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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高考

直击2017高考·作文

昨天下午一点半，接到钱江晚报记者的电话时，卢新华的家里

正在装修，嗡嗡嗡的声音不时漫过。他在上海，听到浙江省刚刚结

束的高考作文题目，选自他的文章时，有些惊讶。

“你问我心情？呵呵，呵呵，呵呵，就和1978年8月11日,《文

汇报》以一整版发表我的小说《伤痕》，使得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

150万份一样。”卢新华没有直说，却用了一个比喻表达心情。

今年高考作文题来自他的一篇旧文章

钱报记者专访“伤痕文学”代表人物卢新华，他的解读——

读好心灵，是人生要务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通讯员 吴荃雁

这篇高考作文如何写
写成故事也不错

卢新华认为，这是一种分享，“或许，今天

的高中生，并不完全清楚那三本书到底是什

么？但他考完后，在跟人探讨或者看到我的

原文后，一定会有启发。那么，对他今后的人

生路，就会有帮助。考进大学的人，要知道，

今后不仅要读书本，还要读自然和社会，更要

读懂自己的心灵，找准自己的定位，找到适合

自己的人生道路。”

2010年12月6日，卢新华写了一篇短文

“论三本书主义”，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副

刊。2015 年 12 月 10 日，《光明日报》又发表

了卢新华的《读三本书 走归零路——我的人

生三昧和“读书感悟”》。

“为什么会想到写那样一篇文章？这要

追溯到一个说法‘一本书主义’，是说一些作

家在一本书成名以后，就不再写了，躺在上面

吃一辈子。”于是，当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

痕》问世并引起轰动后，便也有人私下对他

说：“你可是‘一篇短篇小说主义’呀，一篇《伤

痕》，便开创了一个‘伤痕文学’流派。”

“但我的文学道路和人生是否也就此与

《伤痕》共进退，成为另一个版本的‘一本书主

义’呢？”这引起了卢新华多方面、长时间的思

考，他从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实践中归纳

和总结出了“读三本书，走归零路”。

卢新华说自己只能对他们笑笑：“它们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书籍，而是三本大书。一本

叫有字的书，一本叫无字的书，一本叫心灵的

书。当然，也可以是一本叫‘书本知识’，一

本叫‘自然与社会’，一本叫‘自己的心灵’。”

许多人乍听到这个话题，都忍不住问卢新

华：“你说的是哪三本书啊？能否开个书单？”

记者问他，这个题目，对于高考生来说，

怎么写比较好？

卢新华笑笑：“当然，照我那样写最好。”

这是玩笑话。言归正传，他认为，“我的

原文是议论文。但考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

际，写一个故事也可以；另外，将一件事情表

述清楚的记叙文，也可以。比如，城市的孩子

认不出麦苗，通过学农劳动，认识了五谷，就

是一种读无字之书，而经历了农村生活，使自

己的人生阅历、心灵感悟得到了提升，便是读

心灵之书。”

卢新华喜欢杭州，每次来都要去苏堤走

走。他还跟浙江考生分享了一首他在漫步苏

堤时候的打油诗：“瑶池秋日雾蒸腾，恍入芬

兰浴室门，挹尘最数堤柳好，西湖绝妙洗澡

盆。”在他看来，这，就是读无字之书。

“三本书”的说法
与自己的阅历有关

《伤痕》发表的时候，卢新华是复旦大学

中文系一年级学生，24 岁。往前一年，卢新

华参加高考的作文题叫《苦战》，是叶剑英的

一首诗，“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伤痕》给卢新华带来了许多的荣誉和光

环，他说，“作为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我在

写作《伤痕》不到一年后，便加入了中国作家

协会，成为第四次文代会作家代表团中最年

轻的代表⋯⋯此后，又被推举为上海市青年

联合会常委⋯⋯”

“既然确定了我是属于文学的，就要从文

学的角度来对自己的人生做整体的规划。”卢

新华开始认真思考一句古训“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以及严羽《沧浪诗话》中所论及的文学

的最高境界是“法乎自然”的观点。

“人类的思考可以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细

致，越来越缜密，人类的书籍也可以堆集成一

座座高山，但一旦没有了“自然和社会”作为

人类思考的对象，人类所有的书籍必定会成

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卢新华认为，

“自然和社会”才是那本最原初的书，而一切

“书本知识”只能是它的摹本或拷贝。

有了这样的认识，卢新华便自觉地在读

“自然和社会”上下功夫。

留意到自己的履历“工农兵学”唯独缺商，

卢新华在文汇报工作两年多以后，毅然辞去公

职下海经商。然后，又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不仅在美国蹬过三轮车，卖过废电缆，做过图

书公司英文部经理，甚至还在赌场发过牌。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遇到过很多值得我

永远感恩的人、事和物，三轮车就是其中之

一。”卢新华骑着它不仅找到了一条养活自己

的生路，同时它还成了他的一个“流动书亭”，

“我通过它开始了对美国社会的阅读。”

但更重要的是，蹬三轮车这件事，帮卢新

华真正做到了“放下”，“因为自从写了《伤痕》

以后，我身上汇聚了太多的荣誉和光环，已然

让我滋生出种种‘虚骄’之气。”

卢新华认为，在读“书本知识”、“自然和社

会”这两本有字和无字的书之外，更重要的还要

经常地、反复地、不间断地阅读“自己的心灵”。

“自然和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映像，从根本上来

讲，都是我们个人心灵这面镜子的折射。世间的

万事万物，万千变化，如果不能与我们内心的宇

宙相接，相沟通，是无法影响我们的人生的。”

因此，相较于读“书本知识”和“自然和社

会”，卢新华认为，读好“自己的心灵”当是人

生的要务。

本报讯 昨天，钱报记者采访卢新华结

束时，请他来杭州做场读书会，他欣然答应。

他希望读书会放在一所中学里进行。

卢新华，生于 1954 年，江苏人，1982 年

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78年，24岁

的他因发表《伤痕》而一举成名。

他说关于“三本书主义”的内容，他在全

国一些学校演讲过，之前也在浙江大学做过

演讲，效果非常好，这次他希望去一所中

学。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杭州公益中学校长

潘志平，潘校长正在了解今年浙江高考作文

的相关信息，一听卢新华要来，非常高兴，当

即拍板。

就定在本周六晚上，在公益中学可以容

纳 500 人的大礼堂里，请卢新华与大家一同

谈谈“三本书”里的意义。

这将是一场公益的、开放的读书会，欢迎广

大读者前来参加。

我们为钱报读者们预留了100个座位，如

您想前往聆听卢老师的人生感悟，请在钱报官

方微信号（qianjiangwanbao）的本内容活动

稿下报名参与。 本报记者 张瑾华

本报通讯员 马正心

第一时间！
卢新华做客钱报读书会
本周六晚上，听他说说“三本书”

卢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