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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孟庆军 逄春阶
杨国胜 兰传斌 报道

本报高密10月11日讯 11日晚7点多，在莫言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后，高密市的街巷
上响起了欢庆的鞭炮声。晚9点，莫言在一种喜庆
的气氛中，在记者的簇拥之下把气氛烘托到高潮。

面对记者“今天您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出来
回应”的追问，莫言说：“我要跳出来就成了滑稽剧
了，网上有挺我的，也有批评我的，围绕这个问题
的争论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面对苦寻了一天甚至几天的记者，莫言一如
既往的平静。他说，“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
在吃饭。以前基本上没想到过，可能性太小。刚听
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点吃惊，因为全世界有这么
多优秀的伟大的作家，都在排着队等候，要轮到我
这么一个相对年轻的，可能性很小。”

相对于记者对莫言的等待，中国人对于诺贝
尔奖的等待时间更为久长，也更为急切。莫言表
示，“能够荣获这个大奖，对我个人是个巨大的鞭
策。”但他同时强调，“诺贝尔文学奖是重要的奖
项，但并不是最高的奖项”，自己要“尽快从热闹喧
嚣中解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

此时，莫言获“诺奖”的消息已铺天盖地，记
者、专家、作家，乃至出租司机或者小商小贩，都把
这事挂在嘴边。对于这个奖项对自己的影响，莫言
幽默地说：“对我个人的影响，是这段时间要接待
记者”。

莫言从高密东北乡走出去，却在这片土地上
打下一眼井，最终通向大海，并且赢得了世界的认
可。莫言表示，“我的故乡和我的创作是密切相关
的，高密独特的民俗文化浸染了我，也决定了我的
创作视野和背景。”

诺贝尔文学奖对莫言的颁奖词说，莫言“将魔
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
一起”。对此，莫言表示：“可能是我的作品的文学
素质打动了评委。这是一个文学奖，授予的理由就
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
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
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
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
人，超越了地区种族的界限。”

在回答“这么多作品中最喜欢哪一部”时，莫
言巧妙地说：“一个母亲不能说最喜欢哪一个孩
子，说最喜欢老大，老二会不高兴，说喜欢老二，老
三又不高兴。”

说起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热门人物日本
作家村上春树，莫言谦虚地说：“他创造了独特的
文学，他的作品非常优秀，完全具备获奖资格。”

大众日报记者现场拿出了1988年刊有莫言代
表作《天堂蒜薹之歌》的老杂志，莫言甚是感慨。

谈到文学的批判性问题，莫言表示：“一个作
家应该立足写作，立足写人，应该包含了各种各样
的社会问题。因此，他的描写自然带有批判性，真
善美也要歌颂，批判也是个重要的功能。”

最后，莫言通过记者向大众日报的读者问好。

莫言：会尽快从喧嚣中解脱出来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杨国胜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
长、著名作家柳建伟12日凌晨接受记者电话采
访，身在栖霞的他兴奋地说：我太高兴了，14
年前我就写出第一篇文章预言莫言和阿来是离
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作家。莫言的《檀香刑》
发表后我又写了《永不垂朽的声音》，我说莫
言必然要获诺奖，现在不给他得，是评委会的
问题，不是莫言的问题。后来他又写了《蛙》、
《生死疲劳》，那就更应该得了。他要是不得的
话，也就和大文豪托尔斯泰、卡夫卡、乔伊斯
一样，成为文学界的遗憾。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一点意外都没有，今年
跟他竞争的和去年跟他竞争的都不如他优秀，
他是实至名归，我是去年茅盾文学奖的评委，

我和许多评委坚决的支持莫言的《蛙》得奖。
《蛙》中透露出的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是一个
伟大作家所必备的。

莫言去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说明国内文学
界对莫言的评价，和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
际对他的评价是一致的。去年中国作协换届，
莫言高票当选副主席，说明国内文学界对莫言
是高度认可的。

莫言靠什么得奖，国内三条，国际三条。
我认为，国内：1，国内他的文学成就是最

优秀的，2，莫言的艺术才华在同时代的作家当
中是卓尔不群的，别的跟他相提并论的人不
多。3，莫言对中篇、长篇、短篇三个体裁都驾
轻就熟。短篇当中的《枯河》、《白沟秋千
架》，中篇《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长篇
《檀香刑》、《丰乳肥臀》都是上乘佳作。

