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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和他的故乡》

前言

故乡是莫言成长的沃土——序《莫言和他的故乡》    阎海峰    2012年10月11日，中国当代作家莫言获得
了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从文坛内外到普通百姓，人们都感到无比欣慰和振奋；海内外媒体的记
者们更是齐集莫言的故乡高密，与莫言近距离接触，用最快的速度报道这一文坛盛事。作为莫言的同
乡，我在欣慰之外，也油然而生了几分自豪。    莫言获奖当日，在故乡高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
谈到了自己与故乡的关系：“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
、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
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
品的艺术风格。”    故乡在莫言心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分量。诚如他所言：“我出生于斯，长于斯，
我与这个地方是血肉相连的，无论这个地方多么贫瘠、多么荒凉，但是作为一个故乡的人，作为一个
在外的游子，一旦踏上这块土地，你就会心潮激荡，到任何地方那种感觉都是不可能产生的，这就是
所谓的故乡的力量。”虽然他曾经对故乡充满“怀乡”与“怨乡”的情绪，但每当他一回到故乡，就
会自然而然地“掉进那块高粱地”。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眷恋故乡，每年都要回故乡住
上一段时间，以寻找创作的灵感。    故乡是莫言成长的起点，更是他文学创作的沃土。当年，他参军
到部队后，刚开始创作时曾固执地认为，童年是酸涩到不堪的，因此在文字中有意“去高密”化。为
了抵制故乡的诱惑，他去写海洋、山峦、军营；为了让小说道德高尚，他给主人公的手里塞一本《列
宁选集》；为了让小说有贵族气息，他让主人公日弹钢琴三百曲等等，但始终摆脱不了“附庸风雅”
的“胡编乱造”。    后来他醒悟了过来，觉得还是应当以自己生长的这块古老的土地为根基，以自己
熟悉的乡村为背景，写自己擅长的农村生活题材。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莫言以一系列乡土
作品崛起，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他熟悉的亲人——奶奶、父亲、母亲、
姑姑先后成了他文学作品的原型，苦难的童年成了他文学创作的源泉。经过二十多年持之不懈的努力
，他终于在自己的作品中打造出了一个“高密文学王国”。在某种意义上，诺贝尔文学奖正是对他建
立的这个堪与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相媲美的“高密文学王国”的奖赏！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
和莫言先后从故乡高密参军入伍，我是70年的兵，他是76年的兵；他留在了胶东“老根据地”，我则
奔赴了江西、福建的红土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又有幸作为部队文艺工作者，在军营里从事专业
文学创作，并取得了一些微小的成绩。    1980年，我的处女作、散文《觅食深山》在《解放军文艺》
发表后，引起了领导的重视，不仅送我到部队举办的新闻报道和文艺创作学习班学习，而且把我调到
师团两级演出队担任编剧工作。后来，又被调到福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在闽期间，我创作
的长篇报告文学《福马大隧道》、《厦门大拍卖》、《惊动全国第一案》等作品曾先后荣获解放军总
政治部“当代军人风貌奖”、“全国报告文学一等奖”等奖项。    1981年，莫言的处女作、短篇小说
《春夜雨霏霏》在保定《莲池》杂志发表，此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发表了《丑兵》、《为了孩
子》等多篇小说，不久就被提干，并调到总参三部五局任宣传干事。后来，又被送往解放军艺术学院
学习。在学期间，他先后发表了《金色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红高粱》等中短篇小说，并
获得了《解放军文艺》年度优秀小说奖、台湾联合报小说奖和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1988年我从
驻福建野战部队调到济南军区政治部，准备从事专业创作，后因故转业到了地方。而莫言自1987年与
张艺谋合作、把小说《红高粱》改编为电影并获得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之后，在文学创作
的道路上突飞猛进。从《红高粱家族》到《天堂蒜薹之歌》，从《丰乳肥臀》到《檀香刑》，从《生
死疲劳》到《蛙》，一部部精彩纷呈的长篇小说先后问世，不仅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光彩，而且丰
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最后，他实至名归地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相比之下，在为自己感到
惭愧的同时，我更深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同乡、这样一位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记得莫言获奖当日
，地方报社的记者让我代表潍坊市作家协会发表对莫言获奖的感言，我在向莫言表示祝贺的同时，也
着重谈了莫言的成长与故乡的关系。在我看来，莫言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与故乡的滋育是密不可分
的，“确切地说，高密东北乡是莫言的精神原乡和文学故土，它既是莫言用自己作品构建的王国，也
是他吸取营养和力量的地方。”第二天，报纸在《文学作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通栏标题下，刊出了
我的感言。    莫言获奖之后，许多报刊的记者和有关栏目的编辑，纷纷找到潍坊市作协，希望了解莫
言在故乡高密创作的情况。由于高密是潍坊下辖的县级市，作为潍坊市作协秘书长的我自然也责无旁
贷，尽自己所知，向媒体介绍了莫言的相关情况。我觉得，莫言倾半生之力，圆了中国人的百年“诺
贝尔文学奖”之梦，自己为之做一些宣传、推介工作，完全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只是苦干全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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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和他的故乡》

