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祯琳（177365）、刘秋丽（179506） 

访谈人物：曾沛 

访谈日期：2017 年 2 月 25 日 

访谈地点：曾沛家 

曾沛，原名曾玉英 1946 年生于吉隆坡。1968年，她开始以曾

沛为笔名投稿。她多篇的小说发表在南洋商报南洋小说栏。

其它比较定期的作品则多发表在星洲日报妇女版每月专题。

1978年，她受邀加入大马写作人协会。自从她担任理事后，

她时常与众多志同道合的文友们互相砌磋、共同推动文学活动。

曾沛出版短篇小说集有《行车岁月》、《行云万里天》、《曾沛文

集》。微型小说集有《勿让爱太沉重》、《拍案叫绝》、《原创》及《缘来是你》。

小说《行车岁月》及《人到老年》更被选译成马来文。她在 2005年获马来西亚最高元

首封赐 PJN 拿督勋衔。如今，她担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近年来，东南亚的华文微型小说的创作图景可用‘异彩纷呈’四字来形容。马来西

亚的华文微型小说创作，则有如一幅五光十色的光谱。曾沛的微型作品，正是这光谱

中的绚丽一景。” 

                                     ——古远清《曾沛微型小说的质感与美感》 

文学启蒙于悦读，初试啼声获肯定 

    71 年前，也就是 1946 年的 6 月 10 日，马华文坛里一颗翠绿的种子开始萌芽。她

便是本文的主人翁——曾沛，原名为曾玉英，出生于马来西亚吉隆玻。 

    一个作家的创作起点往往都离不开两点，第一就是喜欢看书，二是喜欢文字。曾

沛从小就热爱阅读和写作。“我所讲的“阅读”并不是你们所讲的阅读看书。我的

“阅读”是喜悦的悦。”曾沛从小就在独中就读，功课压力真的很沉重。但是，一到



                                                                                                                                                                           

放假，她就会借很多书回来看，家人都非常惊讶，害怕她会负荷不了这样阅读的方式。

但是她从不觉得这是负担，反之她很享受阅读。她喜欢在考完试后可以很轻松，不用

应付考试，随心所欲的看书。对她而言阅读是很愉快的，而且可以疏解压力。当她阅

读时，整个人就会沉醉在作品的情节当中，她很享受这种感觉。 

    从《苦儿流浪记》、《鲁宾逊飘流记》等少年小说，再到《红楼梦》、《三国演

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人物众多的小说，曾沛把书当作她的精神粮食，吸

收它的养分。她觉得书里面每句话都是作者智慧的结晶。她认为对自己受到最大影响

的书是中国古典的书籍如四大名著、儒林外史等。“我对这些书感到非常有兴趣是因

为书中的人物众多。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虽然讲的都是大家族、爱情，但对人

物的关系，出场都安排地非常好。”她看书是看文章的内容，而不是文章的作者。她

欣赏所有她认为是好的文章，尤其是有正能量的文章。因此她从来就没有特别沉迷于

某一个作家。 

    “我什么书都看，吸收养分。哪一个作家写的精神很正面，哪一个作家情节写得

好，我就欣赏。所以我就是取她们的长处。这不是说我要成为一个作家，才去取她们

的长处，而是我欣赏她们，我就去学习。这并不代表我会学习她们全部的作品，像有

的人爱张爱玲爱得要死，我不会的。我只是欣赏我自己喜欢的那一部分而已。”曾沛

认为阅读不应该只是单纯的百分百接受，还要懂得思考，要知道如何分辨好与坏，对

与错，并且自己从中学习。她读过许多的书，然而相比之下，她较为不喜欢阅读翻译

小说。因为她认为翻译的文章不能百分之百的传达作家原本所要表达的含义。 

    除了阅读，她从小也喜欢写作。从四年级开始，她的作文都是贴堂的，老师们赞

不绝口的。她认为这是因为她读的书多。在她 19 岁高三那一年，见教与学月刊主办第

二届全国短篇小说比赛，她写了人生中的第一

篇小说《病人》，并且决定投稿参赛。写这篇

小说时，她高三尚未毕业，本应该参加学生

组。然而由于截稿时，她已经毕业，于是她犹

如初生之犊般决定参加公开组。在那之后，她

才得知参赛作品除来自全马外，也包括新加

坡、婆罗洲及泰国等地区，所以她不敢怀有任

何希望。可是，成绩揭晓时，她竟出乎意料之



                                                                                                                                                                           

