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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莫言》

前言

时间是有重量与色彩的。历史必将证明而且目下已经证明，2012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界、文化界乃至
普通的中国民众而言，将成为一个充满着民族情感的狂喜、自豪同时又交织着喧嚣与骚动的国人心态
的特殊年份，这一切，皆缘于2012年10月11日中国当代作家莫言获颁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历史性事件。
作为一位为人们所公认的享誉世界文坛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深刻的抚慰
了百年来中国作家及国人身上普遍潜藏的“诺贝尔情结”，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互传喜讯，反响
强烈，可谓举国欢庆，群情振奋。尽管在莫言获诺奖之后，围绕着奠言的获奖及其创作本身，文学圈
内圈外的广大人士纷纷发表高论，各抒己见，在对莫言的好评如潮与巨大褒奖的后面，也不乏不少尖
锐的质疑与批评之声，对于一位作家(无论他是多么杰出与伟大)的正常争议置于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
中来看，并回溯近百年来中国作家与知识分子在西方中心主义笼罩下的边缘化历史境遇(总与诺贝尔文
学奖擦肩而过是其最为典型的文化表征之一)，则不难窥见新世纪(21世纪)中国作家与知识分子及国人
身上颇为复杂、微妙、富有戏剧性的文化心态。这其中的意味是无比深长的。于是，这万众瞩目的莫
言，这众说纷纭的莫言，便成为2012年最为光彩夺目的一张中国面孔，成为2012年世人艳羡的中国本
土“诺奖梦”最为成功的先行者。    简言之，在生肖属龙的2012年，莫言获取诺贝尔文学奖具有极为
典型的文化象征意义，它象征性的表明了当代中国人(龙的传人)的文学艺术创造力已经跻身于世界强
国的行列。通过莫言这个2012年的超级文化符号，当代中国人很大程度上重获了一个优秀民族面对西
方世界时必要与必需的文化信心。回到文学层面来看，莫言的此次获奖完全是凭借其文学成就与文本
的思想艺术价值而打动诺奖评委的，而非此前在中国作家身上经常投射的非文学因素(至于某些人对莫
言获奖的政治化解读则属于一种有意的误读，在此略而不论)。因而，莫言获得诺奖很大程度上象征着
中国当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获得了西方文学界的高度认同，由此雄辩性地体现出中国当代文学是
当今世界文学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2012年莫言的象征意义我们看到，有着百年历程的中国新
文学终于摆脱了长期被西方压抑的边缘化的屈辱境遇，从这个角度而言，怎样高度评价莫言获诺奖的
意义也不为过。毕竟，莫言为中国当代文学赢得了一份难得的荣耀，为国人赢得了一份珍贵的文化自
信心，更进一步说，在中国的龙年，一位中国作家问鼎世界顶级文学大奖，这无疑给中国当下的文学
艺术蓬勃的创造力营造出一种空前喜气的启示性氛围。    从一种宏阔的文化眼光来看，我们在此刻见
证莫言，就是见证莫言本人和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成就的光荣时刻，就是见证中国当代文化创造力的光
荣时刻。2012年，在中国的范围内，甚至在世界的范围内，不管人们怎样谈论莫言与诺奖以及莫言与
诺奖之间的关系，莫言话题的焦点性与丰富性都将构成我们对于2012年最为深刻难忘的文化记忆之一
，甚至构成我们内心最具亮点、最为生动的关于2012年的文化记忆。    缘于此，在莫言即将远赴瑞典
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盛大颁奖晚会前夕，几近同步性的编辑出版由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评论家们)
评说莫言的文集《见证莫言——莫言获诺奖现在进行时》，其切实的见证意味、有效的文化史料价值
与文学研究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而这本集子，也将构成我们对于中国当代作家莫言以及整个2012
年色彩丰富绚丽、滋味浓郁多样的文化记忆之一。    是为前言。    2012年12月1日于北京京师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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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莫言》