莫言的书籍太少，介绍起来往往挂一漏万。    就在此时，从千里之外的福建传来了林问编写的《莫言
和他的故乡》一书即将出版的消息。    几个月前，林间从福建到山东考察投资项目，彼此相谈甚欢，
我尽自己所能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参考意见。其间，林间送给我一本他在厦门大学建校90周年时出版的
作品——《芙蓉湖畔忆“三林”——林文庆、林语堂、林惠祥的厦大岁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
出版），我也回赠了自己的军旅作品集《军营春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以及自己参
与主编的一套《潍坊酒文化》系列丛书（作家出版社2010年出版）。于是我们成了相知的“文友”。  
 几天前，林间从厦门给我打来电话，嘱我为其即将出版的新作《莫言和他的故乡》写几句话。我虽有
点犹豫，毕竟是关于莫言的书；却也不敢推辞，毕竟是朋友的一腔信任，况且这对我宣传、介绍莫言
也有帮助。于是，恭敬不如从命。    我想，林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挤出时间，倾力写出这部20余
万字的作品，不仅显示了他的文学水平和功力，而且也表现了他的“三热爱”——对莫言的热爱、对
文学的热爱，以及对莫言的故乡——齐鲁大地的热爱。书中不仅较为全面地描写了莫言获奖的历程、
成长的历程以及创作的历程，而且重点描述了莫言和故乡血脉相连的关系以及故乡对莫言创作所产生
的巨大作用和影响。虽然由于时间关系我未及阅读全书，但从该书《目录》和部分章节中，已可看出
这是一部资料丰富、。文笔生动的精品力作，也是一部对读者全面了解莫言、感悟莫言十分有益的参
考读物。    期盼着《莫言和他的故乡》早日问世；期盼着莫言的故乡涌现出更多的文学新人，成为一
方令人向往的文学沃土；期盼所有的读者在莫言精神的激励下，“接地气，通人脉”，为国家的繁荣
兴盛做出更大的贡献！是为序。    2012年12月3日于山东潍坊    （阎海峰：山东高密人，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国家一级创作。现为山东潍坊市文联专职作家，潍坊市作协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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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和他的故乡》

内容概要

林间编著的《莫言和他的故乡》介绍了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获奖过程、成长过程和
创作过程。通过对莫言众多作品的解读，刻划出其文学创作的广度、厚度及对人性探究的深度。
    《莫言和他的故乡》不仅展现了莫言构建的、可与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相媲美的“高密文学
王国”的缤纷色彩，而且还原了莫言从一个乡村放牛娃成长为世界级文学大师的坎坷经历。本书是莫
言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之后国内出版界率先呈献给读者的一部精品力作。也是海内外读者了解莫言
、感悟莫言的重要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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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和他的故乡》

