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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青未了

◎王慧

今年的冬天以一场飘飘洒
洒的雨夹雪高调而至，这是一
年的尾声，但似乎又预示着一
个新的开始。

莫言热还在持续，本期“人
文齐鲁”彭世团先生（就职于文
化部办公厅）这篇记述王蒙与
莫言交往的文章，让我们一窥
中国文坛大家之间颇具情趣的
莫逆之交。一首莫言赠王蒙的
打油诗不仅让我们见识了莫言
的幽默，也看到了他书法的高
超。诚如王蒙所言，莫言的确是
又会写又会说的作家。今年年
初，莫言来本报参加“网络文学
大赛”颁奖，我曾亲闻他在颁奖
仪式上的讲话，他的讲话亲切
随和就地取材，如拉家常一般，
但充满睿智与风趣，三两句话
就引得台下一片笑声。

今年年底莫言将赴瑞典领
取诺奖，估计到时又是一个报
道高潮吧。

今天是记者节，1937 年的
今天是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杰出
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创建“中
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日子，
我们特刊登作者李海流的《范
长江与台儿庄大战》这篇稿子
作为记者节的纪念。记者节像
护士节、教师节一样，是中国仅
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之一。按
照国务院的规定，记者节是一
个不放假的工作节日。其实，以
记者之工作规律，别说记者节
不放假，劳动节、国庆节以及大
多数公共假期都是不放假的。
除了春节停报可以休息几天，
记者可以说是全天候的劳作，
半夜做梦都在想明天写什么稿
子呢！

本期“人文齐鲁·记忆”版
刊登了老作者张机和陈正宽的
两篇稿件，这两位作者都已是
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人文齐鲁
还拥有许多像这样高龄的老作
者，我曾说过他们的回忆是我
们珍贵的历史财富。每每有他
们的稿件到来，我都慎重对待，
如果有一位老作者长时间不来
稿件，我就担心他们是不是身
体不适或是有其他意外情况。
我与这些老作者既未谋面也极
少通电话，但我深知他们老眼
昏花之下写作的不易，十分珍
视与他们的书谊往来。从他们
一遍一遍修改之后又传过来的
稿子中，我也能体会到他们对
编辑的尊重和对我们这份报纸
的厚爱。深深地祝他们健康。

枣刊前絮语

纪念与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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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世团

莫言是什么时候成为中国海
洋大学驻校作家的呢？说来话不
长，也就是 2008 年 11 月，王蒙先生
约莫言到中国海洋大学，同时邀请
了陕西咸阳专门写农村题材的作
家王海、评论家谢有顺同台讲述小
说创作的经验。莫言与王海两个人
都是乡土文学作家，手法、题材、风
格都大异其趣，讲话时更是这样，
王海喜欢用他的陕西话来讲，还引
用贾平凹的话说“只有普通人才讲
普通话”，而莫言却不同，他讲话不
像他的作品里面那样用很多的山
东高密方言，而是标准的普通话，
给我一个能说会道的印象。就在那
次小说论坛上，他受聘为中国海洋
大学驻校作家，我看网络上说他被
聘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
学院驻校作家，是不准确的。我还
要说，那一次本来是邀请了贾平凹
一起来的，结果因为他去参加第七
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没来成。
贾平凹是 2010 年秋才到的中国海
洋大学并加入到海大驻校作家行
列的。就在那一届茅奖上，莫言的
作品《四十一炮》也入围，可惜没有
得奖，倒是已经是海大驻校作家的
迟子建获了奖。那天莫言在海大讲
完话之后，就有同学捧着他的《四
十一炮》来请他签字。那些同学肯
定想不到，他们见到的，给他们签
字的莫言会是未来的诺奖得主。

王蒙为莫言文学馆

题写了馆名

我什么时候知道莫言先生已
经记不得了，我最先看到他的作
品，或者那还不是他的作品，是他
作品改编的电影《红高粱》。那时我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上学，对于作为
作家的莫言先生，没有多少了解，
更不知道就在我到北京之前，他才
刚从我就读的外院的近邻军艺毕
业，也从没想到过后来会见到他，
更没想到他会是那样随和。

2006 年底中国作协换届时，我
与他坐同一辆车从北京饭店去大
会堂开会，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生
活里的他比他的年龄显得老，还有

