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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莫言可以批判——在文学圭臬的衡量下    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所赢得的掌声余音未了之际，编辑这
样一部《莫言批判》之书，似乎是对“大师”的不敬，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
然而我们并非昏了头，以对抗性的游戏为娱乐，也并非有破坏“神话”“偶像”的怪癖，或夸张地做
着“我独清”“我独醒”的大梦，而仅仅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我们思考着，行动着，做些别人不愿
意做的事，却自信有这样做的必要。
    或许在那些貌似热血者看来，莫言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批判莫言是不识时务，无
理取闹，哗众取宠。
然而，文学的问题应该交给文学来解决。
任何奖项都不是作家的护身符，不是铁血丹书——这当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
这样的观点会被智者所认可：莫言可以批判，与其获奖无关，仅与我们对文学的热爱和思考有关。
    早在获诺奖之前，莫言便已声名显赫，集“怪才”“奇才”“天才”“鬼才”(当然也是“人才”)
于一身，这么“多才”团结在一起，足以证明莫言之才——诺奖不也是证明吗？
然而，一切文学的评论应该依据作品本身，而不是靠这些璀璨夺目的桂冠——固然，它们颇具迷惑之
力。
    对于“文人相重”时期的文学评论，我们有些不以为然。
若文学评论成为基于面子与利益的友情演出，评论被置换为表扬，批判退位，那将是文学的不幸——
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而言。
如果文学批评只是见风使舵，批判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而仅仅是把掌声送给那些显赫的大家，那
这样的文学批评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我们以为，若莫言获诺奖就仰之弥高，有意回避其创作中的严重问题而不敢批判，与其从事这样无意
义的文学研究，还不如归园田居，乐得逍遥与心安。
    如果站在理性的高峰而不是极端偏激的立场上，无可否认，莫言在文学创作上有不小的成就，曾给
读者带来真的启迪、善的熏陶与美的愉悦；也无可否认，莫言在文学创作上有不小的失误，也曾给读
者带来假的误导、恶的困惑与丑的恶心。
    我不会故意地说些偏激之语来放大莫言创作的问题，以便为批判莫言寻找合理的依据，事实上，莫
言的创作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不少论者也曾经指出。
其问题是如此严重，如此“大”，还用得着多此一举来“放”吗？
    莫言高举艺术叛逆大旗，蔑视文学艺术规律，这几乎是他创作问题的根源。
红萝卜与红高梁呈现出的艳丽红色，给读者的黑眼珠以刺激的亮色，读者惊呼起来。
这惊呼给了莫言莫大的驱动力，他开始在文学的大漠上驰骋，日行千里夜行八百，风烟滚滚，势不可
挡，左冲右突，上天入地，率性而为。
连莫言自己都被莫言的成功所陶醉，他甚至有些眩晕，他宣称，“庄严朴素的创作者不接受任何艺术
原则的指导”，“我看，艺术方法无所谓中外新旧，写自己的就是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顺心
顺手就好。
⋯⋯无论在创作思想上和艺术风格上，不妨有点随意性和邪劲。
”这种言论若不是自以为是的极端狂妄，便是因见识浅薄的极端自卑而生的极端反弹。
莫言生在红旗下，其童年至青年却没有能够长在春风里，“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与经济的窘困使得莫
言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没有享受过艺术阳光的充足照耀与艺术雨露的充分滋润，因此他也没有
足够的知识储备。
然而其不幸的遭遇完全不能成为其蔑视艺术法则的充足理由。
    我们当然不必劳神地猜想，莫言是否长着艺术的反骨，但故意叛逆的艺术观念长期盘踞于其脑海中
，发芽、生根、长叶、开花、结果——但结出了有毒的苦果。
    那么，莫言的创作到底有哪些严重问题，要我们甘冒大不韪来编批判书呢？
    第一，醉心写脐下三寸。