作者简介

莫言，中国当代作家，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    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1955年2月17日生。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1991年毕业
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著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
》、《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十—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
爆炸》等二十余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冰雪美人》等八十余篇，以及散文集5部。还创作
有《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两部话剧作品和《太阳有耳》等九部影视文学剧本。    其作品在国
内外文坛具有广泛的影响，先后被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瑞典语、俄语、日本语、韩
语等二十多种外文、一百多种版本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曾获国内外多种文学奖项，包括台湾联合
文学奖、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香港世
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及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莫言成为第—位获诺贝
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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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和他的故乡》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不眠之夜  一、时间凝固在那一刻  二、漫长等待的岁月  三、莫言PK村上春树  四、收获的秋天
到来了  五、斯德哥尔摩：欢乐的冬夜第二章  齐鲁大地的儿子  一、“苦难”的年代  二、军中岁月  三
、处女作：《春夜雨霏霏》  四、军艺才子  五、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第三章  高粱红了  一、首
部获奖小说：《红高粱》  二、首部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  三、《红高粱》：从小说到电影  四、
中国：高粱红了第四章  故乡泥土的芬芳  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二、1985年：《白狗秋千架》  三
、1988年：《天堂蒜薹之歌》  四、1993年：《酒国》  五、1995年：《丰乳肥臀》第五章  蛙声一片  一
、《檀香刑》：鼎均双年文学奖  二、《四十一炮》：“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三、《生死疲劳》：“
红楼梦奖”  四、《蛙》：茅盾文学奖  五、作家与“地气”第六章  乡土生活的馈赠  一、高密：莫言
文学馆  二、“东北乡”传奇  三、怀乡与怨乡  四、莫言创作研讨会  五、潍坊：飞翔的风筝第七章  从
故乡走向世界  一、故乡与亲人  二、大江健三郎VS莫言  三、红高粱文化节  四、法兰克福书展  五、越
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附录  莫言生平及创作大事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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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和他的故乡》

