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10 文匯副刊文化視野 ■責任編輯：張夢薇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14年12月10日（星期三）

莫言今次在澳門大學的文學對談以「漢語
文學的成就與前途」為主題，也是莫言

獲頒澳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之後，所進行的
「榮譽博士論壇」系列活動之一。今次文學對
談，由澳門大學中文系主任朱壽桐教授主持，
對談嘉賓則包括澳門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楊
義、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整個
文學對談的過程，所探討的核心要素是如何讓
漢語文學更具民族性以及更好地走向世界。

關漢卿未必差過莎士比亞
擔任是次文學對談主持的澳門大學中文系主

任朱壽桐首先提出了一個文學史意義的視角，
即在魯迅那個時代開始，中國文學或是漢語文
學，較之於世界文學尤其是西方文學，似乎處
在一個地位比較低的位置，而魯迅本人亦是這
麼看的，所以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實也
是中國文學的一次獲獎。
莫言認為，漢語文學的概念，從時間縱向角

度看，自先秦兩漢始，跨度非常之大；而從形
式的橫向角度看，則有小說、詩歌、戲劇，題
材也非常之豐富。因此，莫言以一個比喻來論
及中外文學的比較：關漢卿的戲劇，未必差過
莎士比亞。莫言表示，當代中國文學，自
1949年開始，直到文革前，不少作家經歷過
戰爭與革命，這一經歷對個人寫作有巨大影
響，所以這一時期的不少作品屬於紅色經典；
一些紅色經典作品雖然對人性的描寫較為狹
窄，但不應完全否定；文革時期的中國文學，
莫言表示幾乎可以用「無文學」三字來概括。
所以，在莫言看來，當代中國文學躍步式的騰
飛，開始於改革時代。他說，上世紀八十年代
之後至今，中國文學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莫言以自己為例，認為一個作家，既是創作
者，也是見證者。改革時代的中國文學，已經
是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已與世界文學
同步化。這個結論，莫言認為源自閱讀。這種
閱讀現象是雙向的：既要閱讀西方同時期的作
品；同時也將中國文學的作品翻譯成外文，經
過比較之後，他認為當今的漢語文學，已是成
就斐然。

故鄉意識的寫作淵源
莫言認為，作家的寫作，通常從例如童年經
歷的熟悉生活出發，但是也坦言，自己初期並
沒有「文學故鄉」的寫作意識。莫言說，自己

關於文學故鄉的意識，是在1984年進入解放
軍藝術學院之後才開始漸漸形成的。那時，莫
言發覺到，作家寫作，需要有自己精神下的
「根據地」，而這一觀念，既來自於當時國內
文學創作的現實，同時也來自於對西方文學作
品的閱讀，莫言本人將故鄉意識引入到文學寫
作中的做法，戲稱為「佔山為王」。
第一次運用故鄉意識進行寫作，莫言表示是

在小說《秋水》中。作品中的東北鄉是一個蠻
荒、人煙稀少的地方。從《秋水》這部作品之
後，莫言表示自己的許多作品都開始出現高密
東北鄉的場景，所以，這種故鄉意識的文學場
域，也構成了自己的文學舞台，而早期的故鄉
寫作，描繪自己熟悉的故事或是親戚朋友的故
事，成為了故鄉寫作的一個重要環節。
故鄉意識被進一步昇華，則是莫言在北京師
範大學完成碩士論文時。在自己的學位論文
中，「根植故鄉、超越故鄉」，成為了莫言思
考未來文學路向的一個重要論題。就「根植故
鄉」這一觀點，莫言認為故鄉的靈魂是作家寫
作的基礎，是不能夠改變的。但是，不僅僅要
根植於故鄉，文學作品要有創新，還要超越故
鄉。超越故鄉的重要方法是不斷豐富故鄉的內
涵，作家可以將天南地北的故事放入故鄉的敘
事之中；同時，也可以將各地的場景也搬置於
故鄉的風貌中。例如，故鄉或許本沒有高山，
只有一個幾米高的土坡，但是作家可以想像或
描繪成是一個巍峨的峻嶺；故鄉或許沒有湍急
的大河，但是可以將其想像成是一個滔滔不盡
的洪流。
對談嘉賓之一的澳大中文系講座教授楊義認