外地得了优异奖！这给了她莫大的鼓励。这场比赛让曾沛获得了马华文坛的肯定，也

让她决定继续写作之路。她开始正正式式地参与笔耕，并给自己起了曾沛为笔名，取

其干劲、文思充沛之意。曾沛虽然很少主动参加比赛，但是她在文学路上依然获得很

多奖项。 

多重身份少时间，创作之路遇阻碍 

    曾沛虽然也有写散文，但是她却更偏爱于小说。她认为小说就是生活，所以她热

衷于写小说。曾沛是以短篇小说为写作的开端。短篇小说的字数长则一两万字，短则

六七八千。刚开始时，她拥有充裕的时间来写短篇小说。 

    1971 年，曾沛与丈夫合资经营运输行业。1978 年，曾沛在筹组期间受邀加入马来

西亚写作人协会成为永久会员，较後担任理事副财政以及多届财政，现在更成为了作

协的会长，是作协非常活跃的一份子。1981 年，曾沛成为马华妇女组领袖，并兼任

《首都妇女》主编，积极参与带动广大妇女群思想的运动。对外，她忙拼搏于事业，

忙于参与社团，忙于政治活动；对内，她还要成为一名孝顺的好媳妇，顾家的好妻子，

尽责的好母亲。 

   “我创作路上最大的阻碍就是时间。” 多重的身份大大的压缩了她的写作时间。 

这是她写作路上的一大瓶颈，但是却没有成为她放弃文学创作的理由。当她发现问题

后，她就开始调适自己。她发现写微型小说更为适合自己，于是开始缩短自己的小说

字数。有了写短篇小说的基础功底，写微型小说难不倒她。她认为微型小说篇幅虽然

较短，但却是充满了智慧的结晶，只短短几句话就能带出大道理，一针见血。此外，

纵使时间再忙碌，曾沛依然不改她热爱阅读的习惯。她善于利用每一分空闲的时间看

书。 

    曾沛不是一名多产的作家。由于时间的限制，她只能断断续续的写作。作品虽然

不多，但是她却从未间断过。她白天忙碌，所以常常是在三更半夜趁孩子睡着后的时

间写作。她还调侃的说道古人凿壁借光，只为读书，而她却连灯也不开，就这样在黑

蒙蒙的环境下，直接把灵感跃于纸上。等到空闲之时，再抄写出来，加以整理。她还

提到以前的写作工具不如现在发达，就只有纸和笔而已，所以如果抄写过程中出现错

误，或有新的东西要添加，就必须重新抄过。所以写作是必须有毅力的。 



                                                                                                                                                                           

迄今为止，曾沛写了不少优秀的微型小说，字数约为一千五左右。2003 年，她的

小说《人到晚年》被国家语文局选译成马来文。她所写的微型小说不仅仅在马来西亚

得到认可，亦多次得到国外评论家的好评，作品也被收录在国外的文选集中。她多次

代表马来西亚参加世界微型小说研讨会，更在 2004 年被推选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