内容概要

《见证莫言:莫言获诺奖现在进行时》对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进行了追踪式的关注，汇集了诸多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的精英、翘楚与新锐人物对于莫言话题的及时
评议，同时还汇集了国内媒体、高校学子及社会各行各业的读者代表对莫言获奖话题的相关言说，见
解深刻、丰富、多元，言说者的评价立场、角度各不相同，全面而完整的呈现了莫言及莫言获诺奖的
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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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五昌，2004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编著有《
中国新诗300首》、《二十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21世纪诗歌排行榜》、《中国新诗白皮书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海子诗歌精品》、《可爱的中国——影响几代人的红色经典散文》、《
大学语文》等近20种。2006年被中国作家网列为“新锐评论家”。2007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新锐诗歌
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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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莫言》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消息传来，中国互联网上立即展开热烈讨论，有人为之欣喜，有人表示悲观，还有人呼吁
不必在意这一奖项。专家认为这条新闻引发的热议反映民众期待中国文学获得世界关注。 文学杂志《
收获》副主编程永新认为，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是很正常的，因为中国文学在过去几十年中
取得巨大进步，他们希望得到认可。 译林出版社综合编辑部主任王理行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进步体现
为愈加自信。“目前，一批颇具实力的中国作家的主体意识和自信心都已大大增强。” 他表示在改革
开放之初，中国作家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外国文坛各种文学作品眼界大开。不少人热衷于模仿自己心仪
的外国著名作家，但现在他们在广泛了解外国同行并有意识、有针对性地消化吸收其长处的同时，已
不再对其顶礼膜拜。 “现在中国作家能发现中国文化、观念、思维、题材和中国作家独特的个性在世
界文学大家庭中应占有的位置。”王理行说。 莫言作品便是如此。作为莫言的朋友，程永新说：“莫
言在农村长大，对中国乡村文化非常了解，并且他对中国的历史、社会和人性都有独到见解。” 遗憾
的是，目前只有少数中国作家的作品经过翻译与外国读者见面。程永新表示像莫言这样通过出版社和
经纪人在西方国家出版作品的作家是极少的。 由于中国的作品很难引入西方国家，中西方的文学交流
仍然处于不平等状态。程永新认为中国文学难以被西方接受的原因主要在于翻译困难、意识形态羞异
和文化差异。 王理行说，甚至很长时间里西方文学界很多人一直认为中国文学根本不值得关注。随着
中国的快速崛起，越来越多的人把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了解中国的窗口。因此，被翻译为外文的中国当
代文学作品数量有所增加。 王理行说：“如果中国作家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必然会提升中国文学的
影响力，毕竟这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 但许多学者和微博网友也呼吁要理性看待诺贝尔奖
。 “诺贝尔奖不是奥运会。”王理行说。他指出，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奖项而非一场竞赛，是瑞典文
学院的评委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评定的，选出的不一定是当年最好的作家。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扬认
为无须过于在意是否得奖。“文学欣赏与个人审美情趣有关，不同人有不同的口味和偏好。”他还指
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平台有限，可文学的天地无边，因此呼唤广大读者更多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他们的作
品，而不是声名和奖项。 今年57岁的莫言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包括《红高粱家族》
、《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等。 对于媒体的热烈报道和外界的广泛关注，莫言以“我没看法
”低调回应。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将于北京时间本周四晚七点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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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2年10月11日本来是个比较普通的日子，但当它与中国当代作家莫言联系在一起，当它与诺贝尔文
学奖获奖结果的公布日联系在一起，尤其是这一天以一种戏剧性与喜剧化的方式圆了中国作家及国人
的百年诺奖梦，这个日子就变得极为不平常．变得令许多中国人难以忘怀。    我清楚的记得，2012
年10月11日下午4时许，我接到人民网的编辑王攻打来的电话，约好当晚七时左右电话采访我，题目是
：“中国作家离诺贝尔文学奖有多远?”这种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的题目及讨论我以前经常在媒体上见
到，但我这次感觉有些不同，我的直觉告诉我，诺贝尔文学奖离中国作家已经近在咫尺了。晚上六点
，我进入北师大二教一0八教室，给学生们讲授中国当代文学热点研究课程，我当晚重点讲解的就是
莫言、余华的小说创作。上课时，我怀着一种兴奋而激动的心情，告诉北师大的学生们(包括外国留学
生在内)，今晚，我们将见证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在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个热门候选人莫
言与村上春树之间，我毫无保留的倾向前者．我对学生们说：我预言莫言今晚将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上课到七点过后，台下的学生们当中突然起了一阵骚动，我忙问究竟，学生们纷纷回答说莫言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学生们是通过手机报、手机信息迅速获知这一重大的文学事件的!我闻讯大喜，
当即在课堂上对莫言荣获诺奖表示由衷的祝贺与喜悦之情，学生们也欣喜万分，之后师生们在一种无
限喜庆的心情中完成了当晚的讲课任务。    当晚的课八点结束，之后人民网的王玫编辑又和我通上电
