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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莫言与我们

聊城文化名人傅以渐和杨以增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11月6日，由高密市委宣传部、高密市文
旅局、高密市文联主办，山东省莫言研究会承
办的“红高粱文学现象研讨会”在高密举行。
来自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财经大
学、曲阜师范大学和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省
莫言研究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作家、评论
家，高密市宣传文化部门负责人、当地作家代
表等共聚一堂，对近年中国文坛出现的以莫言
为首的“红高粱文学现象”进行了深入研讨，
探究这种现象产生发展的文化土壤、现实条件
和未来趋向。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无疑是
“红高粱文学”创作队伍中的旗手，正是因为
他在作品中对家乡高密的深刻记忆和表达，对
红红火火的高粱地的生动描述和刻画，让“高
密东北乡”名扬天下，让普普通通的红高粱衍
变成一个色彩绚烂、含蕴丰富的文化符号。高
密的一方水土和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着莫言
色彩斑斓的文学园地。莫言的文学创作与成
就，又激励和引领着更多的人去实现自己的文
学梦。莫言同时也被当作一面吸引大家读书的
旗帜，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直接或间接地与我
们每个人有关。

与高密东北乡

在莫言文学馆里，展出一首莫言自撰自书
的故乡忆旧打油诗，“韭菜炉包肥肉丁，白面
烙饼卷大葱。再加一碟豆瓣酱，想不快乐都不
中”，文字竖排，书体略带草意，最后一个
“中”字，几乎占了半行，尤其中间一竖，拉
得又涩又长，笔划最后的飞白，于粗砺中流淌
着一种畅快淋漓之气。看到的人读着读着，无
不会心一笑。

莫言对故乡的记忆，当然远不止这首打油
诗里所描述的。莫言记忆中的故乡，形形色
色，包罗万象。从发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
架》起，莫言作品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
乡”，这里又成为莫言文学的故乡。两个故乡
不断地融汇交织，在莫言的文学世界中已经不
分彼此。于是，无论走在哪里，他丰沛的想象
力都可以在故乡的土地上天马行空、纵横驰
骋，给大家呈现出一个超出想象，有时甚至是
令人瞠目结舌的故乡景观和文学世界。故乡的
慷慨，让一切成为可能。

莫言对高密东北乡的独特表达，令人瞩目
的文学成就，激励着当地越来越多的文学爱好
者走上文学之路，让他们学会以文学的眼光去
关注这片土地，学会不断转换角度观察这块土
地上的草木枯荣，也学会如何更深刻地体验现
实生活中的离合悲欢。

高密现有文学创作者3000多人，今年已经
出版了37部文学书籍，在国内重点刊物发表作
品600多篇。高密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令国内文
学界关注的红高粱文学现象。

主持会议的莫言研究专家、山东大学教授
贺立华认为，红高粱文学现象的发生发起，首
先在于莫言的文学创作成就。

著名文艺评论家、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掖
平则将红高粱文学现象的出现归结为“大地根
性”。她认为，从莫言的文学创作，到如今已
初现繁荣景象的红高粱文学现象，“始终体现
为一种既有具体鲜活的区域特色，又有人类生

存共同支撑力的大地根性。”这种根性以高度
的自信，给高密作家以坚实的支撑，使从莫言
到现在的高密作家在创作中大胆创新，如结构
的锐意创新，想像的飞落天外，书写独特的主
观感官世界，以及个性独显的自由自在的文字
表达等等，标示出一种我与历史同在，与时代
同在，与大自然的一切同在的文学言说方式。
“相信红高粱文学现象在不久的将来会生长为
一片繁茂的文学森林。”

“红高粱文学现象体现出三个鲜明特点，
那就是人生文学化的追求、坚韧顽强而又潇洒
旷达的生命精神，以及鲜明生动的高密地域特
色。”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守森认为，红高粱
文学现象的出现，既得益于莫言的影响，也与
高密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有深度关联。对于如
何推动红高粱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发展，他特
别表示：“要不断拓展想像空间，敢想敢闯，
有些作家想像力还不够开阔，还缺乏一种像莫
言那样的创新精神，就像孙悟空敢于在铁扇公
主肚子里拳打脚踢一般。”