会的副会长，奠定了她的文坛地位和影响力。 

在征服了微型小说之后，曾沛还想再继续挑战。她说越简短的小说越难写。因为

要把完整的人物背景，故事情节用简短的句子表达出来，是十分困难的。而她就是喜

欢挑战困难，所以继微型小说之后，她还继续挑战了约 600 字的闪小说，甚至是更少

字数的微小说。 

内容题材多层面，灵感来源自生活 

    曾沛善于观察人性，对人的心理极为感兴趣。无论是在看书，看电视剧，亦或是

在现实世界中，她都喜欢观察人的行为举止。“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这是她常常

在思考的问题。她说人往往只会看到别人的缺点，而看不到其他人的优点。只有懂得

站在别人的立场，才可以更加了解人性。这不单单有助于她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更

使她可以将笔下的人物描写得更具体，更现实。 

    东瑞说曾沛的小说中写上班族人写的很透彻。这是因为她是生意人，因为这些人

物和她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不仅仅是上班族，曾沛的作品是涉及多层面社会的，

内容主题丰富多彩。其中包括了商业、政治、女性、老人等各式各样的题材。她经营

运输业，所以善于描写运输工人们的生活，还写了一系列运输行业的小说，大多收录

在《行车岁月》中。她活跃于马华妇女组活动，热衷于推动妇运，所以笔下出现的女

上班族和新女性都是令人敬佩的典范，如《媳妇》、《抉择》等。这些题材的灵感其

实主要都来自于她的生活。她周围的一切人与事都是她取材的大宝库。曾沛说过“生

活平淡的人写不出精彩的小说。”所以她热爱她的生活，积极投入生活中的一切事物。

所以她说她从来不缺乏题材。 

    此外，在曾沛的小说中是充满爱，充满正能量的精神。她不喜欢将故事写得凄凄

惨惨，也不喜欢将女性当作弱者。她希望她的作品是传递正能量的，但却不是以说道

的形式，而是将它埋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她喜欢阅读，吸收了不同作家的思想精华、



                                                                                                                                                                           

精神智慧，融成一体，将自己体悟的东西写出来，这就是她写作的动机。她认为写作

一定要有感悟和冲动，才会有动力写出优秀的文章。  

英国著名作家伍尔夫说过：“人生经历对小说有很大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

实。例如，康拉德如果不能当上一名水手，他最好的一部分小说就会毁灭。如果剥夺

了托尔斯泰作为一名士兵所获得的关于战争的知识，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富家公子所受

的教育给予他的各种经历，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关于人生和社会的知识，《战争与和平》

就会变得令人难以致信地疲乏无味。”所以曾沛小说的成功是与她的生活经历息息相

关的。 

巧遇伯乐得赏识，努力之作终面市 

    1987，这一年她 41 岁，这一年是她创作生涯的第 22 个年头，这一年是她文学路

上的转折点。在这之前，曾沛仅仅是将自己的作品投稿于各大报刊发表连载，从未想

过自己的作品可以出版成书。然而，一场文艺营改变了她的想法。 

    那年，大马作协主办了第二届国际文艺营。在这一场文艺营中，由于曾沛自己没

有出版书，所以就在书摊里努力的帮别人卖书。就是这个努力的身影引起了其中一位

主讲人——来自香港的东瑞先生的关注。但是当时两人并无过多的交流。回到香港后，

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东瑞先生在一个活动所送的写作人季刊上看到了曾沛的作品

《媳妇》，回忆起了那个默默为大家努力的身影。因此，两人开始有了书信的往来。 

    东瑞先生非常欣赏《媳妇》，便叫曾沛将其他作品也一并寄给他阅读。然而，当

时的曾沛未将作品集结出版，所以只是寄了一些作品的剪报给他。却不料想东瑞先生

为她的每一篇文章都附写了赏析和意见，更鼓励她将作品结集出版。同时，他还一再

给予曾沛肯定，并且承诺会尽力协助，包括写序。在东瑞先生看来觉得曾沛没有出书

很可惜。因为不出书就没有人能够评论她的作品，她就无法听取更多人的意见。 

    经过东瑞先生的肯定和鼓励后，曾沛下定决心将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于是有了

短篇小说集《行车岁月》的面世。东瑞先生也如约为这一本书写了一篇《一颗美丽的

心灵》作序，并且在序文中对书里的每一篇小说都道出了他的读后感和赏析。这篇序

也引起了中国文坛的注意，还特地为曾沛做了两次的专栏特辑。 



                                                                                                                                                                           

