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小島）諾
貝爾獎的官網上，公布了此次莫言獲
文學獎的理由：融合了民間傳說、歷
史和當代的魔幻現實主義創作。莫言
的三部代表作《紅高粱家族》、《天
堂蒜薹之歌》以及《生死疲勞》均曾
由瑞典翻譯家陳安娜譯介至瑞典出
版，成為外國讀者了解和認識莫言的
重要基礎。

《紅高粱家族》是莫言創作於80年
代中期的中篇系列小說集，分別由

《高粱酒》、《高粱殯》、《狗道》、
《奇死》以及《紅高粱》五篇組成，
對於新時期軍旅文學的發展產生過深
刻而積極的影響，開闢出一個鮮活生
動的民間世界。作品背景以1939年日
本侵華第二年開始，描寫了一系列抗
日戰爭中的英雄人物，和傳統抗戰題
材的小說中正邪分明的英雄形象不
同，莫言站在民間立場上，塑造了一
個文學王國「高密東北鄉」，裡面的

「我」的家族先輩們個性獨特，富有
鮮活的生命與人性。

其中《紅高粱》一篇發表後，得到
了當時剛完成電影《老井》的主演和
攝影工作的張藝謀的注意，正逢他籌
備導演處女作。莫言曾這樣描述第一
次見到張藝謀的情景：「我們在走廊
裡見面時，張藝謀穿得和農民一模一
樣，手裡提㠥一個斷了帶的鞋子，可
能是擠公共汽車時被人踩斷的。我一

看
這 樣 的
人就覺得很
樸實，感覺很可
靠，就跟我們村裡的那
些生產隊長一模一樣。」兩個
人在走廊裡談了一會，連房間都沒
進，莫言就決定將《紅高粱》以800
元人民幣的版權費讓張藝謀拍成電
影。該電影後來奪得第38屆柏林電影
節「金熊獎」。

在經歷《紅高粱家族》的寫作高峰
後，莫言繼續尋求突破，創作了大量
中短篇作品及數部極具份量的長篇小
說。《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的首部
長篇小說，長達20萬字，是以他故鄉
鄰縣蒜薹豐收後發生的農民與當地官
僚、地痞之間的糾紛，並引起騷亂的
事件為背景寫成。小說出版後，鄰縣
曾威脅他，只要他邁入鄰縣一步，就
讓他好看。此作品被認為是「真正的
底層小說」。

《生死疲勞》則更為壯闊而自由，
小說敘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國農村
50年的歷史，其中的敘述者是土地改
革時被槍斃的一個地主，不斷經歷六
道輪迴，小說隨㠥他一世世的轉生而
展開論述，透過人、馬、牛、驢⋯⋯
的視角進行敘述，圍繞㠥土地與人的
關係，勾勒出鄉土中國的當代史，被
認為是莫言創作的又一高峰。

莫言的小說中幾乎不曾出
現完美的「高大全，紅光亮」

人物，由於童年大部分時間在農
村度過，他的創作深受民間故事或

傳說所影響，許多幼時聽到的鬼怪
故事，都成為他筆下荒誕現實的材
料。他的作品明顯帶有「先鋒」色
彩，想像力的噴薄也成為其最大特
色。張大春在為《紅耳朵》作序時就
曾說：「千言萬語，何若莫言」！

莫言創作獲獎眾多，其中《豐乳肥
臀》曾獲中國有史以來最高額的「大
家文學獎」，《檀香刑》曾獲台灣

《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文學類最佳書
獎、第一屆鼎鈞雙年文學獎，《紅高
粱系列》獲第二屆馮牧文學獎，《生
死疲勞》獲第二屆紅樓夢獎，《蛙》
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此外，他還曾
獲法蘭西文學與藝術騎士勳章、意大
利第三十屆諾尼諾國際文學獎、福岡
亞洲文化獎等獎項，並曾位列第一屆
中國作家富豪榜第20位，中國作家實
力榜第一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尉瑋、于永傑）莫言原名管謨業，1955年生於

山東省高密縣，他6歲開始上學，小學五年級時遭遇「文革」，此後輟

學在家務農十年之久，種高粱、種棉花，割草放羊、做各種農活。

莫言曾這樣描繪那段歲月：「每天在山裡，我與牛羊講話、與鳥

兒對歌、仔細觀察植物生長，可以說，以後我小說中大量天、

地、植物、動物如神的描寫，都是我童年記憶的沉澱。我作

品中對大自然細緻入微的描繪、鄉土氣息的濃郁也許是我

在中國文壇上有一席之地的原因。」

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的時候，莫言在
村子裡已經是一個很能幹活的年輕

人了。當時他的一位鄰居是被遣返回鄉
的右派大學生。這個學生以前就讀中文
系，對文學很了解，在勞動的間隙向大
家灌輸文學的東西。他告訴莫言，自己
在濟南的時候曾認識一位有名的作家，
這個作家很「腐敗」，一天吃三頓餃子。

「我們當時認為這不是神仙嗎？當時一年
都吃不上一頓餃子，好年頭春節除夕的
時候才能吃上餃子，我就感覺到如果一
個人可以當上作家，這理想好遠大。我
當時就問他：『叔叔，如果我以後可以
寫出一本小說來，是不是就可以一天
三頓吃餃子？』這就是我最初的、
關於文學的夢想。」

