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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莫言最初是以电影《红高粱》的原著作者身份而在日本为人所知，此后，他的主要作品被翻译成日语
广泛流传，逐渐成为在当地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当代作家。2004年年底至2005年年初，应北海道有关方
面邀请，历时12天，纵横三千公里，莫言一行人的足迹几乎遍及北海道。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吸引莫言
前往的原因是，他想亲眼看看他的老乡刘连仁——上世纪40年代初被日军强掳去当劳工，后逃亡——
在那儿过了足足13年野人生活的地方。在旅途中，莫言与旅伴们畅谈文学、艺术、人生、动物、战争
、过年，与当地普通的学生、影迷、乡民交流，谈吐风趣，见解独到，这些都在书中得到了生动的展
现。

Page 2



《莫言·北海道走笔》

作者简介

莫言，山东高密人，1955年生。著有《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
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十一部，《透明的红萝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
并著有剧作、散文多部；其中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荷兰、瑞典、
挪威、波兰、阿拉伯、越南等多种语言，在国内外文坛上具有广泛影响。莫言和他的作品获得
过&ldquo;联合文学奖&rdquo;（中国台湾），&ldquo;华语文学传媒大奖&middot;年度杰出成就
奖&rdquo;，法国&ldquo;Laure Bataillin（儒尔&middot;巴泰庸）外国文学奖&rdquo;，&ldquo;法兰西文
化艺术骑士勋章&rdquo;，意大利&ldquo;NONINO（诺尼诺）国际文学奖&rdquo;，日本&ldquo;福冈亚
洲文化大奖&rdquo;，中国香港浸会大学&ldquo;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middot;红楼梦奖&rdquo;，美
国&ldquo;纽曼华语文学奖&rdquo;以及中国最高文学奖&ldquo;茅盾文学奖&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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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  毛丹青北海道的人  莫言与莫言同行——10天3000公里纵横北海道冰雪北海道温柔的札幌雪在
北海道的冷中与《暖》交汇莫言访谈录狞厉襟裳岬坚硬的钏路雪莫言谈文学泡汤赏雪流冰——固体的
大海札幌的新年大通公园倒计时北海道神宫祈福莫言谈过年藻岩山的日出伏见稻荷神社莫埃来沼公园
函馆——情人的城市温泉旅馆最后的武士饥饿的海峡味蕾的狂欢最好吃的拉面送到札幌市的莫言馒头
感言莫言谈动物及其它编后记  郏宗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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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莫言谈孤独记者：你在北海道的冰雪天涯中行走，思绪经常会跳转到你的高密东北乡。我们不妨
在这一特殊时空让你回忆一下你的文学道路。现在看，是什么促使你走上文学的不归路的？ 莫言：可
能是孤独吧。小时候我的作文还不错，应该说还是受老师喜欢的，但我从小就喜欢用另外的声音说话
，不愿意跟在老师后面人云亦云。那时就想着要占领舆论阵地，办了一个蒺藜造反小报，也就是黑板
报，专写那种浑身是刺的打油诗，后来便被学校开除。后来复课闹革命，我也因为有前科而不能上学
，只能去放牛。一个人牵着牛从校门经过时，心里备感凄凉。在田野里对着天空的乌、河沟里的青蛙
放歌，革命歌曲唱到第三句就改成自己的词了。那时是打着赤脚光着脊梁，一副前路茫茫的样子。但
