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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诺奖的第五个年头，莫言终于有了一场新书发布会。不过，并不是他最新创作的作品，而是他的“作品全编”。

“莫言作品全编”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意味着，莫言迄今为止的全部作品将落户西子湖畔，囊括了自1981年开始创作以来发表过的全部作品，涵盖了长篇小说、中短

篇小说、散文、剧作、演讲、对话等诸多体裁。

昨天推出的“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是全编推出的第一部作品，集合了莫言十一部长篇小说。两个月后，“莫言中短篇小说系列”也将推出。

浙江文艺出版社昨在京首发“莫言作品全编”

本报记者独家专访莫言——

我年过六十仍有写经典文学的梦想

浙江文艺出版社昨在京首发“莫言作品全编”

本报记者独家专访莫言——

我年过六十仍有写经典文学的梦想

为什么把全部作品落户浙江？

这是第一次，莫言把所有作品，交给一家

出版社打理。而他选择了浙江文艺出版社。

“我写小说是盯着人写，出书也是盯着人

出。现在的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曹

元勇，原来在其他出版社的时候，就一直做我

的责编，合作很多年了。第一，他了解我的

书，第二，他对我的小说做出了很多辛苦的伏

案劳动。”莫言说，感觉这套书交到曹元勇手

里有保障。

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恋旧的人。

同时，他又喜欢创新，“郑重社长是头脑

清晰的出版家，有很多创意性的想法。”

比如，在这套全编里，“把我用毛笔写的

打油诗作为序。有的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做了

个梳理，有的是讲述了书的写作过程，有的交

代了写这本书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诗词高度精炼概括，莫言用一种很自由

的方式给书做了序，画龙点睛。

除此，莫言还说自己是半个浙江人。

“我祖上曾经是浙江人，因为据家谱记

载，我们的祖先在浙江龙泉生活过很长时间，

是名高干，也是名诗人，至今还有很多管姓族

人在龙泉生活。”2011 年，原名管谟业的莫

言，曾专门去龙泉的大山沟寻根访祖。

当然，浙江有鲁迅、茅盾、郁达夫，他们撑

起的半壁现当代文学史，也让莫言觉得，“把

所有作品在浙江出版，也是表达了对前辈的

崇高敬意。”

之前听说，莫言有一个工作室在杭州八

卦田，记者也求证了一下。

“他们确实请我去过，房子很大，可我觉

得，挺浪费。所以就和他们谈了一下，另作他

用。我觉得杭州非常好，有很美好的印象。”

莫言推荐了哪位诺奖候选人？

作为诺奖得主，莫言有向瑞典文学院推

荐诺奖候选人的权利。

而且，他确实推荐了。“但是要保密 50

年，相当于说，我永远不会亲口告诉大家，这

个人是谁。”

莫言很真诚地说，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期

盼中国出现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因

为这个人出现之后，热点和焦点都在他身上，

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写小说了”。

说到写小说，莫言的新作“千呼万唤不出

来”。

“我一直在写，而且，很认真地在写，得空

就写，就是没写完。”莫言笑，“我应该写更多

的作品，应该写出一部很好的作品，让它成为

世界文学的经典。我年过六十仍然有写经典

文学的梦想。”

莫言说他一直在收集材料，也去一些小

说人物生活的地方做调查和采访。“如果说

新作和过去没有区别，还不如不出，我想写

出新意。”

获诺奖后5年改变了什么？

昨天见到的莫言，笑得很欢畅，没有了刚

得诺奖时的谨言慎语。聊天时，打趣朋友没

有染过的白发是“奶奶灰”，段子张口即来。

中式对襟的棉袄，灰色围巾，带着墨镜，

在北京大马路上走上十几分钟也不会被认

出。问他会不会被人“围攻”，他半真半假地

回答，“有时候我骑车出门，人家还没反应过

来，我一溜烟就骑远了。”

新书发布会后，求签名求合影的人，仍和

5年前一样，水泄不通。

“变化就是越来越老了，这五年感觉过得

很快，仿佛一转眼。”他的感慨里，还包括，“五

年前没想过的，现在也成了现实。五年前，高

密还没通高铁，回去挺麻烦，现在高铁马上要

通了。还要再建一个青岛国际机场，离我家

只有10公里。”

再比如，他刚刚用上了微信，虽然，目前

微信好友只有女儿管笑笑一个。

这 5 年，他很关心教育问题，因为“家里

很多亲属在教育系统工作”。

“我就是提一些一己之见，让大家来关心

讨论幼儿园建设、失独家庭、中小学学制改变

⋯⋯”他的关心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教育

部门开了研讨会，一些学校已经有了行动。”

不过，作为一个作家，莫言内心深处是不

想成为公众人物的,“我是很怕在聚光灯下

的，很怕在一个场合成为主角，被大家围着拍

照。但是没有办法，你既然获得了诺贝尔文

学奖，这个角色是没法改变的。”

得奖之后，网络上有很多打着莫言语录

旗号的文章，广泛传播。莫言说，“有一年在

朋友那吃饭，他就念了个诗歌给我听，叫‘你

若等我该有多好’，听完后我说，这要是我写

的该有多好。”

他开始自嘲，“现在互联网确实流传着很

多这样的诗歌、箴言、警句，我觉得其实都非

常好，也很感叹，这些人为什么要把自己这么

好的作品，放到我的名下呢？万一哪天我把

它们结集出版，他们会不会找我来打官司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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