山东大学教授、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
长丛新强，在谈到诺奖之后的莫言创作时表
示，莫言的新作仍然聚焦于故乡人事，扎根于
高密这片土地。除此之外，莫言的创作还建立
在文学经典和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并以此作为
精神资源。“《诗人金希普》于嬉笑怒骂的表
层叙事中又寄寓着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儒释
道传统精神的终极表达。《红唇绿嘴》《火把
与口哨》等作品承续此前的诸多文本，再次表
达着对鲁迅先生的致敬。”

当地对此又是什么观点呢？高密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魏征表示，今年以来，高密市秉
承文学的故乡理念引领，深耕莫言文学和红高
粱文化，做优资源文章，放大品牌效应，加速
产业发展，全力打造红高粱文旅小镇，高起点
规划莫言文学馆、诺贝尔文学主题公园，加快
构筑莫言文学实景王国，着力建设世界文学旅
游目的地、“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示范区、中
国首个文养小镇，加强对莫言文学的研究。
“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的举办聚心聚力聚魂聚
志，为文学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红高粱文学也
必将揭开崭新篇章。”

与著名作家

莫言每一部新作品的推出，几乎都会因其
整体或者部分的“不合常规”，让阅读者感到
困惑：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这样也叫小说？然
而，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许多作家的创作确确
实实受到了莫言的影响。

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赵德
发，著有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
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宗教文化
姊妹篇”《双手合十》《乾道坤道》以及《人
类世》《经山海》等多部很有影响的优秀作
品。他说：“莫言与张炜，是中国文坛和世界
文坛的双子星座，他们以其天才的创造力和庞
大的作品体量，让无数人赞叹不已。这两位作
家，都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关于莫言对自己的影响，赵德发说：“我
1988年至1990年在山东大学作家班学习时，莫
言的早期作品给了我好多启发。尤其是《红高
粱》，那些敢爱敢恨的人物，汪洋恣肆的语
言，让我有惊艳之感。作品中透露出的历史
观，让我解放了思想。我重新审视沂蒙山的往
昔生活，有了新的发现与体悟，从而写出了短
篇小说《通腿儿》。”《通腿儿》在《山东文
学》1990年第1期发表，获《小说月报》百花
奖。三十年来，这篇小说被收入多种选本，包
括中国作协去年编选的《新中国70年文学丛
书·短篇小说卷》。

赵德发表示，莫言至今已经有十一部长篇
小说问世，这些作品各有千秋，汇在一起可谓
气象万千。“让我最佩服的是《檀香刑》与
《生死疲劳》。因为在这两部作品中，他对传
统文化的运用，点石成金，出神入化。”除此
之外，对于莫言使用章回体来写作《生死疲
劳》，以及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赵德发也不
吝溢美之词：“这种结构方式，在多数当代作
家眼里已经陈旧不堪，莫言却大胆使用，以旧
瓶装新酒，酒香四溢。”

作为一位高密本土作家，现担任高密市作
协主席的张宏伟在谈到莫言获奖对于高密本土
文学发展的影响时表示，莫言获诺奖是一个足
以载入文学史的大事件，这件事对莫言出生、
书写的这片土地的影响已呈现出来，特别是文
学上的影响。

张宏伟说：“如果说莫言老师的获奖是一
个火把，引燃了高密这片土地上沉积的文学热
情，同时带来丰厚的生长土壤，让本土文学幼
苗成长，这个事例就说明在很多地方都沉寂着
文学的种子，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发芽生长。
高密的写作者是幸运的，有一个好的大环境激
发成长。”

有人说，莫言吸光了一个地域的能源，对
于后来的写作者是一种掠夺，大树之下无草。
对此，张宏伟说，“我个人认为，生活的土壤
中能源是无尽的，就看能否有能力吸取到，能
否写出好作品，每个人生活经历不同，感悟不
同，它们都是个人特质的书写资源。”

张宏伟诗意地阐述，“游戏与天性浪漫从
不缺席每一个春天的生长，感谢莫言老师带来
的春风，感谢各位专家学者送来的营养，不敢
说高密近年会有另外一棵大树，但是希望能长
出一片森林，书写出高密北乡，西北乡，南
乡，西南乡。”

