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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里有热爱
跳出萧山看萧山

谈到萧山，俞梁波说他热爱着这片土

地，这是他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念。他的少年

时代和青年时代基本上是目睹了萧山的整

个发展过程。那时候他听到广播里说萧山进

入“中国十大财神县”，获得了很多荣誉，他

就觉得自己的家乡怎么这么厉害，所以他从

小就对萧山有一种很强烈的自豪感，或者说

是一种认同感、归属感。

他眼中的萧山是与众不同的，总体来说

是比较大气、勇敢的，有一种拼搏的精神和

百折不挠的意志力。

但如果要细分的话，那么每个地方又是

不同的，地域性格非常鲜明。他认为萧山主

要有三种文化，南片八镇的话主要是丘陵山

地文化，是比较刚毅的、果断的，从方言就能

听出来，楼塔那边大家说话嗓门都比较大，

话也比较“硬邦邦”的，外人听起来有点像吵

架，城厢这里概括来说就是都市文化，沙地

的不用说了，就是沙地文化———勤劳节约，

这和他们以前的经历有关。他说别看现在钱

塘江边那么风光，全是高楼大厦，很多年前

那就是片滩涂，那会儿潮水相当于就是个掠

夺者，不定时的会来的，一切奋斗可能就会

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因此那里的老百姓的生

活是很艰苦的。

每个人看自己家乡肯定是最好的，这个

毫无疑问，但他觉得可以跳出萧山看萧山，

即使站在这种角度来看，萧山依然是美好

的，有自己独特的韵味。

他说之前很多外地人都对萧山有一种

固有印象，就是比较“土豪”，艺术修养这方

面好像是弱一点，但是这些年来萧山也在不

停努力地追。当然对于我们的要求还是有一

段距离，但是我们总归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奔

跑。

在他心里每个地方都有独一无二的文

化因子。萧山以前是潮文化，孕育了围垦精

神，所以后来有感而发写了一本关于大围涂

的萧山本土小说，影响非常大，甚至超出他

的想象。

他说以前从来不写这类本土小说，但是

人到中年以后，他突然间觉得应该多写写家

乡了。萧山能写的题材也很多，很多人都很

好奇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围垦这个主题，俞

梁波很坚定的回答道，他觉得围垦是因，奠

定萧山后期的发展，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很多

都是围垦这个因结出的果。他的母亲也参加

过围垦，小时候给他讲过以前的一些故事。

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也问了很多人，在某种

意义上面也让他更深一步的了解了自己的

家乡。

这也让他更加真切感受到这片土地还

真不一样，特别有奋斗、拼搏的精神，这是根

植在萧山人血脉里面的一种精神。

他说：“围垦不是简单的人与自然的一

种抗争，更准确地来说应该是一种人与自然

达到和谐的渴望或者是一种追求。”所以在

他心中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但没有人

去深挖它。所以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萧山人，

他觉得自己应该把它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知

道我们萧山人是怎么样的，萧山是怎么过来

的……

笔下有激情
以偶然的姿态进入这扇门

当笔者问到什么契机让他走上了写作

这条路，他回答这个其实是很偶然的，很多

作家都不是一开始就想当作家的，都是一个

偶然因素触发了他走上了这条路。

对他来说，这个偶然还与萧山日报有

关。他记得应该是 1996年过年前后，萧山日
报举行了一次征文比赛，他看到之后就写了

一篇文章，然后就获了奖。他回忆说当时也

就半个小时左右，一篇文章就写好寄出去

了。他突然觉得写作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怎么

难，那时候也没人教，就自己开始这么写写

发发，一路摸索，后来也越来越发现这其实

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就一路走了下来。在这

条路上，马尔克斯和君特·格拉斯对他影响

颇深，特别是后者的《铁皮鼓》，阅读之后感

触很多。

俞梁波说：“一个作家，他是以某种偶然

的姿态进入了这扇门里面，他会通过他个体

的感受和个体经验，去寻找适合他的这个创

作方向也好，思路也好，成果也好。”他觉得

文学创作路上永远没有老师，真正教会你的

是生活、你眼前的现实和你身边的人。他们

让你学会去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了解

人心中的真善美，去感悟社会的这个方方面

面。

他觉得相对其他艺术创作而言，写作可

能是最辛苦的一条路。写作者需要永远保持

思考和反思，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去观察眼前

的一切，非常冷静客观的看待这个世界、这

个时代，还要拥有超前的思想去理解并阐述

这个社会，所以压力也是蛮大的。

但他依旧认为一个作家的成长过程当

中，总要去做各种各种的尝试，寻找自己的

特色。所以年轻的时候，他说自己可以称得

上激情澎拜了。那时候其实文学期刊发作品

很难，特别是对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但他

还是不停地创作，全国的文学期刊基本上都

发过作品。这一路走过来，他写过的大大小

小的作品，数字加起来也有 300万字左右
了，关注乡村、关注城市，更多的是关注普通

人的命运。以前很多人问过他，作品里面有

没有原型？他觉得每个人都是原型。他说：

“有一次印象特别深，有人给我打电话，他说

我真神奇了，某个作品写的和他的经历几乎

一模一样，其实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跟他聊过

天。”

