近一个月的连载，连载后虽

然反响强烈，却也没有扩充出书。让我惊讶的是，

从国外归来、进入高校后，你居然写出了国内第一

部关于留守儿童的调查报告，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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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　茂：文学是一场马拉松大赛———答凤凰卫视记者陈开先生问

你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部书的？请你谈谈报告

文学方面的成就吧。

答：的确，当年“打拐”的那些经历，非常独特，

永远难忘。现在看到“拐骗妇女儿童”现象仍然十

分猖獗，我感到愤怒和痛苦。作为一个农家子弟，

农村的发展变化一直是我的关注重点。农村留守

儿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产物，是现代

化进程中的受害者，却同时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

军。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生存

状况究竟如何，是直接激发我进行将近两年大面积

调查的主因，也是报告文学《伤村———中国农村留

守儿童忧思录》创作的动力所在。２００８年４月，该

书一出版即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青年报》记

者李斌在２００８年６月３日以《留守之痛》为题，用

一个整版的篇幅对我进行了专访。《读者》杂志

２００８年１４期转载《伤村》第八章第一节《令人哀伤

的蝶之舞》，第１８期再次选载该书章节———作为中

国发行量最大的期刊，能够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进

行选载同一本图书，这是第一次。天津《今晚报》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８日对该书进行了一个月的连载；宁

夏青年报和上海《文汇报》也选登了该书部分章节。

《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２日以整版文字，配以

《伤村》封面图片，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人民日

报》《中华读书报》和《文艺报》等也相继发表与该

书相关的书讯或书评。而美国 ＣＮＮ和《华盛顿邮

报》，英国ＢＢＣ以及法国、德国等国外主流媒体也

都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除凤凰卫视外，湖南卫

视、长沙政法频道和江西卫视等电视媒体制作了本

人参与的的专题节目。一部书能够引起这么大、这

么久的反响，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外。

问：我知道你也写过许多小说，在上个世纪八

十、九十年代也发表过不少作品，但几乎没有什么

反响。你能谈谈小说创作方面的困惑吗？

答：我承认，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经历过

一段时间的诗歌写作后，我突然疯狂地投入到小说

创作中。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发现靠诗歌成名非常

难，即便成名，诗歌的发表园地少，稿费低，令人难

以承受寂寞之痛。更为重要的是，文坛上许多大家

都是先写诗歌，再写小说，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如

王蒙、张贤亮和贾平凹等人莫不如此。小说篇幅

大，发表刊物多，稿费高，转载的刊物也多，而且还

有改编成剧本、拍成电影的种种诱惑。但遗憾的

是，虽然写了不少小说，也发表过不少作品，但有影

响的几乎没有，这也让我很困域，也许机会还没有

来吧。你知道，一篇作品能否引起社会反响，与发

表的时间节点，读者的文化心理和社会背景有关。

如卢新华的《伤痕》，其艺术成就并不高，但发表得

适逢其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类似的现象在中外

文学史上比比皆是。让我略感欣慰的是，我的短篇

小说《雪鹤》选入过１９９１年９期的《小说月报》；中

篇小说《永远的痛》在１９９８年３期《长江文艺》）上

发表后，也有一点点反响。在新西兰读书时，还推

出了长篇小说《情泊奥克兰》（２００３年北京农村读

物出版社）。澳洲墨尔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谢颖淳

认为作为小说家的我常常游走于“乡村边缘人或都

市漂泊者”之间。而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刘起林认为

我的小说创作影响不如散文和诗歌影响大的原因

是“经历独特，四面开花，专注度不够，亮点受损”，

可谓十分中肯。

问：进入高校后，你别无选择地进入到文学评

论的大军中。从文学创作到文学评论，你认为自己

的转型是成功的吗？在文学评论方面，你有哪些引

以为豪的作品？

答：严格地说，我在国外读博士时，就已经参与

到文学评论的写作中来。许多文学大家如艾略特、

希梅内斯和国内的南帆、格非和刘恪等人同时也是

评论大家。对文学评论我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９０

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求学时，就已经在《美育》

（后改名《真善美》）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学和美学

方面的评论文章，还在上海的《书讯报》上开辟专

栏，写些书评，赚点生活小费。因此，从国外归来进

入高校，成为文学评论大军中的一员是我的必然选

择，对文学湘军的评论是我的首选目标。《文艺报》

曾经用整版篇幅刊过我的长篇评论《文学湘军的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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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和《人民诗歌的审美维度》等。但要说到引

以为豪的作品，实在羞于谈及。稍为满意的只有

《新时期文学的灵魂拷问》（载《文艺报》２００６年１０

月２８日，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２００７年１期全

文转载）和长达三万余字的《走向世界的中国新时

期文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６期）。前

者认为新时期文学存在灵魂缺失的毛病，后者从文

化想象的全球化背景出发，通过对第三世界文学和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时代语境分析认为，中国新时期

文学对第一世界文化霸权形成了冲击，不仅扩展了

杰逊姆的民族寓言说，而且丰富了西方话语体系。

而文学评论专著《民族寓言的张力———全球化语境

下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还原性解读》（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删改而成。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慕容怡嘉先生认为该书的突出

贡献是作者从身份认同和现代性追寻中找到了中

国文学的阀门，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代表性作家及其

作品从历时的深度、共时的广度和人文的厚度上作

出了令人信服的的阐释。著名学者姚朝文以《新理

性精神与文化诗性批判》（《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０６年

６期）为题，对《民族寓言的张力》进行述评，并把该

书的主要观点与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徐岱和杨

守森等学界名流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２００５年９

月８日《文艺报》头条以《呼唤一种“大学术”———

记聂茂教授》为题，对本人在跨学科领域里的学术

成就进行了长篇评述，让我感动而惭愧。

问：在教学之余，你目前进行的工作主要有哪

些？下一步，你在文学创作或文学评论方面有些什

么打算？

答：教书是我的本职工作，是“良心活儿”，因

此，我要带好自己的学生，帮助他们写好学位论文，

顺利毕业。同时上好课，对得起学生的信任，对得

起自己的这份薪水。教学之余，我的工作并不轻

松。目前正在撰写网络文学专著《名作家博客一

百》和湖南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湘军点将》

的结题工作。同时还有中国作家协会的重点项目

《王船山大传》，湖南文艺评论家协会重大招标项目

《文学场域中的民族书写———江华瑶族作家群研

究》，湖南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７０后作家的

文学经验与精神表达———以湘军五少将为例》，以

及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湖湘文化视域下湖南官场

作家群研究》。当然还有几篇文学评论要写，这些

不得不做的工作，将会消耗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

力。谈到下一步打算，我想主要还是继续从事中国

现当代文学、传播学和文化产业等方面的研究工

作，当然也会在适当时候，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目

前已积累了不少第一手资料，相信自己在小说创作

上也会有厚积薄发的这一天。我坚信，文学是一场

马拉松赛。正因为此，我现在的心情比较平和，既

不会为一些作家的突然窜红而嫉妒，也不会为自己

一时拿不出满意的作品而懊恼，每天笑一笑，每天

写一点，每天跑几步，大赛的终点也许就是生命的

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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