也因此，我有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一段时光。可以说从开除出校到长到十六七岁，我跟牛羊呆的时
间远多于和人相处的时间。为把牛羊放得更肥一些，还会到更远的荒地去。母亲用手绢包裹着玉米饼
或地瓜给我作午餐，但我常常在路上就把它吃光了。饿了就到地里找野果子吃，还吃过刘连仁吃过的
野韭菜。渴了就喝河沟里的水，经常会把小蝌蚪喝下去。这一段对我后来的写作起了决定性作用。一
个人最早写作时，往往离不开自己的童年经验。我也是这样。像早期从儿童视角写的《透明的红萝卜
》，小孩打铁的事，我自己就有，曾经在一个桥梁工地上给一位师傅当小工。评论家往往认为大自然
、动物是我作品的重要构成，这其实就是那段经历造成的。因为天天就是和大自然打交道，一起笔就
感到它们向我的作品里面跑。写出来听到的好评很多，以致于我的创作一度有些不加节制，写了七八
章了人物故事还没出来。后来意识到这样有意为之远没有自然流露效果好，现在反而主动节制了。记
者：最初拿起笔创作是出于什么心态？莫言：那时候我是个战士，在保定当兵，做图书管理员，一心
想提干。但是当时总政发文件，不允许从战士直接提，我的事就黄了。到了1980年，我们单位问我想
不想当政治教员，暗含的意思是给一个提干机会。我那时哪懂什么政治经济学、哲学啊，但事关前途
命运，一咬牙就应承了。花了三个月恶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然后就说着一口山东话
上讲台了。那时年轻，记忆力好，一口气往下讲，也能叽里呱啦不断词儿，颇受欢迎。但是有政策在
先，我还是提不了干，苦闷中一是躲在图书馆看书，二是写小说。为写小说，也为备课，我每天都到
树林里对着白杨树练演讲。放羊的百姓觉悟高，还向我们单位领导汇报，说部队有个战士，每天早晨
对着杨树训话，领导则说我是小才子。我的小说《春夜雨霏霏》和《民间音乐》就是这时发表的。发
表后领导来考察，单位就安排我讲课，我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边讲一边看政委在下面点头。事后
还夸我逻辑性强，哪是我逻辑性强，是人家教学大纲逻辑性强。后来我就被总参特批提干了，还被调
到北京来。在延庆写新闻简报，政委说我写得不像，太华丽而没有事实。他讲了自己一件事，我印象
深刻。说有一年带几个干事去历史博物馆，因为自认是学历史的，就充当了讲解工作，讲着讲着发现
有一个身穿中式罩衫的老头在那儿听。讲完了，老头就走过来说，哪哪讲得不对。问他是谁，老头说
：我是沈从文。听了这个故事，我便觉得一定不能目中无人，谁知道哪座深山有高人呢。    记者：还
记得第一笔槁费多少钱吗？莫言：七十二元。这个不会忘，因为在1981年，我的工资才二十六元，那
一笔就是巨款了。我花了五元八角买了一瓶”刘伶醉”，一帮战士一起喝掉了，余下的，添上一点积
蓄，就买了一块手表，是西安产的蝴蝶牌手表。记者：那你最初发作品就是用莫言这个名字吗？我记
得你在军艺时用的名字可是管谟业。莫言：应该是莫言。正式改名为莫言是1987年，因为取稿费太麻
烦了。那时在部队，改名很容易，给组织部写个报告就改了。P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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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莫言·北海道走笔》是一本大型行旅图文书。从2004年底至2005年初，历时12天，纵横3000公
里，除了西北部外，足迹几乎遍及北海道。莫言在旅途中与同行的媒体朋友畅谈文学、艺术、人生、
动物、战争、过年，与当地普通的学生、影迷、乡民交流，谈吐风趣，见解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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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不厚，随笔吧，大师的随笔，也要看看！
2、我喜爱的小老头 人出没 熊请注意
3、莫言讲故事很不赖！
4、打着名人的名号，内容零散，也就看看照片吧
5、没印象了。画册的感觉
6、点点点，我的北海道。
7、莫言还是小说更充实，具有社会感
8、喜欢的作家+国家