话了，下午的采访题目已经失效了，她让我谈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关话题。当晚八点半左右
，我在北师大南门对面的墨迹咖啡馆接受了人民网的电话采访，重点回答人民网的网友就莫言获诺贝
尔文学奖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据悉，与我一同接受人民网电话采访的还有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先生
。我情绪兴奋地回答着网友们对我的提问，对莫言获诺奖的原因、意义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做
出了自己的回答，一时间侃侃而谈，也顾不上字斟句酌了。访谈约一个小时。结束采访后，在回家的
路上，我回味今天在课堂上我预言莫言获诺奖的情景以及随后莫言获得诺奖的重大新闻，还是有些像
在做梦的感觉．尽管我已有心理准各，但这巨大的喜讯来得如此迅捷，我还是有喜出望外之感(很多人
都有这种感受)，连莫言本人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都说对获诺奖感觉比较意外。因而，对莫言和他的
朋友们以及许多中国民众而言，2012年10月11日之夜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夜晚。    此后，莫言成了中国
各大媒体乃至世界各大媒体集体关注的焦点人物，在各类媒体上对莫言的各种评论连篇累牍，对莫言
的各种研讨会也层出不穷。北师大文学院也于2012年10月16日专门召开了莫言获诺奖的庆贺会与研讨
会。文学院的许多老师和在京的一些著名评论家、学者、编辑家、作家(如何震邦、陆建德、林建法、
李洱等)应邀与会。会议由北师大文学院书记李国英教授主持，文学院院长过常宝教授致词，现场气氛
热烈．大家争相发言，文学院师生的喜悦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因为莫言是北师大校友作家，莫言的
这一身份无疑为北师大文学院赢得了空前的荣誉。也因为这一原因．莫言的恩师、北师大文学院资深
教授童庆炳先生对莫言获诺奖备感欣慰，他卧病在床接受了学生记者的采访，精神振奋地对莫言的获
奖畅谈了二十八分钟的感想。顺便提一句，作为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我这次及时性的受到人民网、
中国教育电视台、作家网等媒体的邀请谈论莫言获奖，恐怕与自己的北师大文学院教师这一身份不无
关系，从这个角度讲，我委实沾了莫言北师大文学院校友作家这一身份的光呢。    不过．作为一名当
代文学研究者与当代文学专业教师，专业的敏感是我觉得很有必要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历史
性事件，以及莫言获得诺奖后社会各界对莫言及其创作的各种评说留下一份文字的见证。我在不同场
合说过，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犯尔文学奖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最为重大的文学事件之一
，其里程碑式的文化意义是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如果不为莫言获得诺奖留下一份见证性的文字资料，
不将那些零散的评说莫言及其创作的文字汇集成书，我个人以为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何况莫言兄还
在2010年一次性的馈赠给了我五本他的大著，并在每本书的扉页上都用心的签上了他的大名，体现出
了他对我的慷慨友情．令我非常珍视，于公于私，我都要为获得诺奖后的莫言兄做一点有价值的资料
留存工作。    于是就有了这本《见证莫言——莫言获诺奖现在进行时》的诞生。为了立体化的呈现莫
言的作家形象与创作风貌，我本人有意向一批评论家、部分媒体记者、部分高校学子及社会各界代表
约稿，意图让人们在对莫言见仁见智的众说纷纭中展示莫言作为一位重量级作家其人其文内涵的无限
丰富性。在这些专业批评家与普通读者对于莫言的言说与评议中，大家绝不只是对头顶炫目光环的莫
言一味高唱大唱赞歌，也有不少人态度冷静地对于“莫言热”现象予以了理性的剖析与反思，甚至萌
发了某种忧思。我以为，这种常态化(正常)的学理性言说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全面的认知莫言与莫言的
文学创作，对于进一步深化莫言研究，都是很有裨益的。    《见证莫言——莫言获诺奖现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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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的问世，凝聚着诸多朋友的心血与劳动。在此首先要非常感谢漓江出版社对此选题的全力支持。
同时要非常感谢我的当代文学批评界同行与朋友李敬泽、陈旭光、谢有顺、张志忠、张光芒、何言宏
、路文彬、宋剑华、葛红兵、昌切、王春林、陈定家、黄伟林、李云雷、徐妍、刘复生、罗振亚、李
润霞、张夏放、师力斌、晏杰雄、吴投文、荣光启、龚奎林、谭畅、董迎春、侯桂新等对我编选工作
的积极配合与鼎力支持，这些评论界的重量级人物与新锐力量关于莫言的即兴性文章与学术论文，立
场、角度各不相同，但总体见解深刻，行文精彩，为本书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含量。而媒体界、高校学
子及其他行业朋友关于莫言的言说文字，也有许多新人眼目的思想锐见与独特看法，进一步丰富了莫
言话题的言说空间，在此也要感谢他们的积极参与。    借此机会，我还要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领
导与同事张健教授、过常宝教授、李国英教授、张清华教授、张柠教授、曹卫东教授、李怡教授、杨
联芬教授、刘勇教授、邹红教授、黄开发教授、沈庆利教授、康震教授、王泉根教授、陈晖教授、任
翔教授、赵勇教授、王向远教授、李春青教授、董晓萍教授、陈子艾教授、李正荣教授、方维规教授
、万建中教授、陈太胜教授、姚建彬l副院长、梁振华副教授、熊修雨副教授、张国龙副教授、张燕玲
副教授、岳永逸副教授等表示集体性的谢意，在我本人自2004年起迄今为止任教于北师大文学院的八
年时间里，上述领导与同事们在不同的时间段以不同的方式给予过我诸多的关心、帮助、鼓励乃至鞭
策，倘若说我今天在包括当代诗歌在内的当代文学批评与研宄领域取得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成绩的话
，是离不开北师大文学院领导与同事们给我营造的包容性与鼓励性的集体氛围的。因而，我在此要特
意对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最后，我对为本书热心组稿的青年批评家晏杰雄、董迎春、周毅博士等人
表示感谢。我的研究生刘君君与薛晨同学，以及粱艳华、周瑞琛、尹君、黄至煌、罗法长等同学为本
书的文字录入与初步编排工作付出了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谭五昌谨识2012年12月2日于北京京师
圆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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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莫言》

编辑推荐

《见证莫言:莫言获诺奖现在进行时》将构成我们对于中国当代作家莫言以及整个2012年色彩丰富绚丽
、滋味浓郁多样的文化记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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