文革中，文學資源極度貧乏，
戲劇是樣板戲，小說的數量更
是少。在社會經濟如此貧困、
政治狀況如此壓抑的情況下，所滋生出
的文學夢想，其實和真正的文學相差甚
遠。莫言把村裡所有的書籍都看了個
遍，《三國演義》、《聊齋志異》、《隋
唐演義》⋯⋯雖然只是十幾本書，但卻
為他打開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世界。

「為了看那些書，我用了很多方法，有時
幫別人幹活，有時用東西去交換，看完
後，我以為我把天下的書都讀完了。」
莫言笑㠥說，直到當兵以後，進了縣裡
的圖書館，他才知道原來世界如此之
大。

感念孫犁扶持
1976年莫言參軍，走出了故鄉高密。在

部隊歷任班長、保密員、圖書管理員等
職，也就是這個時候他開始文學寫作，
並在一些雜誌上發表作品。1984年莫言得
到著名作家徐懷中賞識，成為解放軍藝
術學院文學系第一屆學生。

能夠敲開解放軍藝術學院的大門，與
著名作家孫犁也有㠥莫大的關係。80年
代，還是毛頭小子的莫言在文學雜誌

《蓮池》上發表了小說《民間音樂》，沒
想到受到了素未謀面的文壇前輩孫犁的
讚賞。1984年，孫犁在《天津日報》發表
文章《讀小說札記》，專門談到了莫言及
該篇小說，認為小說的故事雖然並不典
型，但卻反映出農村的一些生活面貌，
以及從事商業的人們的心理變化。文
中，孫犁直言小說寫得不錯：「小說的
寫法，有些歐化，但根本還是現實主義
的。主題有些藝術至上的味道，小說的
氣氛，還是不同一般的。」更稱讚小說
的主人公形象頗有「飄飄欲仙的空靈之
感」。

多年後，莫言仍然感念孫犁先生對他
的無私扶持，回想起來，正是該篇評論
讓他走進了解放軍藝術學院，而這正是

他創作道路上意
義非凡的轉折
點。

莫言的作
品常被形

容為「大膽」。語言大膽、意識大膽，更
是一針見血地描繪出現實的情況。他自
己也說，自己是十分敢言的人。6歲時，
他就曾因罵老師「奴隸主」而受到警告
處分，他這說話直率的孩子於是總被父
母提醒「少說話」。開始文學創作後，也
許是想起父母的叮嚀，莫言把名字中的

「謨」字拆開，為自己取了「莫言」這個
筆名，生活中的他也謹言慎行，反而把
滔滔不絕的言說熱情全都給了小說。

靈感來自艱困生活
在接受《世界新聞報》的訪問時，莫

言曾說，他許多創作的靈感都來自於在
農村時的艱困生活。小時候，他特別喜
歡吃，但在那種苦日子裡，一個窮孩子
沒有太多的選擇。有時做夢，他都會夢
到和人搶食物。對他來說，食物也許是
生活中最大的幸福，卻也讓人想起太多
的屈辱與不堪。「回憶起往事，我就會感
覺到人世間最寶貴的是糧食。」

他說，當年時局不穩，老百姓躲日本
軍、國民黨軍，生活苦得讓人無所眷戀，
但人們還是要生活，還是要關心糧食收
成，還是會為了錢財爭吵，這，就是生
活。然而就在那些非常痛苦的時候，人卻
會產生一種幽默感，一種朝向荒蕪的幽默
感，這是一種對自己的安慰，也是讓自己
可以活下去的一點動力。

在莫言的作品中，我們時常能體認到
這種看似荒誕的幽默感，背後的無奈與
悲涼，與潛藏其中的人性韌度。在他的
故事中，那些普通的小人物為了尊嚴而
掙扎，有時成功，但更多的時候是失
敗。那些故事閃耀㠥奇妙的色彩劃過夜
空，成為讀者記憶中難以磨滅的閃亮星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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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道）山
東高密是一座歷史悠久、文化豐厚的古城，那裡
許多詭異的鬼神傳說、神秘的民間風俗，日後都
成為莫言作品的素材。莫言曾多次講過，會講許
多故事的祖母是他文學道路上的第一位啟蒙老
師。二哥管謨欣告訴記者，莫言從小就對文學表
現出了濃厚的興趣，8歲開始看《林海雪原》、

《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大部頭的文學名著。
他喜歡看書，因當地農戶家中的書比較少，他就
一戶戶去借，實在沒書看就拿二哥的新華字典來
背。他寫的每篇作文都會被老師當作範文來讀。
莫言的一位鄰居家有很多藏書，但不輕易外借，
為了博取這位鄰居的好感，他就去幫人家推石磨
磨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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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講故事 首位啟蒙師

■莫言曾被母親(右)

叮囑要少說話。

資料圖片

■莫言少時以為

寫作可賺大錢，

3餐吃餃子。

資料圖片

■莫言(左二)與改編自其小說的《紅高粱》電影的張藝謀導演(右)及兩位主角

姜文和鞏俐合影。 資料圖片

■莫言一直喜愛把神話風俗寫進

小說中。 資料圖片

莫言主要作品一覽
繁體版出版年份 書名

1988年 《紅高粱家族》

1990年 《十三步》

1992年 《酒國》

1996年 《豐乳肥臀》、《透明的紅蘿蔔》

2000年 《會唱歌的牆》、《食草家族》

2001年 《檀香刑》

2006年 《生死疲勞》

2009年 《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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