消费主义穿着黄金打造的“三点式”，在文艺的舞台上搔首弄姿，跳着艳舞，以性感的身姿与妩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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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神，引无数作家竞折腰，莫言也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于是，各种关于性的描写，常态的，变态的，人与人的，人与兽的，通奸的，强奸的，乱伦的，真实
的，意淫的，丑陋的，恶心的，压抑的，宣泄的⋯⋯不论有无必要，都慷慨地不吝笔墨，蛊惑着读者
的生理而不是引领着读者的灵魂。
    语言的修辞方面也显出莫言作品性语言的泛滥。
    水瓢在地上弹跳着，咯咯响着，像一只求偶期的雄蛙。
(《丰乳肥臀》)    她的神情安详得宛如一只怀孕的母兔。
(《丰乳肥臀》)    (士兵)右手四个指头握着光滑的像女人小腿一样的枪托脖子。
(《丰乳肥臀》)    (上官盼弟)在爆炸大队里养尊处优，身体肥胖，好像一匹怀孕的母马。
(《丰乳肥臀》)    (来弟)双乳在上下一笼筒的黑袍中剧烈摇摆着，大多开着瑰丽的毛羽，好像两只刚刚
交配完的雌鸟。
(《丰乳肥臀》)    我感到他十分青春，好像一只刚刚能够跳到母鸡背上制造受精卵的小公鸡(《丰乳肥
臀》)    月亮吐出清辉，宛如美丽的贫血寡妇。
    爹，你这一次可是做大了，好比是安禄山日了贵妃娘娘，好比是程咬金劫了隋朝皇纲，凶多吉少，
性命难保⋯⋯    皎洁的满月高高地悬在中天，宛如一位一丝不挂的美人。
(《檀香刑》)    他的心就如遭受了突然打击的牛睾丸一样，痛苦地收缩了起来。
(《檀香刑》)    鸟枪手和弓箭手也满脸的尴尬，走在书院外的大街上，如同裸体游街的奸夫。
(《檀香刑》)    鲁迅在《中秋二愿》中，有一愿即是希望文学创作者“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不
想，“下半身写作”在今日却成为时尚，莫言作为杰出的弄潮者陶醉其中。
余辈虽非封建余孽，但并不能对此持与时俱进的观念，终究看不惯莫言作品中的“满纸性爱言”。
    第二，热衷写酷刑血腥。
高举叛逆大旗、刻意求新的莫言，疲惫地寻找着可以搬移到纸上的新题材，而眼前却是虚空，于是便
闭目养神。
一个冒充艺术女神缪斯的女魔头缓步进入了他的梦中，写血腥吧，写酷刑吧，写怎样杀人吧，说完便
倏忽不见。
莫言以为缪斯光顾，恍惚神灵附体，顿觉精神百倍，想象之思维如脱缰野马，下笔有如神助，便开始
了写血腥，写酷刑，写怎样杀人。
血腥的场面见于其众多作品，比之于《红高梁》这一小巫，《檀香刑》才是集大成者。
请君试看：    ⋯⋯起码是在这一刻，我不是我，我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我是大清朝的法律之手！
    他将手腕一抖，小刀子银光闪烁，那片扎在刀尖上的肉，便如一粒弹丸，嗖地飞起，飞到很高处，
然后下落，如一粒沉重的鸟屎，啪唧一声，落在了一个黑脸士兵的头上，那士兵怪叫一声，脑袋上仿
佛落上了一块砖头，身体摇晃不止。
    按照行里的说法，这第一片肉是谢天。
    一线鲜红的血，从钱胸脯上挖出的凹处，串珠般地跳出来。
部分血珠溅落在地，部分血珠沿着刀口的边缘下流，濡红了肌肉发达的钱胸。
    第二刀从左胸动手，还是那样子干净利落，还是那样子准确无误，一下子旋掉了右边的乳粒。
现在钱的胸脯上，出现了两个铜钱般大小的窟窿，流血，但很少。
原因是开刀前那猛然一掌，把钱的心脏打得紧缩起来，这就让血液循环的速度大大减缓了⋯⋯    赵甲
把从钱身上旋下来的第二片肉摔在地上，按照行里的说法，这是谢地。
    当赵甲用刀尖扎着钱肉转圈示众时，他感到自己是绝对的中心，而他的刀尖和刀尖上的肉是中心里
的中心。
上至气焰熏天的袁大人，下至操场上的大兵，目光都随着他的刀尖转，更准确地说是随着刀尖上的钱
肉转。
钱肉上天，众人的眼光上天；钱肉落地，众人的眼光落地⋯⋯    莫言写血腥场面，多从杀人者的视角
写，但见赏玩的烈焰熊熊燃烧，而丝毫不见作者怜悯的微光，只有骇人的尸骨令人毛骨悚然，毫无审
美的愉悦。
    第三，沉迷于丑恶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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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是众所周知的千古名言，而莫言灌输的则是“爱丑之心”的病态心理，这
当然是徒劳的。
当莫言愉快而勤奋地把各种丑恶事物堆砌在纸上，企图建造辉煌的大厦时，“大厦”却在众人叹息的
风声中轰然倒塌——看看那些建筑材料便可知其因：蛆虫，鼻涕，脓疮，污垢，屎尿屁⋯⋯    莫言在
《红蝗》中这样言说：“我像思念石板道上的马蹄声声一样思念粗大滑肠的肛门，像思念无臭的大便
一样思念我可爱的故乡。
”“我多少年没闻到您的大便挥发出来的象薄荷油一样清凉的味道了。
”“我们的大便像商标的香蕉一样美丽为什么不能歌颂，我们大便时往往联想到爱情的最高形式、甚
至升华成一种宗教仪式为什么不能歌颂？