“中国作家很多，很有可能你写的东西

跟人家是重复的，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必

须要寻找独特性，不可复制性的独特性。”俞

梁波说他作为作家，理想是这样的。

俞梁波与很多作家都是好友，他说其实

焦虑每个人都会有，不过总的来说他内心还

是比较淡定的。因为他一直在不停地破圈，

相同的题材写过了就永远不会再去碰。像

《刺刀》写了父与子之间两代人的关系，是一

种比较纯粹的乡村情结；《大围涂》写了一个

群体，一群普通人，小人物的奋斗史；《谎言》

主要表达了城市青年的茫然。

他觉得这样的创作才是有味道的。在正

确的大局观和价值观的前提下，要解放思

想，不能总待在舒适圈里，必须一些新的尝

试。否则就是毫无意义的复制粘贴，长此以

往会让一个创作者失去激情。

他表示接下来还会写两个作品，已经差

不多构思好了，但还没写完。其中一个是报

告文学，和之前的湘湖系列一样还是会着力

于萧山本地。

心中有责任
“萧山你都不了解，怎么写好
萧山？”

俞梁波说自己是生长在萧山南部的，从

小在楼塔长大，可以说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

所有的回忆都在那里，所以那边的山水、文

化是深深刻在他骨子里的，对他的影响也肯

定是一辈子的。

“现在的萧山我觉得哪里都很好，湘湖

这么美！”对此他特别有感触，因为湘湖三期

工程他作为特殊的参与者全程都在，《感动

湘湖》《情满湘湖》《圆梦湘湖》三部报告文学

中，有两部都是他写的，另一部也经过他的

修改。

作为萧山区作协主席，来找他看稿子的

人很多，他说在他这里很简单，才华是第一

位的！他不看人，只看作品。之前就有位在工

厂车间工作的工人来投稿，在看了他写的东

西后觉得非常不错，俞梁波还就专门去问

了，然后把他吸收进来了，经常让他参加活

动，因此他提升得也很快。

俞梁波也在为萧山寻找年轻力量，为他

们提供展示的平台。他也经常和他们讲，要

静下心来现在整个社会是比较浮躁的，应该

要有自己的定力。写作是单调的、枯燥的、是

寂寞的，甚至会是颗粒无收的，有时候你投

入很多，但最后收获的可能是不相等的。

他说，人们都觉得萧山这块土地很神

奇。但这是一种感觉，要找到最准确的表达

方式来表达这种神奇。这不是嘴上所说说

的，也不是几个数字就能呈现的，必须是要

用独特的人物经历来作为载体，这样的文字

才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能让大家共情。

所以说要想写好萧山，写作者对于他所

处的环境，必须要有融入感，这是需要时间

的累积的。所以他每年都要组织一批作家一

起去萧山各地采风。“为什么我每年要组织

这活动？”他说，“作为萧山人，必须要了解萧

山，因为它比较大，所以地域间的文化底蕴

是不一样的。南边的人，中部要了解，东边也

要去深入。”

笔者：您觉得萧山有种什么样的精神？

俞梁波：萧山有一种实干精神，G20峰
会的时候，萧山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可以

说是从零开始，仅仅花了一年多时间就把所

有事情都落实了。

笔者：您在萧山有没有经常去的什么地

方？

俞梁波：我就住在北塘河边，这虽然是

一条人工河，但也是一条历史承载之河，它

当年因为围垦而建的。我晚上经常去那里散

步，感觉也是蛮好的。有的时候会回到老家

去，看看楼塔的山水。有时候也会爬上山顶，

从先照寺附近看看这个城市。

笔者：除了工作，你最爱做什么事？

俞梁波：喝喝茶吧，可以缓解情绪，也是

一种独处的时光。有空的时候还喜欢看看电

影。

（来源：萧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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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梁波，1974年生，杭州萧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
全委会委员、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萧山区文联党组成员、萧山区文联副

主席、萧山区作家协会主席。出版长篇小说《一个人的路》《我们的父亲》《刺

刀》《大围涂》等，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爆炸的河》《规矩》，出版长篇报告文学

《感动湘湖》《圆梦湘湖》《荣耀与梦想》等，文化散文集《兴入湘湖三百里》。

曾获西湖文学优秀创作奖、首届西湖文学小说提名奖、2006年“浙江省青
年文学之星”奖、杭州市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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