就是他是个烟卷爱好者。后来在海
大跟他接触，就看到他经常在那儿
冒着烟。我向他要他的联系方式，
他便给了我，在大会堂我给他拍了
若干照片，之后把照片发给了他。
他的随和与低调不单是我一个人
的印象，一次我跟作家怡霖
谈起，她对莫言也是这个印
象。他在海大那次活动，我
们都从会场出来上车了，他
还站在那儿给同学们签字、
合影好久，对于那次自己没
得茅奖，他显得非常淡然，
即使这次他得了诺奖，也一
样地淡然与从容。在那次换届会的
闭幕式前，我在北京饭店再次见到
他，他与王蒙先生谈笑风生，我拍
下了那个瞬间。照片上王蒙先生正
指着他笑，近日王蒙先生在凤凰卫
视锵锵三人行节目中谈到莫言时，
还把这张照片展示了一下。窦文涛
就说，看样子你当时就在预言他会
得诺贝尔文学奖！

那些年，王蒙先生还在全国政
协担任文史与学习委员会主任任
上，他就我国有关部门统计的中国
的文学作品一年被国外购买版权
不过 10 余部的数字有疑问，也是为
了在专题协商会上做关于“弘扬传
统文化，促进对外文化交流”的发
言，于是向若干作品被翻译介绍到
国外比较多的作家同行进行咨询
统计，其中有莫言先生。莫言先生
接到邮件之后第二天就给我回了
信，表示由于自己不懂外语，没能
够细致整理，只有一个概况。就凭
那一个概况统计，我们就知道，在
当代中国作家中，莫言先生的作品
是被翻译介绍到国外最多的。所以
在《中国文化报》记者在莫言获奖
当天晚上就莫言获奖一事采访王
蒙先生时，王蒙先生就说：“莫言获
奖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是中国最
具代表性作家之一，作品在国内和
国外影响都比较大。我在政协工作
期间做过统计，目前在全国当代作
家中，莫言的作品翻译为各种外文
数量是最多的，发行量也是最多
的。同时，莫言也是当代中国仍然
非常活跃的、作品较多的、也引起
了各方注意的一个作家，所以我对
莫言的获奖致以热烈祝贺。”他说

莫言的作品在国外影响比较大是
有统计数字依据的。就在那次回信
中，莫言先生没忘记表达他对王蒙
先生的崇敬之情，他说：“王蒙老师
博闻强记，曾经沧海，上过天堂，下
过地狱，已臻化境，我望洋兴叹，望

尘莫及，望之生畏。”我知道他
对于王蒙老师的尊敬，不是简
单的口头之言。

王蒙先生与莫言的交往
始于何时我不知道，上世纪
80 年代解放军艺术学院招收
文学专业学生时，莫言就在那
一批学生当中，王蒙先生曾经

到军艺给他们讲课。2007 年王蒙先
生在写他的自传第三卷《九命七
羊》时，莫言先生写了一首诗，并写
成条幅送给他：“漫道当今无大师，
请看矍铄王南皮。跳出官场鱼入
海，笔扫千军如卷席。”落款是“晚生
莫言打油赠王蒙老师”。后来我在
网上看到他题写的书法作品，我敢
说这幅作品从布局到用笔，都是他
的书法作品中的上品，体现了他的
用心。后来他的老家高密要建“莫
言文学馆”，他就请王蒙先生给他
题写的馆名。

王蒙说过，莫言是写得

好，口才也好的作家之一

网上说了很多关于莫言抄延
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事。就是纪念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 70 年之际，王
蒙老师再次去军艺讲课，讲的就是

《延安文艺座谈会 70 年》。其实王蒙
先生也抄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的。就抄讲话事，我听到一位大家
说，现在的舆论，让人觉得有点奇
怪，不再是要求人又红又专，倒像
是要求人，特别是莫言，要求他又
白又专。在那次讲座之后，王蒙先
生与朱向前等学院的老师聊起来，
聊得最多的，依然是莫言他们所在
的那个年级的事情，依然是莫言这
一批作家的事情，我想那应该是军
艺的骄傲吧。

就在王蒙先生做调研的 2007

年秋天，莫言先生调到中国艺术研
究院工作。一开始他只是艺研院的
研究员，后来成立了中国艺术研究
院文学院，由他担任院长。此前，王

蒙先生曾经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
院长。莫言先生到中国海洋大学任
驻校作家时，王蒙先生是中国海洋
大学的顾问，这或许是缘分。在他
调到艺研院之前，我们再次相遇在
莫斯科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在书
展场馆，我们发现了那里出售的饮
料可瓦斯，可能还应该算酒，王蒙
先生向莫言与余华推荐，他们是一
饮成瘾，爱不释手。