為，如果世界文學不關注中國文學，將是世界
文學的一大損失，因為漢語文學代表了世界文
學中的高端智慧；漢語作家寫作故鄉，可以被
視為是作家聯通了地氣、人氣。魯迅對浙東風
貌的描繪，便是一種故鄉意識；而莫言的文學
作品中具有的故鄉意識，則是首先回到了故鄉
高密，再從故鄉高密走向了世界，讓故鄉在文
學中得到了內涵的提升。

寫作不能只重「走向世界」
或許是基於對「文學故鄉」意識的執，作
為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一個已經是世界
級的文學大師，莫言反而認為，作家寫作不能
夠只強調「走向世界」。
作家應該思考一個問題：自己究竟是為何而

寫作、為誰而寫作。這是莫言在對談中提出的
一個看法。當然，莫言也認為，中國讀者或是
外國讀者，是作家寫作所要面對的重要對象。
但是，莫言卻非常直接地提出：作家不能夠為
了追求走向世界，而為翻譯家而寫作。他並且
認為，某種意義上，作家的創作，是要與翻譯
家「為敵」的。因為，作家寫作，經常涉及到
的方言、地方戲曲，都是文本的重要內容，這
確實給翻譯家的工作帶來了一定的挑戰。莫言
同時認為，真正優秀的翻譯家，即便面對較為
困難的翻譯素材，也會盡力從本民族的語言中
找到最為對應的翻譯詞句。所以，作家寫作只
追求走向世界、追求容易被翻譯，而刻意忽略
一些地方性、本土化特色的語言，在莫言看來
或並不足取。
關於未來的漢語文學前途，莫言則是充滿信

心。他認為，歐洲的文學家，其作品的思考路
徑其實差不多，往往描繪出來的是知識分子的
思索，在某種程度上，這與歷經了坎坷歷史與
時代滄桑的中國文學家所描繪的思想深度，是
無法比擬的。未來的中國文學或是漢語文學要
進一步發展，則應當繼續豐富中國的特色，同
時也要適應世界各國讀者的閱讀習慣，這兩方
面的統一，將會為中國文學的發展帶來助力。
在莫言看來，中國正在不斷變化，這種變化前
所未有，如果寫作遠離了這種變化的生活，則
寫作就跟不上生活的步伐。因此，莫言期待漢
語文學界能夠繼續以開放的心態積極譯介外國
的文學作品，既包括經典作品，也要包含當下
的作品；同時從本民族的文學傳統中找到可以
令漢語文學繼續輝煌的資源和文化血脈；作家
們更要從百姓的生活與語言中找尋到創作的素
材。這些，在莫言看來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主持人朱壽桐在總結中提到，莫言獲諾獎之

前，如果一個人未讀過他的作品，可無愧色；
但獲獎之後，若未讀過莫言的作品，則難以自
稱是漢語文學的使用者或欣賞者。漢語作為全
球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其文學作品向世界提
供了一種語言意義上的文學經驗，因而也期待
更多的漢語作家能夠寫出屬於自己的中國故
事。

莫言今次獲頒澳門大學榮譽博士學
位，並在澳門大學與學者進行文化對
談，在澳門大學甚至整個澳門掀起了一
股「莫言熱」。涉及到莫言的一些具體
活動都吸引了不少學生和澳門市民參
加。
莫言參加的文學對談活動，舉行時間

是上周日下午三點。但是下午兩點左
右，舉行是次活動的澳門大學禮堂外，
大批輪候進場的學生便已經排起了長
龍。不少澳大學生表示，能夠親身參與
到與莫言的文學互動中，並聆聽其對漢
語文學未來發展的解讀，是一次難得的
學習和體驗機會，雖然已經事前在網上
預訂了今次活動的座位，但還是很早便
來到了現場，而且心情也極為激動。
除了澳門大學的師生以及教職員之

外，來自澳門其他高等院校以及民間社
團的人士、市民大眾也到場聆聽今次的
文學對談。一些受訪者表示，為了能夠
在今次參與的文學對談活動中學習到最
多的知識、獲得最大的感悟，在來到活
動現場前，他們還在閱讀莫言的文學作
品，希望能夠對莫言的講解有更加深刻
和直觀的認識。
也為了配合今次的文學對談活動以及