国际：1，上世纪80年代小说改编成的电影

《红高粱》，获得西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这是
中国作家真正走向世界的标志。2，莫言是1985
年、1986年寻根文学的主将，他的革命性在后
来的两年被余华、格非、孙甘露等先锋文学所
暂时掩盖，但江南的这几个才子革命性到1992
年之后就妥协了，唯独莫言把这种革命性坚持
下来，坚持地非常彻底。西方认为20世纪的小
说在描述技术的革命性莫言成为一面旗帜。3，
三部长篇《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生死疲
劳》是具有超越意义的。

我上个月参加一个作家代表团去北欧等地
已经知道莫言的影响力，比如他的《生死疲
劳》写的是中国人的故事，但是其哲学基础是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西方的同行认为写这样题
材的作家，要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文
学的耻辱。

（本报高密10月12日电）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杨国胜

10月11日晚11点，本报记者专访了著名评论
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杨守森教授。杨教
授长期关注莫言的创作，他说：“听到莫言获奖的
消息很高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意料之中
的事。他能获奖，只不过是哪一年的问题。我表示
衷心祝贺。”

杨守森说，莫言确实是中国新时期文坛出现
的奇才、怪才，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二十岁以前
是在高密东北乡的坷垃缝里度过的，骨子里是个
农民，在部队生活中接受的大多也是正统文化的
熏染，但在作品中，却表现了敏锐的现代文化哲
学视角和鲜明的现代派文学风采。

杨守森说，莫言坚实地立足高密大地，以
自己一个农民之子对故乡风土人情、文化神髓

得天独厚的深切体验，吸吮着故乡大地的雨露
精华，孕育着自己手中的艺术花朵，为了显示
与故乡大地的血肉关系，他甚至径直采用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确有其地“高密东北乡”
这样一个真实的地理称谓；他径直将发生于故
乡大地的真人真事糅进了自己的伤口之中。也
许正因如此，有人将莫言视为普通意义的以开
掘地域文化为己任的“寻根”作家，甚至断言
莫言骨子里仍是个农民，始终没有摆脱狭隘农
民意识的束缚。在我看来，这些见解是有悖于
莫言的创作实际的。

“事实上，莫言虽然立足于高密，但他决没有
局限于高密的地理空间：他虽然执着于故乡的土
地，但他决没有囿于封闭的农民意识，而是力图
以现代文明为尺度，小心翼翼地挑选和改装有关
的民俗材料。”杨守森说。

杨守森认为，莫言对高密大地的艺术再造还

表现在，他笔下的神秘色彩，已不再是这片土地
上固有的原始形态的、不可理喻的灵物崇拜与民
俗信仰了，更不是一种夸张的、拟人之类的普通
意义上的表现手法，而是浸透着莫言从宏阔的现
代文化视野出发，对人性、人的历史、人的价值以
及人生本体之迷的深思与探索。

作为莫言的好朋友，杨守森说，莫言本人
看上去不苟言笑，很内向，细眯的眼睛中透露
出孤傲不羁的神态。实际上很豪爽，膀阔腰
圆，能喝酒，不过现在不喝了，算得上一条壮
实的高密汉子。见过他本人之后，他更会叫人
疑虑：他作品中那些奇异多姿的感觉，尤其是
那些女性般纤细入微的感觉，果真是出自这样
一位壮汉之手吗？

杨守森最后说，莫言没有辜负红高梁大地的
深情。高密应该以莫言而自豪。

（本报高密10月11日电）

10月11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摄影记者拍摄莫言小说《檀香刑》德文版。当日，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诺贝尔文学奖，正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
法兰克福书展上掀起一股莫言热，所有有莫言作品的展台都被记者和观众挤得满满的。 □新华社发

●法兰克福书展掀起莫言热

高密东北乡土坷垃里走出来的奇才
——— 杨守森教授点评莫言

柳建伟：14年前预测莫言获“诺奖”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10月11日晚7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高密像过节，我们在市区听到了鞭炮声。我们都
在寻找，莫言在哪里？

