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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谋划编辑出版《莫言研究书系》可谓由来已久。
    早在1986年，在我们创刊《青年思想家》杂志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了当时的青年先锋作家莫言。
1988年由《青年思想家》杂志牵头，在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召开了全国首次莫言文学创作研讨会。
会后，我们编辑出版了全国第一部《莫言研究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时，莫言成了《青年思想家》的栋梁作者，他写故乡的许多短篇作品集中发表在《青年思想家》上
。
2000年后，莫言被聘为山东大学教授和研究生导师，更成了我们重要的教学科研的合作导师⋯⋯与莫
言交往二十多年，我们持续关注着他，可谓知根知底，友情笃厚。
我们一直想编辑出版一套莫言研究系列丛书。
    近三十年来，海内外研究莫言的论文和专著众多。
从表层到深层，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学领域延伸至边缘学科，研究的视角不断拓展，研究的水平也不
断提高。
这些研究成果对莫言小说的创作主体、审美意识、主题内涵、艺术风格、人物形象与意象、语言特色
等都有广泛的探索，在影响研究、比较研究、叙事学研究等领域也提出了诸多有价值、令人耳目一新
的见解和观点。
莫言是从山东高密走进他的文学世界的，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幻境”，也是一个
“中国的缩影”。
他说：“我努力地要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我努力地要使我的高密
东北乡的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
这将是我终生的奋斗目标。
”(莫言《小说的气味》)因此，莫言是山东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外一股“莫言热”正在持续升温。
无论是大众读者还是研究者，都在以更大的热情和更新的眼光去欣赏、解读、探索莫言的文学世界。
特别是研究者，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出现更多更新的理论、方法、范畴和观点。
无论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以一种更加宏阔的“世界眼光”去审视、解读莫言的文学
世界。
    正是基于以上想法，我们现在推出这套《莫言研究书系》。
这个书系的作者群，既邀请了莫言的家人和莫言的学生们加入，还有国内外重要的研究学者。
这无疑拓宽了莫言研究的视界，丰富了第一手研究资料。
我们希望面向大众读者和研究者两个群体，提供他们各自或共同感兴趣的作家生活点滴和作品阐释。
我们努力在本套书系的可读性和学术性之间找到某种恰当的结合点。
    《莫言研究书系》是一个包容国内外研究莫言成果的集中地。
首先推出第一批书是《大哥说莫言》、《师从莫言》、《好友乡亲说莫言》、《莫言研究三十年》、
《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国外莫言研究》等六种，敬请方家指正。
    本书系是个开放的文库，今后还将陆续推出莫言研究的其他成果，欢迎国内外学者加盟支持！
    2013年元月10日    (总序作者张华，系中共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导，山东大学原副校
长，原《青年思想家》杂志第一任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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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哥说莫言》系莫言大哥从一个亲人的独特视角，首次全面披露莫言成长、文学创作背后不为人知
的故事。
其中有莫言与家人、家乡的故事，有莫言小说背后的故事，有莫言“第一个老师”——爷爷给小莫言
讲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写进了莫言的小说，有的没有写进去），更有对莫言文学的深刻评论，有莫
言年谱和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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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管谟贤，山东高密人，1943年重阳日生，作家莫言的大哥、中学高级教师。
196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到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守备三师锻炼一年，后在湖南浦沅工程机械厂工作了十七年，当过工人
、子弟学校教师、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
1987年调回家乡，在高密一中担任副校长，后兼任党委副书记，2003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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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莫言研究书系》总序 莫言文学创作背后的人（代序言） 一、莫言和他的小说 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 
莫言笔下的牛 《酒国》与莫言醉酒 高粱红，棉花白 莫言及其“高密东北乡系列小说 一本自我忏悔与
自我救赎的书 莫言小说创作背后的故事 莫言家书 我们哥仨的当兵梦 莫言诗序 文章千古事，苦乐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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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莫言最信任自己的大哥，创作早期出手的作品总是先寄给大哥看过，才能放心发出
。
大哥不仅是弟弟作品的第一个热心读者，也是严厉的批评家，她的许多意见既尖锐又中肯。
在保定山沟里当兵开始模仿写小说的莫言，收到过大哥这样的信：“创作要注意形成自己的风格，要
想成为名作家，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跟在别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后面走老路，是不
会有出息的。
。
这些看似文学常识的话语，对一个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而又梦想成为作家的青年莫言来说，是何等重
要，只有莫言自己知道。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后来的莫言为什么要“逃避两座灼热的高炉’ （指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为什
么三十五岁时初读《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即成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先生“粉丝”的莫言，
在中国社科院真正见到略萨的时候，却又是“唯有赶紧走避之”（引自莫言尚未发表的打油诗电子稿
）。
莫言担心因崇拜偶像“走火入魔”而失去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形成独特风格，是莫言起步时得到的来自大哥的谆谆告诫。
这几乎成了莫言几十年来学习中外文化知识的一个基本态度：始终不忘创造独特的自己。
 1985年之后，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等一系列作品发表，尤其是《红高粱》小说问世，《红高梁》电
影荣获柏林国际“金熊”大奖，30岁的莫言获得了文学创作的巨大成功，全国轰动。
国人因莫言而知高密，红高粱大地成了万众瞩目的神奇的土地。
 1988年，在莫言的故乡召开了全国首次莫言创作研讨会，全国百余名著名学者、记者风云际会于高密
城。
大家皆为莫言而来。
在鲜花与掌声中，当年贫穷的放牛娃载誉而归，当年受欺负遭凌辱的“黑孩儿”成了高密人家的座上
宾⋯⋯在热闹的大会上，已经从湖南归来任高密一中教师的谟贤先生同弟弟一样，默默无语，静静地
听大家发言。
这位在会上始终作为普通听众的大哥之不同凡响，是会后在他的家里我才觉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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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哥说莫言》告诉你许多不为人知的有关莫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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