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莫言在文坛获得过诸多奖项。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

本报独家揭秘这次赢家为何是莫言———
“ 他的作品最符合西方文学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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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政 著名评论家

“ 他是少有的具有精神和语
言独创性的中国作家”

究竟什么是好的文学？很多中国读者
会说，故事最好看的小说就是最好的文
学。著名评论家叶匡政昨天对本报记者表
示，在西方，中国人的这一标准早已过时。

“ 随着西方宗教的衰落，越来越多的作家
认为应该以文学去影响人们的生活。而要

‘ 影响’，首先文学就应该对人类的精神
具有启示性，另外，必须在语言的独创性
方面能作出新探索。”诺贝尔文学奖对优
秀文学的定义也莫过于此。

耐人寻味的是，因为中国作家的大部
分作品是在中国销售，所以很多中国作家
的文学取向就比较投中国读者所好，一味
追求故事的好看（ 尽管未必有多好看）。
叶匡政对本报记者说，莫言的聪明之处就
在于，他跳开了这一“ 中国的标准”，而更
早地投入到了“ 世界的怀抱”，他是一个
具有世界眼光的作家。

首先，叶匡政说，莫言的代表作《 红高
粱家族》 就是一部探索时代精神的作品，
向世界的人们展示了中国农民的那份原
始生命力，在人类精神的探索上达到了相
当的高度，而这部作品的语言也异常清
新，绝不同于当时绝大多数中国文学作品
的语言。也就是说，在遥远的1986年，莫言
的作品在精神层面与语言层面已经达到
了西方的高度。

这一有意向西方文学标准靠拢的努
力，莫言几十年也不曾中断过。“ 莫言是一
个很努力的作家。”叶匡政对本报说，“ 到
了写《 檀香刑》，他又吸收了家乡传统戏
曲‘ 猫腔’的形式，对自己作品的语言进
行了改革。而到了《 生死疲劳》，他又不多
见地展现了政治对于农村的改变。”总而
言之，在叶匡政看来，莫言能获得诺奖，是
因为他是中国作家中最符合西方文学标
准的人，“ 我以前就说过，如果中国作家能
获得诺奖，那也应该是莫言。”

■余中先《 世界文学》主编、著名翻译家
和评论家

“ 莫言进行的是最具现代意
义的写作”

《 世界文学》主编、著名翻译家和评
论家余中先长期关注国际文学的发展。昨
天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余中先表示，以国
际视野来看，“ 在中国，莫言进行的是最具
现代意义的写作”，所以莫言的获奖一点
也不令人感到意外。

余中先告诉本报，为什么之前中国作
家很难进入诺奖评委视野，这主要是因为
中国的文学总是在塑造那些“ 英雄式”的
人物，“ 这些人物大多比较单调，片面，扁
平，西方人根本不接受这种写法。”

莫言的出现却让西方人耳目为之一
新。“ 我们暂且忽略语言不说，因为西方看
到的莫言作品都是翻译过来的，他本身的
语言已经发生了改变。”余中先说：“ 但是
莫言笔下的人物、故事、情感和心声，确实
是以西方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写出来的。比
如小说的结构，人物的设置，文字的形式

等等，都是接近西方式的。”
“ 现代意义的小说，其实就是欧洲人

的小说。诺奖评委绝对不可能接受中国的
《 三国演义》，尽管这种小说在中国很有

名。而这一点，莫言在西方赚了很高的关
注度。”余中先提醒本报记者注意，其实有
一点可能是很多人都会忽视的，那就是无
论是《 红高粱家族》，还是《 生死疲劳》，
以至最近的小说《 蛙》，莫言的笔触从来
没有离开过描写中国农村，描写他的家乡
山东省高密县。

在余中先看来，每个国家的文学在世
界上都有一个意象，“ 谈到法国文学，人们
就会想起时尚的巴黎；谈到俄罗斯文学，人
们就会想到《 静静的顿河》里描写的那种
场景；谈到中国文学，人们都要看中国的农
村。”余中先认为，莫言的小说正展现了中
国农村的某些侧面，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叶开《 收获》编辑部主任、莫言好友

“ 其作品植根传统文化，又
有国际视野”

《 收获》编辑部主任叶开与莫言熟识
多年，还写过论述莫言作品的专著。昨天，
叶开对本报记者说，莫言获得诺奖并不让
人意外，因为他的作品早就被翻译成十几
国文字，具有世界的知名度。叶开认为，莫
言成功就在于他的作品“ 深刻植根于传统

文化，又具有广泛的国际视野”。“ 莫言的
作品展示了很多人类共通的价值，比如人
道主义，这样他就打通了整个世界。”

■李建军 著名文学评论家

“ 他的作品符合西方人对中
国人的想象”

对于这一点，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国际视野”是
真，“ 传统文化”可能有点牵强。“ 什么是
中国的传统文学呢？中国的传统文学讲究
含蓄、内敛、精美和婉约。莫言的作品可不
这么写，他用得最多的是魔幻、夸张，内容
上有时也会涉及血腥和暴力。这一套都是
西方文学的路子。”