”“像”“往往联想到”“甚至升华成”怕是莫言的虚假想象，即便是莫言的真实感觉，但也不会是
正常的读者的感觉。
    王金城认真地审视莫言的“审丑”后，指出：    面对莫言小说大面积存在的丑，由于观察视点不同
可有多种杂芜形态。
有具象写实的丑，有抽象象征的丑；有恐怖的丑，有滑稽的丑；有特写的丑，有散点的丑；有以丑为
美的丑，有化美为丑的丑⋯⋯但是，由于理性的消隐，不管是赋予美的事物以丑的意象，还是赋予丑
的事物以美的意象，都使莫言小说缺乏审美意义的丑，而更多的是非审美意义的丑。
所谓非审美意义的丑，是指以积极的恶的形式对生活美粗暴地予以否定，表现道义上的恶和违反生活
常态的畸形。
    莫言不是为美而审丑，写丑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完全有悖于美学的基本原则，有悖于常人的基本心
态。
鲁迅在《半夏小集》中曾说，“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
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
⋯⋯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
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
莫言似乎不懂这个道理，或者懂得这个道理而故意背叛。
    第四，迷失于民间立场。
民间写作是莫言的座右铭，莫言将其看作是产生伟大作品的法宝。
在《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一文中，莫言认为民间写作，“最终还是一个作家的创作心态问题”，他
极为看重“为老百姓写作”与“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之分。
其宏论洋洋洒洒：    “为老百姓写作”、听起来是一个很谦虚很卑微的口号，听起来有为人民做马牛
的意思，但深究起来，这其实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其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民代言人”“时代良心”这种狂妄自大的、自
以为是的玩意儿在作怪。
    所谓的“为老百姓的写作”其实不能算作“民间写作”，还是一种准庙堂的写作。
当作家站起来要用自己的作品为老百姓说话时，其实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比老百姓高明的位置上。
我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当然，任何作品走向读者之后，不管是“作为老百姓的创作”还是“为老百姓的创作”，客观上都
会产生一些这样那样的作用，都会或微或著地影响到读者的情感，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者，在写
作的时候，不会也不必去考虑这些问题。
他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揭露什么，来鞭挞什么，来提倡什么，来教化什么，因此他在
写作的时候，就可以用一种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小说中的人物。
他不但不认为自己比读者高明，他也不认为自己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高明。
    “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者，无论他是小说家、诗人还是剧作家，他的工作，与社会上的民间工匠没
有本质的区别。
一个编织筐篮的高手，一个手段高明的泥瓦匠，一个技艺精湛的雕花木匠，他们的职业一点也不比作
家们的工作低贱。
    在讲理论、举例子之后，莫言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真正伟大的作品必定是‘作为老百姓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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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遇不可求的，是凤凰羽毛麒麟角。
”这“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结论着实惊人，令人怀疑他是否要“语不惊死人不休”。
按照这一结论来打量文学史，远且不论，鲁迅等致力于启蒙的知识分子的创作，都在可“商榷”范围
内了。
莫言的言论显然贬抑了那些在创作时有“考虑”的作家，那些“考虑”——也就是莫言说的揭露、鞭