国内如此，国外又如何呢？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宁明，研究方向

之一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译介，莫言也
是她很早就非常关注的作家之一。她介绍说：
“莫言作品已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
国出版发行，并且对部分国家的创作者产生了
重要影响。”

与爱书人

千言万语，何若莫言！作家莫言，或者说
莫言的作品，又被当作一个吸引大家读书的文
化符号，在不言不语中带动着普通人的读书热
情。

早在2013年12月，山东省莫言研究会正式
成立。这一研究会不仅推动着莫言文学创作的
学术研究，也吸引更多人关注莫言文学创作，
提升读书热情。

传递书香，省莫言研究会积极参与主办各
种学术研讨会、座谈会以及读书会等活动。

10月31日下午，由省莫言研究会与山东大
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办的“莫言
与文学研究新问题座谈会”在山东济南莫言文
学研究资料馆举行。这也是莫言文学研究资料
馆建成使用后第一次“对外接待”。

省莫言研究会秘书长赵静介绍，由山东寰
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投入建设的莫言文学研究
资料馆，历时近一年筹备后，于今年7月建
成。与高密莫言文学馆相呼应，莫言文学研究
资料馆通过莫言文学研究综述，莫言影、视、
剧，文学生活撷英，笔墨艺术人生等四个板
块，重点呈现获诺奖之后莫言文学创作的特
点、影响力、莫言研究的重点方向成果及莫言
作品的影视化改编、莫言文学生活故事等内
容。在这里举办相关学术研讨交流活动，显然
是题中应有之义。赵静说：“莫言文学研究资
料馆不仅是一个承载莫言研究成果的实体空
间，更是一个文化学术交流的思想空间。”

“红高粱读书会”也继续开讲。“红高粱
读书会”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指导，省莫
言研究会、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
中心主办，每月举办一期，每期一个主题，邀
请名家讲读，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

“红高粱读书会”的品读范围，涵盖以莫
言为代表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篇佳作、
国内外经典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儿童文学
等。也就是说，读书会的主题，不会局限于莫
言的作品。10月17日，第12期“红高粱读书
会”就邀请山东大学教授仪平策，围绕“生活
美学——— 中国美学的主导形态”这一主题进行
阐释，书友们一起走过一场中华传统美学的探
源之旅。

活动组织者、省莫言研究会秘书长赵静介
绍，红高粱读书会将继续做好文化的传播者和
服务者，也希望更多喜欢读书的朋友参与进
来，共享读书妙处，让书香熏染人生。

事实上，莫言本人也更加主动地“走出
来”。去年11月，他和书法家王振一起，注册
了微信公众号“两块砖墨讯”，起因是两人
“深感艺术之魅力，书法之有用，遂商定申
请一公众号，名‘两块砖墨讯’，以此为平
台与书友文朋通声气”，至今已经推送了35期
文章。

□ 罗衍军 王雪莹

清正廉明的傅以渐

傅以渐（1609年—1665年），字于磐，号
星岩。今山东聊城东昌府区人，清朝开国第一
位状元。他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先
后负责明史、太宗实录的纂修工作，太祖、太
宗圣训和通鉴的总裁。

傅以渐一生从不结党营私，也不唯利是
图，“既清且慎，不争不党”，因而为顺治皇
帝所信任。与诸多位居高官的人臣不同，傅以
渐虽曾为康熙皇帝的太保太傅，位居高位，但
他只是充当文化顾问的角色，而不醉心于政治
官场上的争名逐利。傅以渐即使在为官发达以
后，仍然生活节俭，骑驴出门，相传康熙皇帝
曾为他牵驴歇鞍。在明末李自成派大军攻进聊
城时，当地人都十分惊恐，而傅以渐仍如往常
一样，静心读书做学问，当地人劝他：命都快
没了，还读书做什么？他淡定地说：“生死命