这几天，一直有个期待，期待着奇迹产生。
多年不激动，像高考等分数；众友来短信，莫言
能获吗？在高密，在莫言的故乡，大家都没数。

但我们觉得莫言到了收获的季节。可莫言
在哪里呢？在高密市区，在高密的大栏乡，还是
在北京？

10月11日上午，忐忑着从济南出发，我们要
去的是莫言的家乡高密。

好多朋友觉得，采访莫言获诺贝尔奖，很不
靠谱。有个作家说，莫言连百分之一的可能都没
有。连我的家人都笑话我。说实话，我也越来越
没信心，我都一度想打消去高密的念头。

我带着1988年1月的《十月》杂志，上面有莫
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我还带着莫言的随笔《会
唱歌的墙》、《小说的气味》。当然，还有他的一系
列的小说。一大兜子“莫言”。

下午3点，我们到了莫言的故乡，来到他出
生的土屋前，来自境内外的报社、电台、电视台、
网站各媒体地方记者都已经占住了位置在采
访，一帮子年轻人围着一位老者，他是莫言的二
哥，一个老实巴交的乡镇退休公务员，面对突如
其来的阵势，显然不适应，但他知道诺贝尔奖，
他的眉宇间，也显出一种莫名的激动，“我弟弟
是个很调皮的人……有一年，我的表叔在老屋
上挂了一杆枪，我弟弟觉得很好玩，一扣扳机，
打掉了老屋的一块砖……”莫言二哥的右肩上
有个小爬虫，一直伏在那里，像在倾听。

莫言老房子前面的杨树林刷拉刷拉响。莫
言的二哥看了看前面，说莫言喜欢树，喜欢村里
人的故事：“我弟弟写小说，在《红高粱》中，把我
们村一个叫王文义的写进去了。王文义参加抗
日战争打鬼子，枪一响，他就喊：我的头没了，我
的头没了。司令官大骂，没有头怎么还会说话？
后来我弟弟就把王文义写到小说里去了。把他
写成了烈士。《红高粱》电影在俺村一放，王文义
找到我弟弟，问，是你把我写到电影里去了？你
把我写死了。我弟弟说，这是小说，不是你。老家
人都原谅了他，他的好多东西，都是取材于老
家。咱不会写小说。他说写上村里人的名字，就
有感觉，就想起一连串的事。”

方言金在翻弄自己刚剥下的玉米粒，他今
年66岁，是莫言奶奶的干儿子。莫言的奶奶是接
生婆，接生下方言金，觉得这孩子跟她有缘分，
就让他给自己当了个干儿子。自然的，莫言的父
亲与方言金成了干兄弟。我问，你知道莫言吗？
花白头发的方言金说：他姓管，不姓莫。小时候，
不大爱说话。常见，后来当兵了，出息了。你们坐
着小卧车来看他了，听说他在北京。他爹俺天天
见，九十一了。俺兄弟俩很好。我们问，知道莫言
要获诺贝尔文学奖吗？方言金说：俺不知道。

下午4点，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好多的
文友突然来电话了，密集程度让我觉得是拜大
年。此前没有。我们打电话给莫言的好多在高
密的好朋友，统统关机。莫言获奖的消息越来
越神秘。

记者们从莫言的老家，回到市区，开始等
待。5点半，6点，6点半，6点40分、50分……大家
都在期待着。当莫言获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所
有的记者都起来了，为莫言欢呼！

莫言的发小、著名的“高密结巴”、密水街道
退休干部王玉清说：“今晚，不——— 用睡了，
天——— 才的莫言，勤——— 奋的莫言，世——— 界的
莫言。”

莫言在哪里？都找不到莫言，有个人说，读
作品吧，莫言在他的小说里，在他的文学世界
里。

刚刚拿起他的书，要读，见到莫言来了，在
晚上的9时许，微笑着。记者问什么，他答什么。

（本报高密10月11日电）

莫言在哪里

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瑞典
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中国作家莫
言。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头条位置
报道了这则消息，报道说，在过
去十年，莫言是被出版商所偏爱
的三个作家之一，用来打破批评
家所指出的诺贝尔文学奖被欧洲
作家所垄断的局面。