榮譽博士學位授予儀式，並強化學校的
文學和博雅人文氛圍，澳大方面還舉辦
了莫言文學作品的書展。展覽對莫言的
文學作品進行了細緻的歸類和陳列，力
求讓參觀者從最為系統、最為全面的視
角去獲得對莫言文學成就和地位的直觀
效果與感受。 文：徐全

莫言是次前往澳門大學進行文學對談，同時以其顯赫的文學成就與
地位，獲頒澳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澳大學生及教職員對校方這一決
定表示支持，認為莫言成為澳大的成員，對於學校長遠的人文發展以
及博雅教育的推動，將會有巨大的促進作用。
澳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靳洪剛在授予莫言澳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讚

辭中說，在偉大的中國以及世界各地，使用漢語的人數佔全球的五分
之一。在使用漢語的人群中，不少人都對漢語文學抱有強烈的自豪感
和嚮往，相當多的一批人將漢語文學創作作為自己瑰麗的夢想。他們
的成就點綴中華文化和漢語文化的星空。而莫言則是這些輝煌星辰
中最為明亮的一顆，她的明亮不僅僅因為諾貝爾文學獎，更因為莫言
燦若珠璣的文字，炫然光彩的作品，與花團錦簇的文學世界交相輝
映。
靳洪剛表示，一位傑出的作家不安心於僅僅成為歷史的傳聲筒或者

是時代的照相師。莫言文學的豐富性來自於生命體驗的雜多，莫言文
學的精彩來自於作家靈魂的溝壑。莫言像一位文化的魔術師，他能夠
從沉重的中國經驗、艱難歲月所構成的歷史幽暗，有時甚至是漫無邊

際的黑暗中，刻畫出人性的光輝，生命
的剛陽，展示出屬於文學的光彩和錚
亮。莫言在漢語文學面臨艱難境地的關
鍵時刻，以自己的探索和成就走向世
界，也向漢語文學本身，證明了漢語文
學的發展前景和遠大前程。莫言的文學及其在世界文學舞台的呈現，
以特別的亮麗照亮了漢語文學的未來發展的途程，以豐滿的強勁為漢
語文學和文化增添了發展的自信。所以，莫言的成就屬於中國，莫言
的驕傲屬於華人世界，莫言的作品屬於漢語文化及漢語本身。正是基
於上述的理由，澳門大學向莫言授予了榮譽博士學位。
宣讀完讚辭之後，澳門大學校監代表、特區代理行政長官陳麗敏向
莫言頒發了榮譽博士證書。全場師生以熱烈的掌聲見證了這一歷史性
的時刻。獲頒榮譽學位的莫言也以鞠躬的方式向在場澳門大學及在場
人士表達了衷心的感謝和祝福！ 文：徐全

「「根植故鄉根植故鄉、、超越故鄉超越故鄉」」的寫作意識的寫作意識

漢語文學的成就與前途，是一個非

常宏大的話題。作為中國第一個諾貝

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日前針對這一探

討視角，在濠江畔的澳門大學與學者

進行文學對談時，認為漢語作家的寫

作，應當「根植故鄉、超越故鄉」。

故鄉的意識可以不斷放大、內涵可以

豐富、內容也可以更加精彩和多元。

在這種概念之上形成的漢語文學寫

作，也必定能夠在世界文學中佔據重

要的一席之地。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莫言濠江論文學

校園掀起「莫言熱」

成就超卓獲頒澳大榮譽博士

■■澳大中文系主任朱壽桐教授澳大中文系主任朱壽桐教授。。

■■澳大中文系講座教授楊義認澳大中文系講座教授楊義認
為故鄉意識寫作是為故鄉意識寫作是「「連通地連通地
氣氣」。」。

■莫言到訪澳大引起轟動，學
生排隊等候入場觀看對談。

■■莫言獲頒澳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莫言獲頒澳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莫言與澳門學者進行文學對談。

■■澳大人文學院院澳大人文學院院
長靳洪剛長靳洪剛

■文學對談現場座無虛席。

■莫言認為，漢語作家
寫作應根植於故鄉，同
時要超越故鄉。

—

■■對談現場學生向莫對談現場學生向莫
言提問言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