章节摘录

一、时间凝固在那一刻    时间凝固在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瑞典当地时间10月11日13时）。位于北欧
的瑞典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正式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因此成为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当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隆德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整个大厅沸腾起来了！应邀出席新闻发布会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李晶思回忆说，现
场气氛非常热烈，大家纷纷上前祝贺中国记者。    当天，中国《环球人物》杂志的三位记者刘仲华、
董阳、张晓博特意提前1小时赶往瑞典学院，经过两道安保的检查才进入现场。他们发现，古色古香
的学院大厅里已经挤满了前来占位的媒体记者和各种机器。大家都把镜头对准了大厅一角紧闭着的大
门。这扇通往院士会议室的大门已经被围栏围住，再过一会儿，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神秘答案就将从
这扇大门里带出来。    记者环视了一下周围，只见人头攒动，参加发布会的人数似乎明显比去年多。
除来自世界各国的媒体记者外，还有一些学者和当地高校的学生。瑞典学院每年通过抽签决定谁可以
到现场旁听发布会，幸运被选中者通常都兴高采烈，早早地就赶到现场。一位教授在得知刘仲华等记
者来自中国后，便预测说：“今年肯定是亚洲作家获奖。”①    13点整，紧闭的大门打开了，瑞典学
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隆德在“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中走了出来。他像往常一样淡定，先是用瑞典语
、后来又用英语宣布：“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    话音未落，人群中爆发出一阵
欢呼声，所有挤在现场的中国记者和旅瑞华人都激动不已。周围的瑞典人则纷纷向中国记者表示祝贺
。    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称，“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
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因此，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莫言。    大厅另一侧的一张空桌子，迅速被布置成一个展台，
放上了10多本莫言的瑞典语、英语和法语著作，其中有《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书的旁边
还摆放着瑞典学院关于莫言获奖的一大沓瑞典语、英语、德语、法语新闻公报，上面有对莫言本人和
作品的介绍以及评价，供与会者取阅。    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瑞典著名汉学家马
悦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莫言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十分富有想象力和幽默感．
他很善于讲故事。“他不学别人，他只写他要写的东西。”马悦然与莫言是相识30年的好朋友，近年
来，他翻译了莫言的两部作品，但都还没有出版，因为怕有人据此推测莫言要获奖。他笑着跟记者说
：“今天晚上回家可以拿给出版社出版了。”他认为，此次莫言获奖将有助于进一步把中国文学介绍
给世界。    瑞典汉学家陈安娜是莫言的三部长篇小说——《红高梁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
死疲劳》（瑞典语版本）的翻译者。她的先生、旅瑞华人作家万之在发布会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生死疲劳》非常精彩，5年前当安娜拿到这部作品时，我就对她说，你一定要翻译，这是一部能
拿诺贝尔奖的作品。今天我很激动，这是中国籍作家在文学奖的零的突破。大陆有很多好的作家，莫
言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得奖可以让全世界关注中国文学，关注中国作家。”    尽管由于世界
经济不景气及连年人不敷出，诺贝尔基金会已经宣布，将2012年的奖金数额削减20％，通过减少开支
来保护基金会的长线投资。这意味着诺贝尔奖的奖金数额将从目前的1000万瑞典克朗减至800万瑞典克
朗（约合人民币750万元），但不容否认，该奖项依然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学巨奖。    在公布诺贝尔
文学奖“新科”获奖者后，瑞典学院工作人员立即用中文对莫言进行了电话采访。莫言在采访中表示
，听到获奖后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一直感觉诺贝尔文学奖离我非常遥远”。采访者告诉他，今后
全世界大学生都会阅读他的作品，并请他推荐一部自己的主要作品，莫言推荐了今年刚刚在瑞典出版
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他说：“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的写作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
上所做的一些探索。”    在谈到当年如何走上文学道路时，莫言直言，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书，
后来读得多了，就引发出对文学的强烈兴趣。“当我拿起笔写作的时候，我首先感觉到有很多话要说
，我发现通过文字表达是最有力量的、也是最自由的一种方式，所以我就开始写作了。”他坦言，自
己当然也想通过写作来证明自己、改变个人的命运。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也是一个不平静的夜
晚。当晚，位于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的中国作家协会灯火通明，从作协领导到普通工作人员，都
掩饰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因为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莫言正是中国作协的现任副主席
，因为中国文学界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史上有了“零的突破”。随后，中国作协通过官方网站发表贺
词，向莫言表示热烈祝贺。贺词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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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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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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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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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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2年金秋时节，从遥远的斯德哥尔摩传来了中国当代作家莫言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消息。在为