挞、提倡、教化，是责任的担当——这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不可推卸，无论以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
。
    莫言既然把民间立场提升到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高度，难免无视民间的固有局限，精华与糟粕不辨
，写出了《神嫖》等“民间之作”。
    第五，放逐道德评判。
尽管道德在许多年前就被问多少钱一斤，于今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个“贵族”，而在文学之中，道德评
论常被看作迂腐陈旧而受到指摘。
然而，我还是“顽固”地在此重提道德的话题，以固守心中自以为是的“明镜台”。
如果文学摒除了道德的因素，善恶不辨，不重视价值判断，不再注重给人以善的引导，不使人向上而
是向下，那么，这样的文学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莫言明确说，作家“最好不要担当道德的评判者”，他也曾发表玄而又玄似乎高深的言论：“庄严朴
素的创作者不接受任何‘艺术原则’的指导，不被任何清规戒律束缚，他们是最不讲‘道德’的最道
德者”。
然而道德的缺席使得莫言的作品缺少积极的意义，缺少激励人向上的力量。
读者在阅读莫言作品中所感受到的是与善相对的“恶”。
如《檀香刑》，呈现的是酷刑的赏玩与刽子手的愉悦。
在《丰乳肥臀》中，脱离了道德“羁绊”的行为则与动物无异，回到了“原生态”。
在《欢乐》《丰乳肥臀》中，我看到的不是对母亲的真诚讴歌，而是亵渎。
    解构主义有时是“摇头丸”，莫言服下之后便对道德判断、价值标尺也不屑一顾地摇头了。
    第六，漠视女性尊严。
在男权社会中，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应该放弃道德和价值评判，而应该有所“考虑”地为女性言说，即
便不能也不应该贬抑女性，无视女性的尊严。
莫言的作品显示出男权思想的虎踞龙盘，站在男权中心的立场上津津乐道。
性是莫言小说的精彩看点，性当然不是雷区，不能给作家设置毫无意义的羁绊，但是，我更关注的是
“怎么写”，有无必要，尤其是在“下半身写作”的乔木枝繁叶茂的今天。
莫言作品中的女性是为男性服务的，只要有需要就可以达成肉体的狂欢，红红火火的《红高粱》是如
此，讴歌母亲的《丰乳肥臀》竟也是如此，而《神嫖》则更显男性的神通。
《神嫖》中的乡绅季范先生在大年初一突发奇想，要把高密城中所有的“婊子”招到家中来嫖。
季范先生邀请了全城的名流来观看他“神”嫖“二十八宿下凡尘”：    “二十八个婊子忸怩作态，淫
词浪语，把盏行令搞得满厅的男人们都七颠八倒⋯⋯婊子们酒都上了脸，一个个面若桃花，目迷神荡
，巴巴地望着风流倜傥的季范先生，有性急的就腻上身来⋯⋯”    季范先生吩咐众婊子：“姑娘们，
脱光了衣服，到毯子上躺着”。
⋯⋯    二十八个婊子脱光衣服并排躺在毯子上，那些绅士名流都傻了，怔怔地看着季范先生，我们的
老爷爷说季范先生脱掉鞋袜，赤着脚踩着二十八个婊子的肚皮走了一个来回，然后季范先生说：    “
汉三，给她们每人一百块大洋，叫车子，送她们回去”。
    就如章长城所言，“‘嫖’而能‘神’，可见决非一般的性交易”，“《神嫖》中的‘婊子’则全
是性欲的符号，男人作贱、泄欲的工具，流露出浓厚的厌女主义倾向”。
莫言不深究妓女存在的社会悲剧因素，却口口声声“婊子”，这些“婊子”完全为男性、金钱而存在
，难道“婊子”便没有尊严吗？
对照阅读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便知两位作者思想境界的高下。
    第七，语言欠缺修炼。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一条众所周知的常识，故而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孜孜不倦地在语言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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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以便给读者提供“艺术”的感觉。
莫言在语言方面还应该更努力，其名作《檀香刑》中就呈现出大量的语病，就如李建军所评价，“粗
糙和生涩”“不伦不类”的文白夹杂，“是生涩的，失败的，有的甚至文理不通，让人别扭”。
“钱苍狼，你枪法如神，学识过人，本督赠金枪，委尔重任，将尔视为心腹，尔非但不知恩图报，反
而想加害本官，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本督虽然险遭你的毒手，但可惜你的才华，实在不忍诛之。
但国法无情，军法如山，本督无法救你了。