耳，苟不死，天下不用读书人么”，坚信“如
果有明君出现，必定会重用读书人”。

傅以渐曾奉朝廷之命，参与或主持史书
的编纂，或为其友人的史书作序。他在顺治
二年（1645年）充任《明史》修纂官，参与
《明史》资料的撰写工作。顺治九年（1652
年），担任《太宗实录》的撰修官，获得顺
治皇帝的赏识，成为皇家修史编书的骨干力
量。顺治十三年（1656年）正月，担任《通鉴
全书》总裁官。并为《明史纪事本末》和
《聊城县志》作序，在《聊城县志》文末自
称“养病邑人傅以渐”，可见其为人处世的
谦恭低调。在《叙北河续纪》中，他提出了
治河理念：“治河的智慧，应从大处着眼，
此外还需要勤奋机敏、卓越练达。”用寥寥
数语就将治河理念阐明。

傅以渐带给傅氏家族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和
动力，在言行上，后世继承了傅以渐的优良传
统，出现了傅绳勋、傅斯年等优秀的后人，傅
氏家族清正廉明、不阿权贵、正直敢言、体恤
百姓的家风，也成为了一段佳话。

清代藏书名家杨以增

杨以增（1787年—1856年），字益之，别

号东樵，又号退思老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九月十六日，生于聊城东昌府城关万寿
观前街杨宅。杨氏家族素来重视家庭教育，
杨以增继承了优秀的家风，有着忠孝礼义、
品行端正、重视文化的品质。在治学方面，
杨以增受父亲杨昭煜的影响，从小饱读诗
书，在治学上亦成绩卓然，著有《退思庐文
存》《治学箴》《古韵分部谐声》及大量序
跋、尺牍、奏疏、碑铭等。受其父亲的影
响，杨以增沿袭了藏书的家族传统，通过友
人馈赠以及养廉金等方式，不惜斥巨资购买
书籍，形成了与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并
峙南北的、号称“南瞿北杨”的“海源阁”
藏书楼，海源阁取《学记》“先河后海”
语。海源本为“祀事”，即追远先辈之思，
又具有治学之意。杨氏家族从杨以增起，由
武转文，通过科举考试，各代都有为官者，
而对于书籍的收藏也十分重视，重视对书籍
的收集和整理保护。

在当时的北方能形成如此大的藏书文化家
族，是有多种原因的，除了家族传统、收藏家
的兴趣和经济水平以及地区发展外，京杭大运
河作为当时南北交通和运输的主要通道，发挥
着巨大作用，也成为了文化传输的主要方式，
对于文献及文化的“北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杨氏收藏的高峰是在杨以增就任江南河
道总督时的道咸之间，督府就设在运河、淮
河、黄河交汇城市——— 清江浦（今淮安）。杨
以增还两次沿河南下扬州、苏州收购藏书。并
将收藏图书、文物等借运河之便，载至家乡的
海源阁收藏。此时，东昌府的刻书相当兴盛，
当时城中很多达官贵人及私家书坊都刻书，所
用书板有不少是沿运河由南方运来。杨氏刻书
自杨以增后并未终止，杨氏不少未刻完的书
板，也都是通过运河运回聊城，再反复印刷，
这些书板一直保存到抗日战争结束。

作为河道专家，杨以增对河运、河道等河
渠之书，尤为重视，收藏有43种，其中仅《水
经注》的各种本子就有13种之多。与南方的藏
书家族不同的是，出于对书籍文本的保护，杨
氏藏书很少给外人借阅，就连杨氏家族内部成
员，也要在16岁以后，懂得保护书籍的重要性
和方法后，才可以去“海源阁”读书，但杨
以增曾经收集多种复本，想要开图书馆，以
便人们传阅，所以说其不对外借阅并非吝啬
之意。杨以增为官廉洁，体恤百姓，藏书主
要来源是朋友馈赠、自己的官俸和养廉金，
从未贪赃枉法。咸丰五年（1856年）十二月十
八日，杨以增卒于官，卒后追赠右都御史衔，
谥号“端勤”。

内蒙古发现
西汉中晚期建筑基址
据新华社，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

所与中山大学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呼和浩特市玉泉
区沙梁子村揭露一处距今约2000年的西汉中晚期疑
似大型粮仓建筑基址。据了解，这是我国迄今发现
规模最大的汉代单体夯土高台建筑。

