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莫言与他的民间乡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莫言与他的民间乡土>>

13位ISBN编号：9787543691315

10位ISBN编号：7543691310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邵纯生、 张毅 青岛出版社  (2013-01出版)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莫言与他的民间乡土>>

前言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
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
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
外孙子。
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
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
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
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
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
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
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
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
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
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
了出去。
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
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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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莫言与他的民间乡土》收录了《莫言：从孤独的放牛娃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诺奖”前：
莫言先生来青岛散记——我所认识的莫言老师》；《去高密拜访莫言》；《一个中国人的“诺奖”神
话》；《你是否还在挂念那朵苦菜花——兼谈莫言与茂腔的乡音情结》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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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纯生，诗人。
“中国（高密）红高梁文化节”总策划。
莫言先生赴瑞典领诺贝尔文学奖亲友团成员。
其诗歌发表在《诗刊》《星星》《诗选刊》等几十家刊物，作品入选多家选刊。
著有作品集《纯生诗选》等。
现居高密。
 张毅，诗人。
“中国（高密）红高粱文化节”主要策划成员。
其诗歌、散文入选多家选刊。
著有作品集《幻觉的河流》《花园原址》，与他人合著《机器时代》《大地飞虹》等。
祖籍高密，现居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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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讲故事的人——莫言先生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演讲（代序） 一莫言和“高密东北乡" 寻访莫言先
生的高密东北乡 高密文化与莫言小说 童年的莫言 莫言：从孤独的放牛娃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关于
电影《红高梁》的几件事 二故乡亲友看莫言 我们哥仨的当兵梦 “诺奖”前：莫言先生来青岛散记—
—我所认识的莫言老师 心惊肉跳读莫言 方言上空的鸟群 莫言的民间立场 我看莫言与村上 去高密拜访
莫言 那些民间的艺术与生灵 一个中国人的“诺奖”神话 莫言老乡您自己说 三莫言与高密民间艺术 茂
腔与戏迷 你是否还在挂念那朵苦菜花——兼谈莫言与茂腔的乡音情结 高密民间影像 四媒体记者访莫
言 莫言的小说故乡——莫言访谈录 记忆被一种声音激活——莫言谈《檀香刑》的写作 对话莫言——
作家应把历史记忆当成素材宝库 乡土高密魔幻莫言 五莫言先生的诺贝尔之旅 莫言先生在斯德哥尔摩 
瑞典文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 美丽的瑞典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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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现在，这处旧宅已经破败不堪。
平时，莫言的二哥，今年60岁的管谟欣会用铁锁将大门锁起来。
管谟欣说：“早前，西边也有两间侧房，东头是个猪圈。
南面还有个厕所。
但是现在这些房子都因年久失修拆掉了，只有正屋的五间房子现在保留下来了。
”“老房子是民国元年建成的，刚开始只有四间。
后来发大水，房子被冲毁了。
1966年的时候，我们家对老房子进行了翻新修缮，又加了一间。
”管谟欣说：“那个时候，我们一家10多口人都挤在这个房子里。
” 正屋由于多年无人居住，里面已经发生了霉变现象。
在莫言旧居的老式木门上贴着一副褪了色的对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堂屋的面积非常小，有一个老式的锅台。
堂屋墙角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一个镜子。
另外还有一个写有莫言旧居字样的木牌子。
从堂屋入内可以进入东西两侧的房间，房间之间没有门，可以直接通行。
最西头的一间屋子内，堆放的是手推车等杂物。
 管谟欣说：那台青岛“海燕”牌收音机是1979年莫言结婚的时候买的，价格是49.5元。
镜子也是那时候添置的。
“那台收音机是当时家里最值钱的东西。
莫言出生在西头的那个土炕上。
当时家里人多，都是挤在一起住。
后来莫言结婚后，就住在东头的炕上。
他的女儿，也是在这里出生的。
” 管谟欣说：“家里兄弟姐妹一共有4人。
大哥管谟贤，退休前是高密一中的副校长，还有个大姐，莫言是老四。
” 说起童年时期的莫言时，管谟欣说：莫言从小就对文学表现出浓厚兴趣，8岁开始看《林海雪原》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
“农户家里书比较少，他就一户户去借，实在没书看就拿二哥的新华字典来背。
”莫言的一位邻居家有很多藏书，但不轻易外借，为了博取这位邻居的好感，他就去帮人家推石磨磨
面。
“莫言6岁开始上学，小学五年级遭遇文革，此后辍学在家务农十年之久，种高梁、种棉花、割草放
羊、做各种农活。
”1976年莫言参军，走出了故乡高密。
在部队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等职。
也就是这个时候莫言开始文学写作，并在一些杂志上发表作品。
管谟欣说：成名后的莫言，每年依然有大量的时间呆在家乡高密。
“一是来看望父母亲人，二是还是来接地气。
” 在高密城区的家中，莫言大哥管谟贤说起这样一件事：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时，平安村有一位邻居是
被遣返回乡的右派大学生，他告诉莫言说作家们的生活是非常富裕的，说作家每天三顿都吃饺子。
“这对一年只能吃一顿饺子的农村人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多年后，莫言回忆起这件事曾感慨颇深：“当年想当作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一天三顿都能吃到饺
子。
”管谟贤说：自己对于莫言走上文学道路，确实有一定的影响。
“我上学时，留在家中的书，莫言和他二哥抢着读，莫言非常好学，凡是带字的都找着看。
甚至连我的作文本也读了个遍。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莫言与他的民间乡土>>

