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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听完马伯庸的分享，学生
们都想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和他
交流，现场提问连连。马伯庸对
每个问题都给予了细致的解
答。

“我也很喜欢文学创作，但
我想知道，您是怎么把握文学
创作和历史之间的度的？”一个
女生问道。

“这很简单，遵循‘三明治
原则’。”马伯庸介绍道，最上面
那层是历史大事，你再喜欢诸
葛亮，最后蜀国灭亡还是事实，
不能篡改；最底下那层是每个
朝代的社会细节和规则，比如
写汉代就不能写“西红柿炒鸡
蛋”，因为西红柿明代才传入中
国；中间那层才是你可以去合
理想象的空间。

“我们都知道，历史专业的
毕业生可能就业方面不是很有
优势，您有什么好主意吗？”

马伯庸听完这个提问，笑
着说自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但分享了一段他自己的求职经
历。他是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的，
第一份工作是销售。“这工作不

好干，我一不会应酬，二还社
恐，我就跟领导协商，换到了别
的部门。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进行业余写作，每次写书都
会送领导一本。所以我老板就
知道，虽然我的业务能力不行，
但写作还行。”马伯庸说，后来，
给领导写发言稿的活儿就落在
了他的头上，领导特别满意，于
是他就成了专职“写发言稿”的
人。

这个活儿对他而言很轻
松，所以在那家公司干了很多
年。后来他发现他出书所得的
版权费已经超过工资，便辞职
成为了一个专职作家。“所以，
与其去考虑如何去求职、迎合
市场，不如想办法让自己成为
一个不可替代的人。”

马伯庸的经历让在座的学
生赞叹不已。散场后，马伯庸还
给学生签名留作纪念。

“这样解读历史的方式太
有趣了，马老师讲得很有画面
感。他分享的人生经历也给了
我很大的启发。”大三学生蔡羽
倩听完讲座后说道。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王
冬晓 通讯员 何真真）“老伴老伴我爱
你，就像老鼠爱大米……”5月26日，
宁波老年大学的课堂里传出一阵歌
声，原来是学员朱鸿声老先生正和年
轻人分享他的爱情故事，说得一时兴
起，他唱起了改编后的《老鼠爱大米》。
围坐在他身边、来自宁波财经学院的
大学生们沉浸在“祖辈爱情故事”里，
被他与老伴携手走过大半生，仍矢志
不渝的爱情所感动。

“如何让自己和身边的人，一起和
谐共生，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并且
都能获得幸福。”这是浙江省思政名
师、宁波财经学院教师姜帆组织的一
次以共建全龄美好生活为主题的长者
生命故事分享会，“长者们的人生阅历
和生命故事就是最好的教材。”

长者学员陆萍萍分享了她作为女
性如何兼顾家庭和事业的故事。“我的
人生上半场，工作第一，但是作为女
儿、妻子、母亲却留下了一份深深的愧
疚……退休后的我，回归家庭，为自己
喝彩。‘提高自己，服务社会’成为我下
半场人生的座右铭。”

陆萍萍的分享，引起了在场大学
生们共鸣。“听完陆老师的分享，我非
常感动，尤其是双方要共同承担责任
这一点，我非常认同。”来自宁波财经

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的谢婕妤同学说。
“我那个年代，农村里劳动很艰苦

的，我十六七岁这个样子，就到田里劳
动去了……后来，1969年2月份参加
中国人民解放军，到部队之后，我第一
个报名去农场，收割稻子、插秧。”谈起
过往那段艰苦的时光岁月，张定章老
人依旧满怀笑意。“那时候实际上是相
当艰苦的，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一直
要到晚上七八点钟以后才收工……”

张定章老人分享的生命故事，触
动了不少大学生。

来自人文学院的余若蕙同学感慨
道：“在张老师的人生经历中，我读到
了‘创造机会’‘坚韧不拔’，我明白了
青年人应该去创造机会，而不是等待
机会。面对困难应该迎难而上，而不是
退步不前。”

分享会后，大学生们还与老人们
一起动手制作了香薰片，祝愿老人们
的生活一路芬芳。

“以长者生命故事分享这种形式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展现
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
全龄美好生活样貌，还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
一体化建设的一次生动实践。”姜帆
说。

市场营销专业毕业 不会应酬还社恐
第一份工作却是销售……

看“文字鬼才”马伯庸
如何以爱好撬动职业

“银龄”长者分享的生命故事
是思政教育的最好教材

“我们去理解历史，不能总是把眼光放在历史上的大事上，而是要去看渗透到历

史肌理中的‘小人物’。”“与其去考虑如何求职、迎合市场，不如想办法让自己成为一

个不可替代的人。”

5月29日上午，宁波大学的师生都往同一个方向涌去。原来，“文字鬼才”马伯庸

做客宁大“做人做事做学问”名家系列讲座。他以“历史中的大与小”为题，分享了自

己看待历史的角度和职业体悟。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林桦 通讯员 李九伟

人物介绍：
马伯庸，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茅盾新人奖得主，文学代表

作有《长安的荔枝》《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风起陇西》等。今
年年初，他首次担任编剧的电视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播出。

在细节中感受古今相通的情感

讲座伊始，马伯庸在屏幕
上展现了一幅敦煌文书。“如果
我给你们说这个敦煌文书，你
们可能会睡着，但你要是看到
这文书的背后。诶？有个小人！”

马伯庸幽默风趣的语言令
学生忍俊不禁。“我们可以想
象，千年前的抄经人，肯定是抄
久了觉得太无聊了，所以便在
背后做了个涂鸦。这跟我们现
代人是不是很像？”

“还有这个，古人在抄写
《兰亭集序》时，不小心写了个
错别字，‘亭’多了个单人旁。”
马伯庸说，写错字在古代是很
难补救的，又没有涂改液，也不
能一键删除，这怎么办呢？“我
们可以看到，后面的字被他粗
鲁地涂黑了。我们依稀还能从
这个笔迹中感受到他的愤怒。
这一行为和现在也如出一辙，

码了一堆字结果没保存，依然
会让人暴躁。”

接着，马伯庸从古代普通
士兵与家人的往来竹简信中，
解读出了其中包含的对家人的
思念。“这其实就折射出了咱们
分享的主题‘历史中的大与小
’，小在哪儿？他们都是普通百
姓；大在哪儿？一个普通战士牺
牲了，对家人的影响有多大，这
就是战争时代千千万万人的缩
影。”

马伯庸说，我们可以从每
一封书信、每一块石碑上的文
字中，感受到当时人们的情绪，
体会历史的温度，与千年前的
人物产生情感共鸣。人类共通
的情感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
变化。

从微观细节切入，这便是
他看待历史的角度。

B 他从文学创作到求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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