9、莫大叔真幽默
10、风吕 
11、小狐狸实在时太可爱了
12、莫言的书很赞，老公喜欢！
13、年轻时候看的 可以看看图
14、祝贺祝贺：）
15、多么想在冬天去北海道，和最爱的朋友，一起感受雪那令人惊叹的柔美。
16、超级喜欢北海道，想养老的地方啊
17、北海道真是一个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会让人心生向往的地方
18、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还都不知道莫言是谁，他就已经在日本红了。在他未获诺贝尔奖的书，看过后
很佩服他的思想，总算明白为什么他就能得诺贝尔奖
19、匆匆翻页过，似乎只留下一片白茫茫的图像记忆
20、书里内容不多，但总有几个句子值得抄下来。
21、图片很好看
22、我已拥有莫言的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十三步、藏宝图、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及许多中短篇小说
选。他的作品语言诙谐幽默，不少时间我都是笑着读完的。我喜欢莫言的所有作品。
23、还没来的及读，应该是一本好书，可惜和我想的有所不同
24、主要是看照片，文字写的不太吸引人
25、图比内容好看
26、不值得买把 因为这书 内容太少了 不过里面的几张图片挺好的 
27、一些对话，不是很详细的对话，可能要慢慢读。
28、　　  这本书其实内容上没讲什么。单纯的是作者旅游杂谈。
　　  不算实用的书。
　　  主要看风景照片的。
　　  排版不错。
　　  莫言名气真大。
　　  北海道真美。
29、约摸几年前借过，看了几页作罢。前几天又从图书馆借出，今晨在床上把书看完，真是意犹未尽
。北海道这个日本的一个地理名词在我脑袋里鲜活开来，隐约看到了小樽，看到了山水荒原雪地温泉
。好想去看看
30、主要就是图片和一些事情的记录，一般般啦。但对于想要了解莫言来说还是不错的一本书。
31、对莫言没兴趣的就别看了⋯⋯文人那一套我不懂，把它当相册集随便看看就好了⋯⋯
32、北海道一定很美吧。温泉。雪。天鹅。美食。我一定要和她一起去一次/
33、还蛮欢乐的。
34、完全不能理解花钱买这玩意儿的人的心态。
35、莫言得了诺贝尔，仔细想了下还真只读过他这一本书。
36、这本画册，是文化机构策划的一次交流和采访。新闻性和商业味比较浓，可以作为文化旅游的一
种资料，看自己的文学偶像在日本的旅游生活。图片的构图离专业水平还差了一点，而且是借莫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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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来招徕看客，其实整本画册，只有开头一篇文章《北海道的人》是莫言写得，此外，还有两个记
者访问专题，一个在北海道大学的讲演。最后还有一些杂谈。其余的篇章是随行的记者写的，占了大
部分篇幅，而且字很大，有增加页码买好价钱之嫌。如果囊中有物，还是可以买一本来翻翻的。60多
元钱，可以买三本莫言的小说了。窃以为，还不如拿这些钱买以下几本书：1、南海出版公司《我在
暧昧的日本》，里面有莫言和大江健三郎的精彩世纪对话；2、《红高粱家族》；3、《丰乳肥臀》；4
、《檀香刑》；5、《生死疲劳》。
37、　　在今天，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张，但是静下心来读一读这样一本书还是让人心情愉快的
不错选择。
　　莫言的书以前并没有读过多少，不过看过改编的电影。虽然电影和小说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所以我只想说说日本。
　　小时候更多是被教导日本如何如何，我们的思想和感情都是被舆论引导，这种舆论却并非官方，
而道听途说占了大多数，让我们对这个国家，似乎有太多并不基于自己的判断力而产生的感情。
　　离开了被他人言论所控制的日子，日本确实有许多能够让人欲罢不能的爱上的出色点。
　　在莫言的这本游记+访谈里，他向我们所展示的日本，也许并不是一个生活化的日本，但是他作
为一个游者，日本所有闪光的地方，是能够被描述的淋漓尽致的。
　　其中有一张（疑似）航拍的照片，展示了一个村庄，密密的小房子群落被几条笔直的马路分割成
一块一块的，在村庄的外围，就是干净的几乎不落脚印的雪地和连绵的玄色群山。
　　温泉旅馆里让人神往的与猴子同浴，在照片里看到莫言像个孩子一样蹲在村庄边缘的雪地里喂一
只毛色非常漂亮的小狐狸。在某条河里，也许正有一只狗熊站在石堆里等待鲜美的鱼。
　　
　　我以前觉得，这样人和动物都平等的生存的地方，或许是阿拉斯加，也或许就是北海道，再或许
还有世界许许多多的地方。
　　但是我丝毫不会想到这样的地方在中国，或者在中国的较多地方。
　　
　　我走过中国的农村，可是北方农村给我的印象就是土色的房子，土色的山，土色的树，甚至还有
人们土色的面孔，一切都像是蒙上了一层黄土，没有这里村庄的充满情趣。
　　我在一个山区里爬山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旁边那个山坡上有一只妈妈呱啦鸡，带着一队小呱啦鸡
在草丛中迅速的跑过，小呱啦鸡跟着妈妈的足迹，像是一束光线划过时的视觉延迟，完全保持着那种
曲折的角度。
　　
　　但是这种生态的画面给我的感觉，并不是书中北海道的那种静谧与和谐。
　　小狐狸在雪地里奔跑，天鹅在散发着雾气的湖里不慌不忙的游动。仙鹤在一片湖泽里起舞，背面
是青色的山峦。
　　水墨画一般的气息，让人沉迷。
　　
　　让我印象深刻的两种食物——莫言馒头和高田虾。
　　莫言馒头在书中是一个机缘，这位大师将莫言的名字定为自己新的点心的名字。
　　这一部分让我体会到，日本是一个认真的国度，所做的职业，似乎都是以一种充满温情的美感来
对待。插花可以，点茶可以，甚至是画漫画也可以。
　　还有就是做糕点。
　　
　　高田虾在莫言的笔下描写得令人读来似乎也尝到了它的鲜香美味，但是搜刮记忆，却没有相似的
体验可以作为想象的基石。
　　作为食物的话题，对比国内，我实在没什么好讲。就是凑合吃吧。
　　
　　对于我个人，比起读某位作家的文字，我更为习惯的方式是先读他的生活，或者他的传记。
　　莫言的北海道走笔，便是他的生活，在此书中，还收录了他在北海道大学的演讲，以及一些媒体
采访。从中通过他的叙述和对比，了解到不少他的经历以及生活态度。之后再读他其他书，大抵应该
会觉得那些故事也活起来。

