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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莫言与高密》告诉你：高密，赋予了莫言以聪敏与灵性；高密，亦因莫言而蜚声海内外。
是高密文化孕育了莫言，是莫言，使高密大地闪耀出新的光彩。
透过高密文化，你会看到莫言小说的秘密，在莫言的文学王国中，你亦会领略到高密文化的风姿与神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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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
文学”作家。
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
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
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2011年8月，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2012年10月11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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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题词铁凝莫言与高密高密文化与莫言小说杨守森故园情结杨守森莫言和他的“高密东北乡系列”小说
管谟贤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管谟贤我们哥儿仨的当兵梦管谟贤我与莫言张世家童年的莫言毛维杰莫言
在河崖棉油加工厂的岁月王受轼莫言与胶河蒋玉君莫言与高密茂腔张宜琦北京之行访莫言毛维杰莫言
与高密民间传说杨素梅愤怒的呐喊——读《天堂蒜薹之歌》贾玉德市委书记的“红高梁”情结李大伟
拍电影《红高梁》的日子张子照百家论坛读《牛》说牛管谟贤让书香弥漫语文课堂——莫言成功的启
示贾玉德高伟人性毁灭的悲歌——莫言长篇小说《檀香刑》人物悲剧命运浅析沈润亮关于莫言文学特
色的探源宋亮由莫言的想象力所想到的管遵华莫言文学管研究资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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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母亲姓高，1922年生于河崖镇小高家庄（现名北高家）。
大名高淑娟，但一辈子没用过，公社化时生产队里的记工册以及我们填表都写管高氏。
母亲缠足，典型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因劳累过度，患有哮喘、肺气肿等多种疾病，于1994年1月病
故。
母亲是17岁嫁到我们家的，母亲的亲生母亲在母亲两岁时就去世了。
来到我们家五十多年，当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长，一直没过上好日子，及至过上好日子，又老
生病，母亲常叹自己命苦。
母亲生过七八个子女，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兄妹4人。
除我之外，莫言还有一位二哥和姐姐，莫言是母亲最小的孩子，到莫言出生时，我们这个大家庭已
有4个孩子。
后来，我婶婶又生了3个儿子。
莫言在家里的位置无足轻重。
本来穷人的孩子就如小猪小狗一般，这样，就不如路边的一棵草了。
母爱是有的，但要懂事的孩子自己去体会。
天下父母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
但母亲为了这个大家庭，为了顾全大局，必须将爱藏在心底。
记得困难时期，全家吃野菜，莫言和他堂姐（我叔父的女儿，仅比莫言大半岁）吃不下，母亲单独为
他俩煮两个地瓜或蒸一个不加野菜或加少量野菜的玉米面饼子，莫言饭量大，但他也只能和姐姐平分
秋色。
半个饼子姐姐吃了已饱，可莫言却不饱.尽管如此，也不能多分给莫言，结果是吃不饱还要挨骂。
最让母亲难过而又难忘的一件事是1961年春节，积攒了半年的几斤白面蒸了5个饽饽，摆在院子里当供
品。
过完年要休息了，奶奶让母亲去把5个饽饽收回来，母亲去收，5个饽饽却不翼而飞！
除了自己家里的人外，只是过年时来过两个“送财神”（讨饭）的。
于是我和母亲紧急出动，碰到“送财神”的就看人家的篮子，哪里还有半点影子？
5个大饽饽，白面的！
是爷爷和小弟弟们半个月的好口粮，全家人舍不得吃，不见了！
心疼，气恼，还背着偷吃偷藏的嫌疑！
我和母亲哭了半宿，母亲像生了一场大病。
此事我也终生难忘，莫言刚开始写作时，我写信把此事告诉了他，鼓励他写成小说。
他写了一篇题为《五个饽饽》的短篇小说发表了，现在，这篇作品收在小说集《欢乐十三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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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莫言与高密》即将出版，我觉得还有几句话要说。
    莫言研究会成立至今，主要办了三件事：一是创建了莫言文学馆；二是创办了会刊《莫言研究》；
三是创立了“红高粱”网站。
    莫言文学馆创建以来，海内外来宾络绎不绝，青年学生进馆读书、开展文学活动日趋活跃，真正地
成了高密市对外宣传与文化交流的窗口，对学生进行文化教育的基地，研究莫言的平台。
    会刊《莫言研究》甫一出版，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红高梁》网站的点击率逐渐上升，二者尤
其受到国内外莫言“粉丝”们的喜爱，不少人来函来电索要有关文章资料。
有两家出版社主动联系，要出版《莫言研究》合订本，我们研究再三，决定从中挑选部分上乘之作，
编辑出书，于是有了这本《莫言与高密》。
    早在莫言研究会成立之初，我就曾经说过，研究莫言，不仅国人关注，外国人也关注。
处在盛世文化氛围中的高密人，对研究莫言，义务上责无旁贷，作用上不可代替。
在研究莫言的诸多高论中，有这样两句话非常值得重视，一句是，“莫言的创作之所以一直保持了旺
盛的生命力，究其根本，应该归诸于莫言的感觉方式有着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渊源”；另一句是，“他
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
”这两句话所表述的观点，应当是高密人研究莫言的基本命题，所以高密莫言研究会的宗旨便确定为
：“立足高密、研究莫言”，就是以莫言与高密、莫言与高密东北乡、莫言与高密文化为主线，多层
次、多角度、多方面地去挖掘探索，拿出具有高密特色的研究成果。
为国内外研究莫言现象、莫言作品、莫言的成长历程、莫言的发展轨迹、莫言的文学思想、莫言的作
品价值等提供原生态的素材，也为繁荣本市文学创作，丰富本市人文资源，提升本市文化品味，推进
本市教育改革，共建文化名市贡献力量。
    《莫言与高密》所选的文章，也许有的水平有限，难得的是所有文章都是由高密籍作者写的。
他们都是莫言的亲朋好友或忠实“粉丝”。
这些文章的内容都是真实的，原生态的，感情是真挚的，都是研究莫言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充
分地体现了高密莫言研究会的宗旨，可以说是我们研究莫言的阶段性成果。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诸多领导和朋友的关心和支持。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同志，在百忙之中为本书题词，令我们深受鼓舞；在南京工作的高密籍书法家张其
凤同志为本书题签；在北京的高密老乡李希贵、李祥章、白卫平等同志对莫言研究会鼎力相助。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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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莫言编著的《莫言与高密(精)》告诉你，高密，赋予了莫言以聪敏与灵性；高密，亦因莫言而蜚声海
内外。
是高密文化孕育了莫言，是莫言，使高密大地闪耀出新的光彩。
透过高密文化，你会看到莫言小说的秘密，在莫言的文学王国中，你亦会领略到高密文化的风姿与神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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