这座大型沟槽式夯土高台建筑基址，位于一座
面积约11万平方米的西汉城址中部，呈东西走向，
东西长约170米，南北宽约21米，是一座残存面阔
16间、进深2间的长条形建筑。目前，在这一大型
房屋遗址内部揭露南北向沟槽16座，考古人员推
测，这些沟槽的作用为通风、防潮。建筑壁柱所用
木材均为能防虫、防潮的松木。在遗址浮选的土样
中发现有黍子，在夯土台下还发现成排的储存粮食
的窖穴，里面出土数量较多的黍子。

考古人员初步认为，这是一座大型仓储遗迹，
并根据建筑基址上发现的沟槽结构以及出土遗物判
断，此遗址很有可能是西汉大型粮仓建筑基址，使
用时间约100年，最后毁于一场大火。目前，考古
人员还未发现与这一仓储建筑相关的文献记载。

“目前发掘情况显示，这座仓储建筑体量大，
规格较高。”考古项目负责人刘扬说，根据现有研
究，这一仓储建筑所在地属西汉云中郡犊和县，是
汉代北方长城沿线的一座边城。但在边城修建的这
一房屋，却有着汉代规格较高的建筑才有的四面坡
屋顶。

据新华社，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名单近
日在京揭晓，《少年的你》《白云之下》《夺冠》
《我和我的祖国》《春潮》《误杀》获最佳故事片
提名，大鹏、肖央、吴昱翰、易烊千玺、黄晓明将
角逐最佳男主角奖，任素汐、周冬雨、柳岩、祝希
娟、谭卓将角逐最佳女主角奖。

记者从近日在京举行的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颁奖盛典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33届中国
电影金鸡奖颁奖盛典系列活动将于11月25日至28日
在福建厦门举办，系列活动将包括电影主题音乐
会、影展活动、学术活动、提名表彰仪式、红毯暨
颁奖典礼等 6项主体活动。其中，影展活动由
“2020金鸡国产电影展”与“2020金鸡国际影展和
港澳台影展”两部分组成，国产电影展将集中展映
20余部优秀国产新片，国际影展和港澳台影展将展
映40部影片。电影《一秒钟》将作为本届电影展的
开幕影片于11月25日在厦门全球首映。

据介绍，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将评选：最佳
故事片、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最佳儿童片、评委
会特别奖、最佳纪录/科教片、最佳美术片、最佳
戏曲片，以及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导演处
女作、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
最佳女配角、最佳摄影、最佳录音、最佳美术、
最佳音乐、最佳剪辑共计19个奖项。参评影片范围
为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经国家电影局审查
通过的故事片、儿童片、科教片、纪录片、戏曲
片、美术片。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提名名单揭晓

据新华社，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
研究院日前在北京向中外发布《2019中国诗歌年度
报告》。这次报告赓续了前三年度的“大事记与动
态”“创作综述与成果”“学术研究和批评”“出
版和作品互译”等主要内容，并首次添加了对诗歌
的文本分析。报告为中国诗歌的理论推动提供了翔
实的参考依据。

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称，剖析研究这一年
度的诗歌文本，是希望影响和激励更多的诗人立足
于现实生活和艺术要求，创作出无愧于新时代的优
秀作品。

2019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2019中国诗歌年度报告以巨大的篇幅关注了以民族
复兴为主题的诗作，表现出诗人对这一伟大历史时
刻的赞誉；关注了五四以来新诗百年的理论总结，
为下一个百年新诗再出发提供了思路；关注了“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诗歌汉译出版的情况，为“一带
一路”建设架起了诗歌的桥梁。

2017年3月28日，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
国诗歌研究院在北京大学联合发布第一部《中国诗
歌年度报告》（2016年卷），同时宣布每一年度的
报告在翌年发布。《中国诗歌年度报告》为世界各
国较为全面了解中国诗歌现状提供了一个权威读
本，亦是以诗歌的形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
举措。

《2019中国诗歌年度报告》

在北京发布

莫言出席小说《红高粱家族》的电视剧改编权签约活动。（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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