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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的红萝卜》将入选高中语文教材
———众人评说莫言作品的艺术特点与高度

! ! ! !南京空军原副司令员、空军战斗英
雄韩德彩中将偕夫人朱容芬上校，即将
晋京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书画联展。日前，
笔者怀着敬意走进了将军自题的“愚人
斋”，先睹了他们的作品。
年届八旬的韩德彩是从安徽凤阳走

出来的“空中骄子”，以抗美援朝战争中

击落 !架敌机的战绩名闻天下。老人家
耳朵有些背，但身板挺直，满头乌发，说
话爽朗。""岁的朱容芬为南京空军某部
卫生所原所长兼军医。功成身退后，这对
军中伉俪又比翼双飞在书画领域，继续
为人民服务。
一进屋，热情开朗的朱大姐便陪同

我们参观老两口的画室，“平时我们的书
画作品大都赠送给部队、社区、学校，成
天忙忙碌碌的。”二楼一间大房间被改造
为展示室。那里，挂满了夫妇俩的书画作
品，实际上也是韩将军的“荣誉室”。呵，
琳琅满目的荣誉证书、军功奖章，历次接
受国家领导人接见的照片，闪闪发光的

将军佩剑，还有在美国与被他击落的“双
料飞行员”费席尔的合影……见证了韩
德彩非凡的军旅经历。
韩德彩是放牛娃出身，在军队大熔

炉里，刻苦学习，硬是拿下了大专文凭。
工作之余，他写毛笔字以自娱，许多书法
大家成为将军的老师。不经意中，他气势
豪迈的书法作品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
多次参加军内外展览，还出版了多部书
法作品集。他对笔者说，“讲革命讲人生，
爱党、爱祖国、爱人民，是我书写的灵
魂。”确实，“官清民乐”、“敬天法祖”，是
他最近写得最多、赠友人最多、最受欢迎
的书法作品。 恽甫铭

将军豪情依然书画中
———记将在人民大会堂办书画展的韩德彩夫妇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上海沪
剧院昨天在太仓大剧院举行仪式，
对太仓大剧院、太仓文化馆等太仓
#家单位授牌设立沪剧非遗文化传
承基地。由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
领衔主演的沪剧经典剧目《雷雨》昨

天也在太仓大剧院上演，受到当地
观众的欢迎。

沪剧虽为上海地方剧种但在
苏南也有较好的观众基础，紧邻上
海的太仓就有着众多的沪剧爱好
者，也是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邵滨

孙的家乡。
昨天挂牌的 $ 家沪剧非遗传

承基地都与沪剧颇有渊源。挂牌
为“沪剧培训基地”的太仓文化馆
经常举办沪剧讲座，曾邀请过多
位沪剧名家名角前去，今年文化

馆演员陆瑛还主演了原创沪剧
《吴健雄》。

而“沪剧演出基地”太仓大剧院
自去年夏天运营以来已经举办过
《董梅卿》《金绣娘》等一系列沪剧演
出，上海沪剧院青年团的《陆雅臣》
及不久前在逸夫舞台上演的以展示
上海沪剧院 "%、&%、'%后青年演员
整体风貌为特色的“上海的声音：沪
剧嘉年华精品折子戏专场”也已在
太仓大剧院排定了演出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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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剧传承基地昨落户太仓

! ! ! !本报讯 《海上新风·
书画精品展》昨天在上海
&%%艺术区西楼开幕。展
览由海上书画研究院与大
锐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联合举办。本次画展共展
出海上书画研究院及来自
安徽、浙江、江苏、辽宁等
地的五十余位书画名家近
期创作的一百五十幅书画
精品。 （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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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关莫
言作品是否该入选中学生教材的话
题引起热议。昨天，多家媒体记者从
语文出版社中学语文教研组了解
到，目前该社已经确定将莫
言作品《透明的红萝卜》收
录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李敬泽认
为，不要低估现在中学生的理解
能力，莫言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诗
意，非常适合中学生阅读。

那么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
究竟是根据莫言的什么艺术特色和
高度，授予他这个世界文学最高奖的
呢(颁奖词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
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
起”，这是一个非常简练的评价。即便
是莫言自己，也认为，这个提法基本
上表述出了他的创作特质，但“如果
说要把我的作品概括出来，这短短的
两句话显然是不够的”。

现实批评
《收获》编辑部主任叶开说，莫言

的小说一直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中展
开，其中一个就是残酷现实，细腻生
动地展现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风
貌，其核心主题是“饥饿”和“不公”。
莫言成名作、中篇小说《透明的

红萝卜》即属于“残酷现实”藤蔓上
的发轫作品。小说发表于 )'&*年，
与短篇小说《枯河》算得上是姐妹
篇，深刻地体现了莫言少年时期当
童工时亲身感受到的痛苦经验，但
语言和写法都不同，属于探索和逐
渐形成语言风格的作品。他的此前
十几篇短篇作品，如《乡村音乐》《售
棉大道》等都可以看做是摸索和积
累。《透明的红萝卜》创造了一个令
人难忘的、被侮辱、被损害、被遗忘
的“黑孩”形象。
莫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

薹之歌》发表于 )'&"年，也属于“残
酷现实”系列中的作品。)'&&年莫言
发表另一部极富探索性的长篇小说
《十三步》，后来也曾改名为《笼中叙
事》，是运用荒诞艺术手法描写知识