Page 8



《莫言·北海道走笔》

38、10.0820
39、照片很漂亮。喜欢他描写北海道海还有他小时候家里的一头牛的文字。
40、没什么意思
41、书很精致 有几页的字体大到晕眩 北海道真美 只是主人公相貌很妨碍我把它看完 我得咬着牙才能
进行到底
42、虽然有着描写过许多抗日情节的作品，但是莫言老师对于日本的评价很中肯，这是一本经历过风
雨动荡年代老者的访谈录，也更是一本充满了人文关怀旅者的游记。
43、以为是小说呢，结果不是，有些失望。
44、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突然想起若干年前看过这本
45、　　《莫言·北海道走笔》这本书是在这两天临睡前看的。
　　
　　朋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说：“莫言？我知道这个人。”我想大概知道《红高粱》的人要比知道
莫言的人更多吧。我就是这种。我知道红高粱是因为张艺谋和巩俐。之后才知道莫言，还惊叹地说，
哦原来是《红高粱》是他写的。
　　
　　这本书，和一般的旅游书差不多，眩目的图片让人记住晶莹洁白的北海道，温柔浪漫的札幌，狞
厉襟裳岬，还有令人流连忘返的温泉和诱人的高田虾。这些图片让我很想率性一把，收拾简单的行囊
再到日本一趟。而在夜里，最诱惑我的是鲜美的蟹和虾，饥饿感汹涌而至。
　　
　　书中让我觉得受益非浅的应该是莫言的访谈。
　　
　　昨晚和妹妹讨论的就是莫言谈文学中的一段“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我作为老百姓来写作，我反应
的就是我个人感受到的痛苦。当我真切地感受到老百姓所能感受到的痛苦时，我写我个人的痛苦，写
我个人的愿望，也就代表了老百姓的痛苦和老百姓的愿望。我说的是我的心里话，恰好也是老百姓他
的心里话，这两个点契合了，这个作品就是非常好的作品，而且 也能引起非常好的反响。如果你千方
百计地想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居高临下地看着芸芸众生，然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批评政府，批评
党派，这未必是在替老百姓说话，实际上你是在作为一个高等人说话。”
　　
　　因为她和我说写作没有素材。我就问她关于奶奶给我们讲的农村的一些琐碎事儿，都反映了什么
。她没有深思。其实如果再进一步思考，对照现行的政策就知道为什么农村的改革一直都摆在最重要
的位置，却又一直没有很快实现。许多文学作品反映的其实和奶奶给我们讲述的差不多。倾听别人的
故事，反映最真实的生活才是文学最真的一面。
　　
　　这本书也勾起许多关于日本的回忆，刚到日本在山梨的一个温泉酒店，第一次泡露天温泉，那个
冬天只有3-4度的晚上，身体发热，头顶却是清冽的空气。在歌舞妓町一家只能容下八到十个人的小店
，吃一碗拉面。当时吃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心里一直计算着这小小的一碗面要75元人民币，
在中国已经可以吃大餐的价格。但是回国之后，不知怎地一直想那个拉面店，想那碗用猪油覆盖的，
薄薄的肉片，紫菜，鸡蛋的拉面。想起日本男人略为坚毅的脸部线条和精心打扮的美丽女人⋯⋯
　　
　　
46、画面漂亮，体格不漂亮。呵呵
47、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糟，莫言的文字极少，但是字字珠玑，随性记者的文字及翻译也非常好。部分
图片不错。排版太欺负人，字儿那么大，有充版面嫌疑。但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48、还没看完的，一下子买了1700多元的书！
49、冬天到了，是不是该去北海道了。
50、字体太大，有圈钱之感。书中的图片看起来都像是游人随手拍下的，不过北海道太美好，这些照
片即使不专业也足以动人，平实的游记风格的大字作为配图文字读起来刚刚好。
51、图书馆偶然看到 站在窗前翻完 没有霾的时候树影投在对面屋上 空气清澈 看到札幌、函馆、钏路
和石川啄木 想到中午偶然遇到的日语课上常坐在前面的姑娘 剪了头发安静清冷 毛丹青先生的策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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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翻起来略像国家地理 内容却不管文字或者图片都稍微欠缺
52、未完成。
53、几乎没有春天的北海道却让人觉得温暖, 不是因为有很多露天风吕, 而是因为人与人, 人与自然之间
的关系
54、原来期望挺高的，可是阅读后觉得内容一般，没有太多莫言在北海道的感想。
55、图文并茂 图多文少。本来是想看莫言文字过瘾的。但买它是没有这种效果的。
而且里面是很多人的集锦。只是贴着莫言的牌子。