报道说，中国作家莫言获奖是
为期一周的诺贝尔颁奖的文化高
点。自1901年以来，共有104人荣
获诺贝尔文学奖，去年获奖者是瑞
典 诗 人 托 马 斯·特 兰 斯 特 勒 默
(Tomas Transtromer)。瑞典学院去
年称，他创作的15部诗集，通过
“凝练、透彻的意向，为我们提供

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
这个奖项值800万瑞典克朗，

约合120万美元。报道引述评审委
员会的说法，“莫言将魔幻主义与
民俗小说，历史与现代完美融合。”

报道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Haruki Murakami)也被出版商看作
是最有可能性得奖的作家，但是评
审委员会为奖项本身的不可预知而
感到骄傲，评审意见五十年间都成
功保密。

该报道采访了青年作家蒋方
舟，她感到“挺兴奋的”。她说：
“从文学修养上，文学作品上，
莫言老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肯定
是够的。”

蒋方舟说：“我一直看他的东

西，觉得很好，他的文学水平肯
定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
现在的中国作家里，我也想象不
出有第二个更配这个奖项的人
了。祝贺他。”

作家孙甘露表示，自己这两年
和莫言经常碰到，也曾经开玩笑地
和他说起过诺贝尔得奖的事情。他
说：“能够得奖非常好。向他表示
祝贺。”

莫言的作品像《红高粱》等都
被瑞典文坛看重，而今年刚在瑞典
成功出版的作品《生死疲劳》在哥
德堡书展上被隆重推荐。莫言的代
表作还有《檀香刑》、《丰乳肥
臀》、《酒国》、《生死疲劳》、
《蛙》等。 (据中新社)

纽约时报：莫言获奖打破欧洲作家垄断局面

□新华社发
▲漫画：荣誉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逄春阶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来说，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山
东省作协副主席谭好哲，在莫言获奖之后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当这一喜讯传来的时候，谭好哲正随中国作
协作家采风团在他的老家栖霞。当时在一起的，有
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柳建伟，著名作家赵本夫，辽宁
省作协副主席孙惠芬，电影《山楂树之恋》的编剧
肖克凡，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编剧石中山，
还有衣向东、杨桂峰、刘庆邦、张陵等作家。谭好哲
说，大家在第一时间得知莫言获奖的消息，无不感
到高兴异常，认为这不仅是莫言个人的光荣，同时
也是中国作家的光荣。

谭好哲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
文学界对中国文学高度认同的体现。它表明，随着
中国国力的不断增长，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正得
到世界的广泛认同。这既是莫言以其出色的创作
成就所应该获得的一种奖励，同时也表明中国文
学在经历改革开放之后真正走向了与世界的双向
交流，并且在这种双向交流过程中得到了他人的
认可。

谭好哲说，莫言语言上的张力，汪洋恣肆的才
情和想象力，在中国作家中比较少见；同时，莫言
还是一位放眼世界的作家，他从创作之初就主动
向西方一些大师学习。他的这种学习，并不是去简
单地模仿，而是把从西文大师那里学来的东西很
好地同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有机结合在一起，因
此，莫言的作品，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谭好哲教授评莫言获奖：

中国文学的
一个里程碑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中国作家协会
11日对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发表贺辞。贺辞
全文如下：

贺辞：
欣闻莫言先生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在几十年文学创作道路上，莫言对祖国怀

有真挚情感，与人民大众保持紧密联系，潜心于
艺术创新，取得了卓越成就。自上世纪八十年代
以来，莫言一直身处中国文学探索和创造的前
沿，作品深深扎根于乡土，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灵
感，从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命运和奋斗中汲取思
想力量，以奔放独特的民族风格，有力地拓展了
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莫
言的作品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喜爱，在中国当
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
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
世界意义。希望中国作家继续勤奋笔耕，奉献更
多精品力作，为人类的文化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作家协会
2012年10月11日

中国作协发表贺辞
祝贺莫言获奖

▲10月11日，作家莫言(左)在获诺贝尔文学奖
后在山东高密接受媒体采访。 □新华社发

▲10月11日，众多境内外媒体的记者在莫
言的故乡老房子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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