李建军认为，无论如何，莫言的得奖
都是因为他的作品符合西方人对中国人
的想象。“ 因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
存在隔膜，其实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对中国
并不了解，他们对中国一直存在误读。”李
建军说，中国作家中作品真正反映“ 中国
性”的有汪曾祺和陈忠实等作家，但因为
他们写得过于“ 中国化”了，倒反而很难
进入西方人视野。

“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莫言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仅仅是一个事件
而已，对于中国文学的独立发展，并不会
产生太多深远影响。”李建军对记者说。

这次为什么是
莫言？就是一个意
外的选择，还是真
正实至名归？本报
记者昨天第一时间
独家专访了中国目
前最前沿的几位文
学评论家。

他们总体的观
点是：从中国现当
代文学史来看，莫
言的文学最符合西
方人的文学标准，
他也是最坚定自觉
地使用西方文学手
法来进行创作的中
国作家，而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莫言
的获奖本质上只是
西方文学界对中国
文学的一次选择。
这并不意味着，莫
言由此将成为中国
文坛的第一人，他
将和他的同道们一
起为振兴中国当代
文学而努力。

本报记者 郦亮

严锋（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科普
杂志《 新发现》主编）：在此激动人心的时
刻，我首先想到的是伟大的80年代，和那个
时代星光灿烂的作家群体，莫言就是他们
中的一员。莫言的创作，一直坚持着从那
个时代觉醒的人道意识，民间立场，悲天
悯人的情怀。

潘石屹（ SOHO中国董事长）：多年
前，我请莫言吃饭，吃云南菜。正吃饭时，
莫言接到从日本打来的电话。《 檀香刑》
要翻成日文，日本编辑发现‘ 凌迟’的500
刀，书中少写了3刀。让莫言在小说中再加3
刀。这是我难忘的一幕。再次恭喜莫言。”

朱伟（《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祝贺
莫言获奖，说明瑞典文学院认可了他对中
国人生存方式，中国之人性的剖析深度，
这是对中国文学辨识度的承认。从八十年
代以来，这是茣言每年不遗余力的成果，
有作品的广度，才有作品的深度。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莫言
获奖是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个大战略，可以
看出诺贝尔委员是从全球格局和视角下
考虑看待这个事情的。这次获奖可以视作
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对
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

霍建起（ 导演，与莫言合作过电影
《 暖》）：他善于用文字把对家乡的感受表

达出来。作品有独特的魅力。莫言是个很低
调的人，在奖项这些方面。得了当然好。但
得奖与否跟很多因素有关，他也该获奖了。

刘明清（ 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从
出版者角度看，或可以预言：莫言不会因为
得了诺奖而使其作品大火大卖，最多可能
只是比原先畅销一些而已，而且很可能是
短命的。中国读者很聪明很实际，他们仍
然会追逐自己值得追逐的好东西。所以，
最火最长久畅销的还会是加西亚·马尔克
斯的《 百年孤独》，余华的《 活着》，龙应台
的《 目送》。

毛维杰（ 莫言文学馆馆长）：莫言老师
没有想象中的激动。他说获奖不代表什么，
中国有很多优秀作家，也都被外界认可，不
只是他自己。下一步，仍然会把精力放在
新作的创作上。

许开祯（ 著名作家）：不只是莫言，中
国还有为数不少的作家，其作品的影响力
和坚守的文学精神，都能配得上这个奖项。
但，作家不能以获奖来证明自己，中国文学
也不能靠获奖而走向世界。文学的安静与
从容与某些奖项的喧哗与浮躁是相悖的。
我个人期盼莫言或其他中国作家比如贾平
凹、余华等获得此奖，但我不赞同把中国文
学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奖项上。莫言获奖，
只能说他配这个奖，莫言不获奖，也不影响
他在中国文学甚至世界文学中所占的地
位。 记者 杨汶 整理

■2011年 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
特勒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授奖声明形
容他的作品“ 简练、细腻，充满深刻的隐
喻”。他自1958年起，他陆续发表《 路上的
秘密》《 完成一半的天堂》《 给生者与死
者》以及《 悲伤贡多拉》等诗集。

■2010年 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
斯·略萨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略萨第一
部享誉世界的作品是他1963年出版的长
篇小说《 城市与狗》。其他比较著名的作
品还包括《 酒吧长谈》、《 世界末日之

战》、《 公羊的节日》等。
■2009年 德国女作家和诗人赫塔·

米勒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米
勒的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
描写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
1982年其处女作、短篇小说集《 低地》出
版。其他作品有《 河水奔流》、《 行走界
线》与《 那时狐狸就是猎人》等。

■2008年 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被
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授奖声明称，克莱齐
奥将多元文化、人性和冒险精神融入创

作，是一位善于创新、喜爱诗一般冒险和
情感忘我的作家。克莱齐奥是20世纪后半
期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有

《 诉讼笔录》、《 寻金者》、《 罗德里格岛游
记》等。

■2007年 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50年，她发表了第
一部小说《 青草在歌唱》。莱辛由此在文
坛崭露头角。其他作品包括《 暴力的孩子
们》、《 金色笔记》、《 黑暗前的夏天》、

《 第五个孩子》等。 据中国日报报道

》各方声音

》近五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及主要作品

这一刻，铭记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