2009 年 10 月，王蒙先生应邀到
法兰克福书展参加中国主宾国活
动。莫言是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
的，他在书展上也做了专题演讲。
因为去得晚，我没能听到他的演
讲，据说非常成功。他的演讲全文
是后来从网上读到的，他从夫人让
自己到德国买高压锅讲起，讲得轻
松幽默，讲到文学的不可模仿，讲
文学不能像高压锅，文学需要有个
性，而不能批量制造。讲歌德的世
界的文学理念在于作品的普世价
值，就是好的作品应该是描写人的
感情、人的命运的，表现的是人类
共同的情感。成功的作品又必须是
有自己的文学语言，具有鲜明个性
的。讲到作家与社会的关系，文学
作品不是政治口号，但又是应该能
够反映社会的热点问题的。最后他
用贝多芬与歌德对待世俗的不同
态度来讲述自己对待世俗的态度。
从这篇演讲中，我看到了他为人的
正直，对世界文学的视界，也感受
到了他语言的魅力。感觉他比 2008

年我听他演讲时更棒了，当时他讲
自己开始写作的动机，就是想当了
作家，可以吃上饺子。他是用小故
事来讲大道理的，他是用细节来讲
文学，讲人生的，所以他讲得动听，
吸引人。所以王蒙先生在听他 2008

年演讲时就说过，有的作家写得很
好，口才却不好，而莫言是写得好，
口才也好的作家之一。这次获奖之
后，莫言先生在各种场合回答问题
都非常得体，特别是最近回答中央
电视台关于“幸福”问题时，那种机
智，实在为人称道。

9 月王蒙得奖，给他颁奖

的正是自己的学生莫言

2012 年 4 月，我们去伦敦参加
书展，在中国主宾国活动开幕式
上，我看到了莫言先生。其时开幕
式刚刚结束，按动按钮的，是正在
英国访问的我政府要员。仪式结束
之后，大家纷纷走到按钮跟前，手
按在按钮上拍照留念，我看到莫言
先生也正在那儿按着按钮，等待着
给他拍照。从这我看到了他孩子气
的一面。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腾
讯的杨菁帮我开通了腾讯微博，其
实莫言老师已经走在前面成为腾
讯微博用户，我自然成了他的粉
丝。他是同龄作家里面自己管理微
博的不多的几个之一。就是这次得
奖之后的忙碌之中，他还抽出时间
来回答了微博朋友的问题。不过我
有一点想不通，他说他是用笔来写
小说的，而不用电脑来写。这说明
什么？他就是那样一个既新潮，又
保守的一个人。

最有意思的是，就在 2012 年 9

月 26 日，柔石小说奖在柔石的家乡
宁海举行，王蒙先生的作品《山中
有历日》获一等奖，给他颁奖的，正
是他以前的学生莫言，他是以中国
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出席活动
的。当天我们还谈论年底前一起到
海大去，就中国海洋大学建立驻校
作家制度 10 周年进行研讨，他说他
如果没有特别的安排一定会去，那
时他还不知道自己会得诺奖。他的
很多行程现在已经因诺奖改变，原
定的那个时间他应该是在斯德哥
尔摩参加颁奖式及相关活动呢。

莫逆之交惺惺相惜
——— 我所亲见的王蒙与莫言两位先生的交往

BB0011--BB0044

●
人
文
齐
鲁
寻
觅
的
是
过
去
观
照
的
是
今
日
之

发
展
脉
络

挖
掘
的
是
人
文

滋
养
的
是
当
代
读
者
的

精
神
家
园

如
果
你
热
爱
齐
鲁
文
化

如
果
你
热
爱
这

样
的
探
寻
和
追
溯

那
么
请
联
系
我
们
吧


●
稿
件
及
图
片
发
至
w

anghui3050@
126

.com
莫莫言言与与王王蒙蒙谈谈笑笑风风生生

2012 年 10 月
11 日 19 点 11 分
收到中国海洋大
学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陈书记的
来电，说几分钟前
得到消息，中国海
洋大学驻校作家
莫言获得 2012 年
度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海洋大学第
一时间给他发去
祝贺。与此同时，
王蒙先生也以短
信形式向莫言先
生发去了他的祝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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