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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徽 人 的 生 活 指 南

麦家 中国小说家、编剧，中国作协副主席

记者：《麦

家陪你读书（第

一辑）》（《我想要的

人生》《写给世间所有

的迷茫》《做简单的自己》

《一切都来得及》（四本），精选

了 44 部世界名著，每部作品的解读

大约1万字。既有海明威、马尔克斯、毛姆

等大家，也解读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巴金的

《家》，当代作家只选了哈金的《通天之路：李白传》和

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请问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麦家：作为陪人读书的一个平台，我选书的标准难

免有些个性化，虽然我会广泛征求他人的意见，但总的

来说，我的喜好占主导地位。我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但

一直在孜孜以求，方法也很简单，首先是在精品名著中

找，其次是自己读，喜欢了就推荐。无疑，名著之所以

能被经典化，是经过了历代读者检验和肯定的。从这

些大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看到命运、看到

生命的苦与乐，只有阅读这些经典著作，我们才能对自

我的生命有更多的思考和见地。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

领读这些世界性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一定是文学类作

品，像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阅读这本书，读者会对中

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有更好的理解。

记者：您说有一个计划，要用20年的时间，陪读者

读1000本名著。这个漫长的计划，是如何实施的？这

其中，有您亲自领读的作品吗？

麦家：计划很固板，就是一周一本，一年新读50

本，重读2本，20年就是1000本。我这个普通话不行，

领读是见笑了，只能做幕后工作，如选书、找人选书，有

时也拆书，更多的是找人拆书，虽然很烦琐，但也很机

械，多年下来，已自成一路，甚至有一个圈子。做之前，

这个计划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完成，但我一直在努力做，

几年下来信心倍增。我想，20年的时间够我老去，但

觉得能陪着读者在读书中慢慢老去，也是一件非常浪

漫的事情。

记者：《麦家陪你读书》已出版的四本，您看过吗？

如何评价？把公众号的文章直接辑为出版物，还是又

做了很多编辑工作？

麦家：当然看过，并且很喜欢。里面的每一篇文章

不仅我自己同事编辑过，出版社的编辑也非常职业地

进行再度编辑，同时在出版过程中我们还和出版社商

量，采用小开本，对于读者而言既能体验纸质阅读的快

乐，也便于携带。公众号文章虽然手机上阅读很方便，

但并不影响成为出版物，甚至正因为优秀，图书出版市

场才需要它，读者也需要它。我们这套书发行三万册，

销量应该是在大部分图书之上。

记者：我看到您上了综艺节目《王牌对王牌》，召集

和号召到更多的年轻人爱上书。您好像很热衷于引领

阅读这件事？在做“麦家陪你读书”的过程中，您收获

了什么？

麦家：阅读对我来说是一个终身的事情，我自己从

阅读中有收获，所以很希望让大家也从阅读中受益。

书籍是一块甘美的福地，我们永远能从中得到源源不

断的宝藏。“麦家陪你读书”这个公众号对我而言既是

一个“宠物”，又像是一个组织，一个家庭，我们以读书

之名相聚，互相温暖，一起成长。

记者：能谈谈您的枕边书吗？

麦家：这个太多太多了，不同时候有不同的“三上

书”，包括“枕上书”。我简单说说吧。1986年，我读到

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是一部没有什么情节

但充满情绪的小说，以少年口吻和日记式文字完成。

小说可以这样写！当时真是大开眼界。而我从小写日

记，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写了36本。可以说，是《麦

田里的守望者》引我走上写作的道路。它也是我那一

年的“枕边书”。后来，1993年我又邂逅博尔赫斯的

《小径分岔的花园》。它也一度是我枕边书。就是这部

作品，给我指引，让我写了《解密》以及后面一系列特情

题材的小说。然后去年，我的枕边书是《维特根斯坦

传》，最近一周我在读一个西班牙作家哈维尔·马里亚

斯的作品《如此苍白的心》——我不知它能不能成为我

的枕边书。枕边书，说到底是读出来的，在阅读中的幸

运相遇，恋爱一样的相遇。

记者：哪些书是您一读再读的？

麦家：《老人与海》并没有因为被我读过多次而减

淡对我的冲击，并没有因为故事简单而让我感到单薄，

恰恰是这种简单中呈现的那种丰富、博大，让我备感震

惊。大师就是大师，毫无疑问，《老人与海》是一部大师

的作品。《小径分岔的花园》，我认为博尔赫斯是一位英

雄的作家，他小说中对时间和空间的把握让人不得不

佩服。

记者：能否谈谈在阅读中印象深刻的事情？

麦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初一时读的曲波先生的

《林海雪原》。这是我读的第一本课外书，我是在一个

郎中亲戚家烧火的时候，意外在柴火堆发现它的。我

自己也没想到，我一下就看进去了，看得如痴如醉。郎

中看我这么喜欢这本书就送给了我，我后来才知道这

是一本小说。在读这本书以前，我想当然地认为全世

界的人都像我们村子里的人一样生活着，粗糙地生活

着，缺乏爱，甚至吃不饱穿不暖。这本书打开了我对外

面世界的认知，也接通了我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更重

要的是，它让我爱上了书，爱上了阅读，爱上了文学。

这是我一生浪漫的开始。

记者：您有怎样的阅读习惯？喜欢记笔记吗？

麦家：读书对我来说就是最日常的生活，无时无刻

不在读，得空就读，利用点滴时间读。大部分阅读不做

笔记，就是闲来读读，无甚针对和具体要求、目的，唯有

类似“三上书”才会做些笔记，因为反复阅读自然有些

心得，会记下来，也许可以写篇杂记跟人分享。

记者：令您最受益的书是什么？对您来说，写作的

魅力是什么？

麦家：我前面已经谈到的《林海雪原》《麦田里的

守望者》《小径分岔的花园》都是非常令我受益的

书。对我来说，写作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也是人生

的渡船。童年时候，因为父亲是“反革命”，我受人

歧视，被同伴抛弃，给我内心造成巨大伤害，阴影一

直难以消除，年轻时写作对我几乎是一种治疗，是

一种类似生理需要的需要；如今写作更增添了一种

文学上的追求和使命感，我想既然我有这个才能，

应该努力写出感动读者的作品，甚至代表中国的作

品，让更多的人在我的作品得到曾经像温暖过我一

样的温暖。

记者：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

三本？

麦家：第一本我可能会选梭罗的《瓦尔登湖》，梭罗

在这本书里面写到：“这世上，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离得再近也无法连成一片陆地。”如果在无人岛上读这

本书会产生不一样的共鸣。第二本我会带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是大海赋予了老人圣地亚哥不屈的决心

和耐心。我相信这本书可以让我学习如何像老人圣地

亚哥那样有决心和勇气。第三本可能会带《尤利西

斯》，很多读者评价这本书是“世界上最难读的小说”，

而且这本书很厚，我想在孤岛的环境下，有这本书的陪

伴会很充实。

据《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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