所说开卷总有益，书也可以。但纯粹为了莫言而准备买的朋友可以收手了。
56、诺贝尔奖闹得凶，想起两年前读过这本......
57、　　官方游记+采访录。
　　虽然观光佳季是夏的7-8月，官方却选择了最鲜明的冬天。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吧，看似最不利的
一面才恰好能挖掘出最有特点的地方。冰火两重天的美人泉，硫磺蛋，时速15km的狂风，好爽。
　　襟裳岬，这个柔软又稍显锋利的名字，第一次看到是一年半前录汇报的时候，第二次是发现邓丽
君翻唱过这首歌。忽然就想到了成山头，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海浪。走在边界线不时被拍湿。但襟裳岬
明显是更凛冽更“狞厉”许多倍的。
　　见证过黎明和舒淇的爱情的北海道。树木都无法存活的襟裳岬。本身也是挺残酷的一个地方啊。
58、北海道关键词：雪海、温泉、襟裳岬；描写襟裳岬那首诗很美
59、听说在北方的街道，正把悲哀投入暖炉中焚烧。北海道有一种暴力与温柔融合的美，狂风，温泉
，岛屿，天鹅，大雪，以及乌云下翻滚着的海面。
60、札幌　雪国　美好的不得了
61、想去北海道~~
62、虽然感觉像软文。。。但莫言老先生用词还是很有趣的。估计去阿寒湖的时候会选择他去过的酒
店。
63、干吗做那么大一本?里面有的部分字很大,感觉有点偷工减料,而且读起来也麻烦,不过年纪大的人读
起来还不错,因为字大.去了很多地方.因为自己也去过北海道,喜欢那里才买的,有一些有共鸣的地方.不
过这书送来的时候可真够脏的
64、好看的图文书！图片非常美，是专业的风景摄影，装祯设计也特别精致。呈现出的就是我感受的
北海道，有雪有风有温泉⋯⋯。里面有好几段莫言访谈，谈他小时候过年经历的那一段真是生动，几
乎能感受到北方小村子里油灯闪烁下吃着饺子的孩子和大人们的心情。还有谈到火狐狸的那一段，非
常值得一读。就是太贵了一点。
65、没想到这本书要75RMB啊~~~~~暂时没有北海道的旅游计划，看看书也好~~
66、喜爱“群鹤图”
67、访谈部分不错 （不知谁写的）游记相当一般
68、诟病一下这个装帧排版，其实内容上还是不错的，随行人员的文字和莫言的杂谈都有值得一看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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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莫言·北海道走笔》这本书是在这两天临睡前看的。朋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说：“莫言？我
知道这个人。”我想大概知道《红高粱》的人要比知道莫言的人更多吧。我就是这种。我知道红高粱
是因为张艺谋和巩俐。之后才知道莫言，还惊叹地说，哦原来是《红高粱》是他写的。这本书，和一
般的旅游书差不多，眩目的图片让人记住晶莹洁白的北海道，温柔浪漫的札幌，狞厉襟裳岬，还有令
人流连忘返的温泉和诱人的高田虾。这些图片让我很想率性一把，收拾简单的行囊再到日本一趟。而
在夜里，最诱惑我的是鲜美的蟹和虾，饥饿感汹涌而至。书中让我觉得受益非浅的应该是莫言的访谈
。昨晚和妹妹讨论的就是莫言谈文学中的一段“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我作为老百姓来写作，我反应的
就是我个人感受到的痛苦。当我真切地感受到老百姓所能感受到的痛苦时，我写我个人的痛苦，写我
个人的愿望，也就代表了老百姓的痛苦和老百姓的愿望。我说的是我的心里话，恰好也是老百姓他的
心里话，这两个点契合了，这个作品就是非常好的作品，而且 也能引起非常好的反响。如果你千方百
计地想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居高临下地看着芸芸众生，然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批评政府，批评党