莫言感到欣慰、为中国文学感到庆幸的同时，我和许多国人一样，对莫言的获奖经历、成长经历和创
作经历也产生了了解的渴望。而随着这种了解的深入，进一步萌发了把自己了解的东西与大家共同分
享的想法。于是，有了眼前的这本《莫言和他的故乡》。应当说，本书的写作完全是出于自己对莫言
、对文学、对齐鲁大地的热爱。    首先，是出于对莫言的热爱。莫言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生长于偏
僻的乡村和贫苦的家庭，经历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饥饿、孤独、受歧视等种种磨难，从一个不遭人
待见的放牛娃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他的人生道路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也使我想
起了童年时读过的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两位大师的人生经历都印证了这么一句古老
的格言：苦难是人生的老师。自然，饱经苦难而终成大器的莫言是值得人们热爱的。    其次，是出于
对文学的热爱。回想年少时，自己也曾是一个“文学少年”，也有过与莫言同样的“追书”、“换书
”、“藏书”和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读“红色小说”、“古典小说”的经历。后来上了大学，读了
研究生，虽然学的是经济学，却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的喜好。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等文艺新潮理
论和宋耀良的《十年文学主潮》等文学史著作，成了我读书阶段的案头书。它使我对文学作品中的许
多人物形象有了更加透彻的理解，对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思潮、现象、作家、作品也有了更为全面
的了解。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和网络等新传播工具的发达，纯文学似乎离人们越来越远，而莫言
的获奖则使人们重新唤回了对文学的关注和热情。莫言是如何获得成功的？他在文学作品中构建的“
高密文学王国”是什么样子的？这是文学界内外的人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自然也引起了笔者深入探
究一番的极大兴趣。    再次，是出于对莫言的故乡——齐鲁大地的热爱。2003年“非典”肆掠之际，
我第一次来到山东，就被青岛美丽的海滨景色、八大关的“万国建筑”、崂山的清静幽雅所深深地吸
引。2005年，我第二次来到山东，从济南到泰安到曲阜，齐鲁山水的雄浑和悠远深深感染了我，大明
湖的春色、趵突泉的美景让我陶醉，泰山的雄伟和孔府的壮观则让我感到震撼。2012年，我再次踏上
齐鲁大地，从潍坊到日照，一路上，与作家、企业家交流，与地方领导座谈，赏五莲风光，听费翔演
唱，不仅感受了“尚质朴、崇豪迈、重信义”的山东朋友的热情，而且领教了“好客山东”与“好酒
山东”的名不虚传。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当年，“诗圣”杜
甫的一首《望岳》，勾勒出齐鲁山水和岱宗泰岳的雄伟壮丽，表达了诗人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
雄心和气魄。如今，出自山东的当代作家莫言果然登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殿堂，领略那“会当凌
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无限风光。    “三十文章惊海内，一朝获奖震寰宇。”我为莫言高兴，为中国
文学高兴，也为山东感到高兴。从先秦的孔子、孟子、荀子到当代的莫言，齐鲁大地为世界贡献了多
位文化大师。时代改变了，而亘古不变的是孔子的“仁心”和莫言的“人性”。    在三十多年的创作
生涯中，莫言先后创作了十一部长篇小说和一百多部中短篇小说。从《红高粱家族》到《檀香刑》再
到《蛙》，他实现了自己创作主体意识的“三度跃迁”（贺立华语），即从“为老百姓写作”到“作
为老百姓写作”，再到“把自己当‘罪人’来写作”，这是他创作境界的三次提升，也是他心灵境界
的三次“净化”。    从《红高粱》时期青年莫言天马行空般的自由写作，到《檀香刑》时期中年莫言
的“大踏步撤退”和“以平民姿态的写作”，再到《蛙》时期已过天命之年的莫言“拷问人的灵魂和
作家自己灵魂的写作”，莫言一步步深入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他的作品日益表现出悲天悯人的情
怀和浓重的忏悔意识。而“有无悲悯情怀和忏悔意识，则是一个作家是否能成为世界级作家的重要尺
度之一，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政治组织、一个国家优劣的重要尺度之一”（《贺立华：莫言创作
三十年，心境三度跃迁》）。在《我心》一诗中，莫言写道：    我心化作一枝荷，亭亭净植思无邪。
虽出淤泥而不染，香远益清质高洁。    诗中所表达的回归内心的自悟、自省以及清心寡欲、宠辱不惊
、“思而无邪”的心态，是叱咤风云之后中年莫言的真向往、真性情，也是莫言持之不懈的心灵追求
。或许正是由于他的“思无邪”，由于他始终如一、心无旁骛的执着写作，诺贝尔文学奖最终才幸运
地落在了他的头上。    本书写作过程中，参阅了海内外许多新闻媒体和学术机构发表的相关报道和评
论文章，尤其是莫言的散文集《我的高密》和演讲集《用耳朵阅读》，高密莫言研究会的《莫言与高
密》以及叶开的《莫言评传》等著作，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素材，并给了我许多启发和帮助。由于成书
时间较为仓促，书稿中仍有许多不准确、不规范或其他不当之处，尚祈读者及莫言的研究者们予以批
评指正及谅解。如果这本小书能够有助于增进读者对于莫言的点滴了解，则编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
了。    本书出版过程中，厦门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相关编辑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著名军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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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高密同乡、潍坊市作协秘书长阎海峰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几位好友不仅给予多方面的鼓励，而
且提供了相关参考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林间    201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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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莫言获奖感言：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紧密相关的。林间编著的《莫言和他的故乡》讲述莫言的作品
始终深深扎根于乡土，它讲述的中国故事，洋溢着浑厚、悲悯的人类情怀。莫言一直拥抱着家乡的泥
土，红高粱与他的人群，他的创作当中充满土地的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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