    在出第一本书时，发生了一些小插曲。由于内容多与商业相关，所以曾沛一度被

读者认为是男作家。直到她的第二本书《行云万里天》出版后，才发现她是女作家。

因为在她的第二本书中收录了以女性描写为主题的小说，其中对于女性的描写极为真

实细腻，所以才被发现原来曾沛是个女娇娥。 

除了东瑞先生，曾沛的小说集还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还

为她的小说集主办了推介礼。不仅如此，在她的小说中还有家人们爱的加持。在她的

第一本小说《行车岁月》中，所有的插图都是她的大儿子在阅读过她的小说后，亲手

为她画的。这也证明了她的小说文字浅白易懂，完全可以让青少年了解她所要传达的

含义。此外，她的第二本小说集虽然没有插图，但是小说的封面也是其次子所画。所

以这是充满爱的作品。 

无巧不成书，《行车岁月》和《行云万里天》两本小说集，也都以“爱”为主旋

律，深入人物内心世界把爱与人生、社会紧密联系，内容包括对生命价值不断寻觅、

拼搏、奋斗、进取的自爱；体现亲情与人情之间高尚、宽容、牺牲的爱；以及人物与

乡土之爱之间种种的矛盾和冲突。两本小说都是以“行”字为开头也是经过了作者巧

妙地安排。 

然而，对于第二本小说《行云万里天》的出版，曾沛是留有遗憾的。因为那本书

印刷时使用了品质不好的纸张，所以导致书出版不久，就出现类似于发霉的点点痕迹。

这让曾沛觉得十分的难过。 

除了上述介绍的两本短篇小说集之外，曾佩还出版了微型小说集《勿让爱太沉

重》、《缘来是你》和《拍案叫绝》。她的著作不仅仅在本地出版，就连国外出版社

也为其收集作品出版，如中国厦门鹭江出版社就出版过《曾沛文集》。还有其他虽不

是专集，但也有收录曾沛作品的文集更是多不胜数。 

 



                                                                                                                                                                           

创作路上不停歇，岁月虽老亦不弃 

    曾沛今年 71 岁，创作路上已经走了半个世纪了。问她是否想过停下来，不再费神

费脑的写作。她的回答却是异常坚定的“除非我不再有灵感，写不出东西了，否则我

会一直写下去，永不停歇。”这是一个爱好者对自己兴趣的追求，也是一个写作人对

文学的热爱。这是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岁老而改变的坚持。 

    在与曾沛交谈的过程中，她多次提到了王蒙。王蒙是中国著名作家，今年 82 岁。

他年龄虽大，却还在坚持写作，并且在 2015年时以 80岁的高龄首次获得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是《这边风景》。这种坚持的态度让曾沛十分佩服，同时也将他视为学习对

象。 

    如今的曾沛不再需要为事业拼搏，儿女也已经长大，所以多出了许多的时间可以

悠闲的写作阅读。从前在晚上摸黑创作的习惯，如今也已经调整到早上了。她觉得晚

上写作，会越写越想写，写到很夜。脑细胞过于活跃还会导致失眠的现象，对身体健

康影响很大。所以后来改为一有灵感就早上写作。写完才吃早餐，做运动。偶尔有空

的时候再写。晚上的时间就用来看电视，让大脑休息，不用一直思考。“我的写作方

式和我的生活作息是息息相关的。我喜欢一气呵成，一次过将小说写出来。”这也是

为什么她喜欢写微型小说的原因。 

    在曾沛年轻时，一直有个梦想，希望写一篇长篇小说。由于忙碌生活，所以使她

无法达到这个梦想。于是，她将这个梦想定在她退休后实行。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

她发现到自己更喜欢挑战以简短的方式写小说，以短短的句子表达一个完整的故事，

并在故事中埋藏大道理让她觉得更有成就感。她提到写长篇小说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构

思人物背景，人物性格，故事环境，故事细节等问题，非常伤神，所以目前并没有安

排在她的计划之内。她说这或许就是她创作生涯中唯一的遗憾，因为她什么形式的小

说都写过，就是唯独缺少了长篇小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曾沛也希望有一本自传记录自己的人生故事。这也是她目前正

在进行着的计划。除了偶尔有灵感时候写作，她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整理着自己的

自传。曾沛的散文也写得很好，但是却没有出过散文集。所以她的自传是以散文篇章

的方式记录着自己人生的一个个阶段。自传中所收录的散文篇章，如《不一样的童

年》、《我回来了》、《三星伴月》、《合家欢》、《情牵吉隆坡》、《吾家子女》、



                                                                                                                                                                           

《吾爱吾家》、《活出精彩人生》、《作家的家》、《我的文学路》等散文都是关于

她的生活点滴的。此外，在这本自传中还将收录一些她的代表性言论和采访，以及一

些解读曾沛的评论性文章，如白舒荣的《生活的万花筒艺术的百草园》等。她打算让

这本自传以电子书的形式发表，让喜欢她作品的读者可以更加了解她生活经历。 

    整理完自传后，曾沛还希望自己可以再出一本小说集。她想要把自己所写的短篇

小说，微型小说和闪小说结集成书，让想了解小说的新人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各式各