”从这段引文看，莫言连文言文的人称代词尚且拿捏不准，也难怪读者“别扭”。
莫言对鲁迅有微词，姑且不论莫言的观点确切与否，但就语言艺术来看，莫言远远不能望其项背，尤
其是在文言文的修为方面。
    第八，叙事不知分寸。
下笔有如神助、洋洋洒洒、不假思索、立马可待⋯⋯是一些美好的词汇，作者果真能够文思泉涌地写
出好文章当然令人钦佩。
莫言的想象力似乎夸张得惊人，来了灵感便收不住笔，尤其是对于血腥的、丑恶的场面，近距离地逼
视，进行自然主义地“秉笔直录”，不知节制与取合提炼。
    除了上文提到的《檀香刑》的惊人写作外，还可以举出非常多的例证：小说《红蝗》则大肆描写九
老爷九老妈的淤泥之战，对于九老妈身上淤泥的描写也浓墨重彩：    从头到尾九老妈被不同层次的彩
色淤泥涂满。
白色淤泥涂在她的小髻和她的脖子上，这种白色淤泥主要成分大概是鸭屎，黑色淤泥涂在她的肩膀到
臀部这一段，黑色淤泥的主要成分是不是十年前的水草呢？
绿色淤泥涂在她的臂部到膝盖，绿色淤泥的主要成分是不是三十年前的花瓣呢？
从膝弯到尖足，这是卧在草地上的九老妈最辉煌的一段，象干痴的血一样的暗红色的淤泥，厚厚地沾
在九老妈的腿上，那种世上罕闻的臭气就是从这一段上发出的。
    在小说《欢乐》中，莫言描写一些跳蚤在母亲身体——包括肚皮、肚脐眼、乳房、阴毛、阴道爬，
并借作品中的人物之口为自己开脱责任——“不是我亵渎了母亲”。
王金城反问得好：“那么会是谁呢？
如果不是亵渎，那就是赞美了？
”如果莫言把握分寸，就不会如此肆无忌惮地叙事。
    第九，写作限于重复。
一个作家如果不能以灵动多变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即便不是严重的问题，然而一味地重复却也不
能说是高明。
莫言创作的重复是很明显的，王金城曾概括为人物形象的重复、情节的重复、感觉的重复、情境的重
复。
如人物形象的重复，莫言小说的主角“剽悍粗犷的男人和生命旺盛的女人”，小说《丰乳肥臀》中上
官家的女儿们几乎是一个人的“分身术”，如王金城所言：“个个春情烈火，野性娇艳，在情欲上过
分张扬，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激情勃起便直奔性的主体，性格上的共同特征是炽烈、
轻浮、放纵、早熟、坦率，你很难分清来弟与领弟、招弟与念弟谁是谁。
”    莫言创作的问题不少，仅以上所列若能引起莫言、其他作家与读者的思考，便也感到不枉费笔墨
了。
我不想列出十条，除了因鲁迅说过国人有“十景病”外，也是要与那些常列“十大罪状”的声讨檄文
区分开来。
    我们由衷地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高兴，我们也由衷地本着对文学的热爱对莫言进行批判。
批判莫言也是我们对莫言、对文学的热爱方式。
这种批判，是文学的批评——指出问题，奉上善意与期待；不是恶毒的攻击——罔顾事实，进行诋毁
与咒骂。
这种批判无损于莫言对中国文学的意义——但，更有益于文学。
    莫言曾说作家不是为党派而写作，对此我们持赞同的态度，伟大的作家的确应该把仁慈的目光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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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人类。
莫言有自己的文学思考，有自己的艺术感觉与创作实践，我们认为，莫言若果真能爱惜自己的才华，
必会在思考后有更大的成就，创作出真正的不朽之作——那也正是我们所非常乐于看到的。
    本书所选文章的观点我们未必完全赞同，而选用是因为这些文章并没有恶毒的攻击，有的只是对于
文学的思考、不满、质疑、批判与期待。
这些文章或是语气谦和，平实质朴，或是锋芒毕露，言辞激烈；或就某一作品进行议论，或就普遍存
在的明显缺点展开评判，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然而都真挚诚恳，都足以引起人们的思索。
因篇幅所限，尚有不少精彩的文章未能收录。
    行文至此似乎应该结束，然而我们还觉得意犹未尽，也许是因为我们一直阅读莫言的作品，并对莫
言充满了太多的期待。
但是不得不就此打住，并以这样发自内心深处的话作为结语：    批判的目的不在于批判本身，而在于
最终的无可批判。
    李斌    2012年12月于赣江之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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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莫言批判》内容简介：无可否认，莫言在文学创作上有不小的失误，曾给读者带来假的误导、恶的
困惑与丑的恶心。
在文学圭臬的衡量下，编者列举了莫言醉心性描写、热衷写酷刑血腥、沉迷于丑恶事物、放逐道德评