派，这未必是在替老百姓说话，实际上你是在作为一个高等人说话。”因为她和我说写作没有素材。
我就问她关于奶奶给我们讲的农村的一些琐碎事儿，都反映了什么。她没有深思。其实如果再进一步
思考，对照现行的政策就知道为什么农村的改革一直都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却又一直没有很快实现。
许多文学作品反映的其实和奶奶给我们讲述的差不多。倾听别人的故事，反映最真实的生活才是文学
最真的一面。这本书也勾起许多关于日本的回忆，刚到日本在山梨的一个温泉酒店，第一次泡露天温
泉，那个冬天只有3-4度的晚上，身体发热，头顶却是清冽的空气。在歌舞妓町一家只能容下八到十个
人的小店，吃一碗拉面。当时吃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心里一直计算着这小小的一碗面要75元
人民币，在中国已经可以吃大餐的价格。但是回国之后，不知怎地一直想那个拉面店，想那碗用猪油
覆盖的，薄薄的肉片，紫菜，鸡蛋的拉面。想起日本男人略为坚毅的脸部线条和精心打扮的美丽女人
⋯⋯
2、这本书其实内容上没讲什么。单纯的是作者旅游杂谈。不算实用的书。主要看风景照片的。排版
不错。莫言名气真大。北海道真美。
3、官方游记+采访录。虽然观光佳季是夏的7-8月，官方却选择了最鲜明的冬天。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吧，看似最不利的一面才恰好能挖掘出最有特点的地方。冰火两重天的美人泉，硫磺蛋，时速15km的
狂风，好爽。襟裳岬，这个柔软又稍显锋利的名字，第一次看到是一年半前录汇报的时候，第二次是
发现邓丽君翻唱过这首歌。忽然就想到了成山头，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海浪。走在边界线不时被拍湿。
但襟裳岬明显是更凛冽更“狞厉”许多倍的。见证过黎明和舒淇的爱情的北海道。树木都无法存活的
襟裳岬。本身也是挺残酷的一个地方啊。
4、在今天，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张，但是静下心来读一读这样一本书还是让人心情愉快的不错
选择。莫言的书以前并没有读过多少，不过看过改编的电影。虽然电影和小说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所
以我只想说说日本。小时候更多是被教导日本如何如何，我们的思想和感情都是被舆论引导，这种舆
论却并非官方，而道听途说占了大多数，让我们对这个国家，似乎有太多并不基于自己的判断力而产
生的感情。离开了被他人言论所控制的日子，日本确实有许多能够让人欲罢不能的爱上的出色点。在
莫言的这本游记+访谈里，他向我们所展示的日本，也许并不是一个生活化的日本，但是他作为一个
游者，日本所有闪光的地方，是能够被描述的淋漓尽致的。其中有一张（疑似）航拍的照片，展示了
一个村庄，密密的小房子群落被几条笔直的马路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在村庄的外围，就是干净的几乎
不落脚印的雪地和连绵的玄色群山。温泉旅馆里让人神往的与猴子同浴，在照片里看到莫言像个孩子
一样蹲在村庄边缘的雪地里喂一只毛色非常漂亮的小狐狸。在某条河里，也许正有一只狗熊站在石堆
里等待鲜美的鱼。我以前觉得，这样人和动物都平等的生存的地方，或许是阿拉斯加，也或许就是北
海道，再或许还有世界许许多多的地方。但是我丝毫不会想到这样的地方在中国，或者在中国的较多
地方。我走过中国的农村，可是北方农村给我的印象就是土色的房子，土色的山，土色的树，甚至还
有人们土色的面孔，一切都像是蒙上了一层黄土，没有这里村庄的充满情趣。我在一个山区里爬山的
时候，曾经看到过旁边那个山坡上有一只妈妈呱啦鸡，带着一队小呱啦鸡在草丛中迅速的跑过，小呱
啦鸡跟着妈妈的足迹，像是一束光线划过时的视觉延迟，完全保持着那种曲折的角度。但是这种生态
的画面给我的感觉，并不是书中北海道的那种静谧与和谐。小狐狸在雪地里奔跑，天鹅在散发着雾气
的湖里不慌不忙的游动。仙鹤在一片湖泽里起舞，背面是青色的山峦。水墨画一般的气息，让人沉迷