样小说的特点。然而，闪小说的篇幅过短，只能写出小说的特点，难以描写详细，只

能靠自己发现，所以不确定有没有作用，有没有出版的必要。不仅如此，她还希望可

以整理出历年来各大评论家对她作品的赏析。因为她说通过别人的评论和赏析可以更

加了解自己作品的优缺点，甚至乎会发现别人眼中自己从未发现的观点。 

推动文学不留力，成功不忘提后辈 

    除了创作，曾沛在推动文学的工作上也是不遗余力地。她认为推动文学比创作更

为重要。71 岁高龄的她已经从事业和政治的漩涡中抽身而退了，唯有文坛让她至今留

恋不放。年龄无法阻挡她渴望为文学付出的心。即使岁月一日日老去，她也依然活跃

于马华作家协会，依然积极投入推动马华文学的活动。 

    马华文学是华人在这片土地立足的见证。马来西亚至今保留 12 年完整的华文教育

体系，在文学接轨方面从未出现过断层的现象。这是其他东南亚国家没有做到的。所

以她对马华文学的发展非常引以为傲。 

    曾沛在作协成立之初便加入作协，是作协的第一批元老级会员，至今已有 39 年。

她对作协有很深的感情。在她的一篇散文《作家的家》就提到了她认为作协是写作人

的家，如今她是作协的会长，是这个家庭的大家长。她爱这个大家庭，自然就对这个

大家庭有义务和期许。在作协中有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例如老一派的有年红，马仑等；

中级的有李忆莙、陈政欣等；年轻一派则有周锦聪、吕育陶、刘育龙、黄建华、吴鑫

霖等。 

    “我们老中青之间没有勾心斗角、没有代沟，因为对组织有共同的使命与期许。”

他们对组织共同的使命就是推动马华文学。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办了许多的活动。

例如海鸥文学奖。海鸥文学奖是给年轻的人参加的比赛，至今已办过七届的海鸥文学

奖，而且他们还发掘了很多年轻的写作人。“我们就鼓励他们创作、投稿、帮他们出



                                                                                                                                                                           

版合集。每一届得奖的作家，我们都会把他们留下来，后来就慢慢地担任作协的理事。

所以现在作协里有很多年轻人。”这也是希望作协可以一代传一代，无间断的传承下

去。 

不仅如此，最近作协还把海鸥文学奖改成海鸥青年文学奖。因为之前的海鸥文学

奖没有特定的年龄限制，很多作家都可以参赛，所以年轻一辈的作家就很难被发掘。

“海鸥文学奖”的转型主要是为了选出更多青年作家，以达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今年

是第一年举行海鸥年轻文学奖。曾沛希望年轻人能够借此平台发挥文学创作，促进马

华文学的发展，并提升文化的素养。 

首届海鸥青年文学奖：陈凯希（中）在

黄建华（左三）及曾沛（右三）的陪同

下，颁发特别奖座及奖金给予小说组得

奖者，分别是王修捷（右起）、黄玮霜

及谢明成（左二）；左一为曾翎龙。 

 

除了海鸥青年文学奖之外，她还开办第二届深耕文学创作课程。此课程要旨在于

培养培育文坛新秀及文学爱好者。课程类别分为诗歌组、散文组及小说组，总共有十

堂。第二届深耕文学创作课程深受大家的欢迎，反应很热烈。曾沛指出，不是每个人

都有创作的天赋，但后天的努力相当重要。她勉励年轻人多深思、多创作、为生活注

入热情，以写出更突破性的文章。曾沛也说到“我们不是栽培人才，我们是给他们机

会。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她希望年轻人可以更加积极投入创作之路，所以开辟了很

多的道路让年轻人前进。 

左图为第二届深耕文学创作课程的主

办单位代表、导师、嘉宾与学员大合

照。前排左起是潘碧华、柯金德、何

国忠、曾沛、吕育陶和游俊豪。第二

排左四起是方路、杨嘉仁、方肯、刘

育龙、蔡晓玲和郑庭河。（图：星洲

日报） 



                                                                                                                                                                           

“我从不是会长到做了第二任会长，我会这么热烈继续地做下去，因为我觉得这

件事情很有意义。而且在和这么多作家相处在一起，就会互相激励。文学创作是个人

的事，推动文学是大家的事。”她认为如果没有人去办文学活动、文学讲座，文学就

不存在了。所以作为会长，她要担负起这个责任。 

 

 

 

 

 

 

 

    最后，很感谢曾沛女士接受我们的采访，让我们受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