判、漠视女性尊严、语言欠缺修炼、叙事不知分寸、写作限于重复等九大“罪状”，却仍感意犹未尽
。

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所赢得的掌声余音未了之际，编辑这样一部《莫言批判》之书实在有些冒天下
之大不韪，然而我们思考着，行动着，自信有这样做的必要。

文学作者固然需要肯定、需要鼓励，然而我们以为，肯定不是盲目的肯定，鼓励不是盲目的鼓励。
若“捧”的大旗高扬于文坛上空，定然也是对于作者的误导，遑论读者。

如果文学批评只是见风使舵，批判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而仅仅是把掌声送给那些显赫的大家，那
这样的文学批评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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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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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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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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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丰乳肥臀》里，我看到的是一个创造力衰竭、艺术性平庸“文字匠”莫言，更让我感到遗憾的是
一部如此平庸的小说竟然获得大奖，而且被读者和传媒“炒得”沸反盈天。
我们的文坛怎么了？
——楼观云《令人遗憾的平庸之作》《檀香刑》是一部缺乏分寸感与真实性的小说。
它的叙述是夸张的，描写是失度的，人物是虚假的。
⋯⋯作家不负责任的随意和失去分寸的夸张毁了一切。
莫言用自己的文字碎片拼凑起来的是一些似人而非人的怪物。
—— 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
》莫言却在反文化的旗帜下干着文化的勾当。
莫言的亵渎理性、崇高、优雅这些神圣化的审美文化规范时，却不自觉地把龌龊、丑陋、邪恶另一类
负文化神圣化了，也就是把另一类未经传统文化认可的事物“文化化”了。
——王干《反文化的失败》莫言似乎过分欣赏自己的感性知觉而走过了头，对理性矫枉过正的挣脱，
却导致“怪圈”的产生：他非但没有因此在感性描写上充分自由，反而陷入另一种造作的“理性”圈
套，⋯⋯莫言创作的这种致命缺陷，不仅仅是内容的虚假、做作，也招致形式的苍白、浮肿。
——杨联芬《莫言小说的价值与缺陷》早在1990年，就有人指出莫言已经“疲惫”了；现在我说，莫
言已彻底倒了，倒在了因极度宣泄而吐血的路上，有重复的人物、重复的情节、重复的感觉、重复的
情境为证⋯⋯——王金城《文本重复：莫言小说的内伤与内因》“诺奖”评委会看中莫言，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他作品中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
然而，莫言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运用是不成功的。
他不是弘扬“魔幻现实主义”的精华，而是拾取“魔幻现实主义”的糟粕⋯⋯——陈辽《理性对待莫
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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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莫言批判》编辑推荐：中国文艺界对莫言作品及诺贝尔文学奖的集体反思与当头喝棒。
张闳、李建军、蒋泥、王干、陈辽⋯⋯50余位文学评论家和大学教授，对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火力集
中的地毯式轰炸。
这是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所赢得的掌声余音未了之际，中国文艺评论界对莫言作品及诺贝尔文学奖理
性反思与评论的集子。
如果文学界不允许批判，就让批判从我开始；如果文学界鼓励批判，就让批判从莫言开始。
批判的目的不在于批判本身，而在于最终的无可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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