Page 11



《莫言·北海道走笔》

。让我印象深刻的两种食物——莫言馒头和高田虾。莫言馒头在书中是一个机缘，这位大师将莫言的
名字定为自己新的点心的名字。这一部分让我体会到，日本是一个认真的国度，所做的职业，似乎都
是以一种充满温情的美感来对待。插花可以，点茶可以，甚至是画漫画也可以。还有就是做糕点。高
田虾在莫言的笔下描写得令人读来似乎也尝到了它的鲜香美味，但是搜刮记忆，却没有相似的体验可
以作为想象的基石。作为食物的话题，对比国内，我实在没什么好讲。就是凑合吃吧。对于我个人，
比起读某位作家的文字，我更为习惯的方式是先读他的生活，或者他的传记。莫言的北海道走笔，便
是他的生活，在此书中，还收录了他在北海道大学的演讲，以及一些媒体采访。从中通过他的叙述和
对比，了解到不少他的经历以及生活态度。之后再读他其他书，大抵应该会觉得那些故事也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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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莫言·北海道走笔》的笔记-第181页

        公费旅游，鉴定完毕。莫大爷还是很实在的！

2、《莫言·北海道走笔》的笔记-第66页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鼓励我这样一个人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还在不断地写作，而且把写作
当作这么重要的事情来做，那就是对小说本身这种完美的追求。”

3、《莫言·北海道走笔》的笔记-第50页

        “听说在北方的街道/正把悲哀投入暖炉中焚烧呢/为了莫名其妙烦恼而独自伤神的话/就把那沉闷
的岁月聚拢起来取暖吧/襟裳岬的春天是没有春天是没有春天的春天。”

4、《莫言·北海道走笔》的笔记-第62页

        莫大爷的一次公费旅游也能出本书啊！毛丹青的策划能力也太强了吧。不过里面的访谈和图片都
很不错，有机会我也要带家人去北海道转转！

5、《莫言·北海道走笔》的笔记-第1页

        论金庸与张艺谋
问：你觉得金庸的作用品算不算文学作品？你对张艺谋有什么评价？
莫言：你在街上随便拉着一个美国人，问他中国的总理是谁，他可能不知道；你问他，知道张艺谋吗
？他肯定知道。我第一次去美国使馆签证。他们问我，你认识张艺谋吗？我说，不认识。遭到拒签。
我后来马上给美国邀请我去的人电话，说，他们拒签了，他们说我不认识张艺谋，不让我去。对方听
了很愤怒，说，你马上再去签，你拿着那个带子（《红高粱》）给他们放。第二次，我再去，他们又
问我，你认识张艺谋吗？我说，我不但认识张艺谋，我还认识巩俐。结果，给了我一个三年多次往返
，随时欢迎你到美国来！你看，哪有一个人中国人像张艺谋这么有影响力。

“中国作家不是缺少思想，而是思想太多”
莫言：我觉得现实的情况是，浅薄的思想太多了，深邃的思想太少了；装模作样的思想太多了，实实
在在的思想太岁少了；虚伪的思想太多了，诚实的思想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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