分子和现实生活的一部力作。此后的
中篇小说《欢乐》在“残酷现实”中达
到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顶峰，并发展出
了莫言特色的“残酷叙事”。

浪漫世界
叶开说，莫言小说的另一个时

空是浪漫世界，关键词是“生命力”
和“人性”。这两条藤蔓分别蔓延，各
自结出了丰硕果实。

在浪漫世界里最有名的作品，
是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梁》。这部
小说 )'&$年发表后，在文坛上引起
了震动，现在已成为了一部经典作
品。小说发表后很快就被张艺谋改
编成同名电影，姜文、巩俐主演，并
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吸引了
全世界的关注目光。莫言家乡曾经发
生过“孙家口伏击战”，这件可歌可泣
的民间抗日故事激活了莫言身体深
处一直被正统叙事格式所压抑的灵
感，他如一口枯竭的水井，突然被打
通了土地深处的泉眼，酣畅淋漓的语
言和故事喷涌而出，彻底颠覆了此前
“官述历史”记忆，对当时新历史叙事
模式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莫言小说中的两条藤蔓，以莫

言自己的说法，在他 +,%$年出版的
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缠绕在一

起，胜利会师。这是一部真正的杰
作，但其中的精髓还没有被文学评
论界深刻感受到。这部作品的“轮
回”结构，是写长篇小说时作家梦寐
以求的结构。这种“简单”的结构，可
以把作家从叙事结构的繁重任务中
解脱出来，他因此能够从容而天马
行空地对轮回成驴、牛、猪的主人公
分别叙述。语言极有弹性，叙事生
动，想象力丰富。

惊人想象
评论家张志忠发表文章说，莫

言创作的特色之一，是以一种独具
的生命感觉和神奇想象，将心灵的
触角投向生生不息的大自然，获得
超常的神奇感觉能力，以触觉、听
觉、视觉、嗅觉、幻觉的体察入微和
奇特显现，更新了我们对似乎已经
熟视无睹的世界的体验，创造出全
新的意象、画面和审美情境。这也是
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解释。
莫言的独特性在于，他的艺术

感觉是以生命意识、生命本体为内
核的，生命的充分开放性和巨大的
容受性，表现为感觉的充分开放性
和感觉的巨大容受性。开放的感觉，
没有经过理性的剪裁、删削和规范，
而是以其每一束神经末梢、每一个

张大的毛孔面向外界的，这样的感
觉活动，带着它的原始和粗糙，带着
它的鲜味与腐味，泥沙俱下、不辨泾
渭，具有朴素、自然、纷至沓来和极
大的随意性。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
东西，都在感觉中统一起来……
这也是莫言的农民本位的重要

方面———他不但在情感和思想上代
表了农民，他感觉世界的方式也是
地道的农民式。
莫言的创作，一直是在不倦的

艺术性的探索中进行的，而且卓有
成效。如果说，在《红高粱》时期莫言
明显地得益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
“魔幻”启迪，不久之后他就意识到
要“逃离这两座高炉”，要创造具有
充分的本土性的文学作品。莫言的
小说是接地气的，他所在的胶东半
岛，是古齐文化的蕴藉之所在，神
奇、浪漫，富有无穷无尽的想象力，
远到司马迁，近接蒲松龄。越到后
来，他对艺术民族化的自觉和探索
的力度越加强烈，几乎每一部重要
作品都有鲜明的创新性。

乡土情结
评论家谢有顺说，一个有才华

和智慧的作家，他总是能吸纳各种
艺术资源对他的影响。早期他的确

深受拉美文学的影响，魔幻现实主
义的一些手法，他也应用得很娴熟。
但他对这些外来的影响，一直保持

着警觉，他的内心，终究有一
种无法释怀的乡土情结，
他也一直想对自己的中国
心做文学的确认，他转向
民间，尤其是对一些民间文
化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如《檀

香刑》中的猫腔艺术的应用，就
是很成功的一例。这种对传统的
回退，对民间话语的活用，是一种可
贵的文化自觉。
莫言写出了中国乡土的重要侧

面。他不是一个耽于回忆的作家，他
也面对现实，分享社会话题，尤其是
乡土在新的变革中所面对的那些两
难困境，他有一种担当，也渴望由此
来表达自己对乡土的复杂感情。他
的作品，能够帮助我们思考何为故
乡，故乡的精神价值，以及人的生命
力的韧性与辉煌等问题。他对乡土
世界的持续挖掘，使得高密东北乡
成了世界文坛的一个重要存在，已
经铭刻在了许多人的记忆里。

世界角度
复旦大学教授严锋评价说，莫言

的作品恣肆汪洋，元气充沛，想象力
惊人，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强烈
的关怀，挖掘很深，坚持民间的个人
的立场，体现出一种人性和人道主义
的情怀。他的立足点就是他的高密
乡，他有非常强烈的乡土色彩，对土
地和农民有强烈的情感联系，又能把
这种情怀上升到世界的角度。
在艺术与形式上，莫言也毫不

落伍，《酒国》和《蛙》充满音乐的复
调感，很有现代性，堪称世界级。他
的作品易为国际接受也是他获奖
的重要原因。原乡、暴力、野性这些
莫言作品的常见元素都是国际通
用的语汇。马悦然、藤井省三、王德
威等学者都非常推崇莫言。他的作
品也是所有中国当代作家中被翻译
最多的。

本报记者 夏琦 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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