他到部队后开始尝试写作，把习作都寄给我看，我就给他修改，从字词，到结构。
他写过好多小说，都没发表，还写过一部话剧叫《离婚》。
”“准确地说，爷爷是莫言的第一个老师。
莫言作品中绝大多数故事都是从爷爷那里听来的。
”管谟贤说：爷爷管嵩峰，生于1895年，1978年病故，享年84岁。
他既没有莫言小说《秋水》《红高粱》里爷爷那般传奇式的英豪和壮举，更没有那般痛快淋漓的风流
事，他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聪明灵巧的农民，与小说《大风》中的爷爷相近。
爷爷一生务农，又会木匠手艺，种田是一把好手。
木匠活做得漂亮，所以日子过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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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2年10月11日傍晚，我们和许多朋友一起静候“诺奖”消息。
回想起来，当时心里真的忐忑不安，那是属于中国人的惊魂一刻⋯⋯然而最后好梦成真。
在莫言“诺奖热”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慢慢冷静下来，开始思考莫言获得“诺奖”对中国文学的
影响，以及其价值与意义所在。
于是，我们编著了这本《莫言与他的民间乡土》。
    我们熟悉莫言先生，熟悉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熟悉这里的乡亲、村庄、河流以及身边的一草
一木⋯⋯我们热爱这片土地，一如先生对于故乡的深情。
因为我生于斯并长于斯。
    如同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委会主席韦斯特伯格给莫言的颁奖词所说：“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
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
莫言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
他很好地描绘了自然，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
”    “高密东北乡”这方水土究竟以怎样的特质，培育了莫言丰富的文学想象力？
莫言先生又以怎样的形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
我们力图从一个孤独少年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奇幻历程，揭示莫言先生的获奖密码，同时，通过故乡亲
友集体聚焦，呈现另一个不为大家所知的莫言。
    在这里，无论是对“高密东北乡”的寻访、对先生作品的研读、以及亲友对莫言的集体聚焦，都是
我们文学观念的不断修正，也是对自己心灵的洗礼与重塑。
如今，那个地处偏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坐标，在世界文学的地平线上高高矗立着。
    本书编著过程中，我们了得到了莫言亲友、中国怍家网、相关报刊和作家明友们的大力支持，在此
一表谢意。
由于我们才学浅显，书中若有不当，请诸家见谅。
    编者    2012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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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我作为文学院院士的16年里，没有人能像他的作品那样打动我，他充满想象力的描写令我印象深刻
。
目前仍在世的作家中，莫言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
    ——佩尔·韦斯特伯格(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    要是让我来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我就选
莫言⋯⋯    在我们之间，文学上的血缘关系非常类似。
可以说，再也没有人比莫言更接近我们的文学特质了。
    ——(日)大江健三郎(著名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言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莫言在国际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作品
会赢得美国读者的青睐，就像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受到美国读者的喜爱那样。
    ——《纽约时报》    莫言是一位在国内、国外都享有极高声誉的作家，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内容深
刻，情节曲折诡秘，语言汪洋恣肆⋯⋯瑞典文学院唯一的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在上
海等地两次提到，中国最有希望获诺贝尔奖的作家是莫言。
    ——姜智芹(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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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莫言与他的民间乡土》讲述了2012年10月11日傍晚，作者邵纯生、张毅和许多朋友一起静候“诺奖
”消息。
回想起来，当时心里真的忐忑不安，那是属于中国人的惊魂一刻⋯⋯然而最后好梦成真。
在莫言“诺奖热”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慢慢冷静下来，开始思考莫言获得“诺奖”对中国文学的
影响，以及其价值与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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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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