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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論爭之我見
何與懷

二，很快，中共官
方發現祝賀莫言不啻吞
下了死蒼蠅，這隻死蒼
蠅是如此地惡心——至
關重要的給莫言的諾貝
爾文學獎頒獎辭中文譯
本竟然不能全文公佈。
這也算諾貝爾文學獎甚
至世界文學史上一個令
人極其鄙視的笑話了。

（接上期）當年莫言
被宣布獲獎後，中共官方
在 第 一 時 間 裡 就 大 肆 慶
祝 ， 其 思 想 邏 輯 不 難 理
解 。 比 對 一 下 ， 同 是 獲
得 諾 獎 ， 原 先 那 個 高 行
健，“六四”後宣布退出
共產黨，譴責中共制造“
六四”屠殺，又去了法國
成了“叛國者”，十足一
個反共作家；而莫言就不
同了，是黨員又是軍銜少
校的軍隊作家，更是中國
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的副
主席，妥妥的“趙家人”
，是真正的自己人第一次
榮獲諾獎。但是，很快，
中共官方發現吞下了死蒼
蠅，這隻死蒼蠅是如此地
惡心——至關重要的給莫
言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辭
中文譯本竟然不能全文公
佈。這也算諾貝爾文學獎
甚至世界文學史上一個令
人極其鄙視的笑話了。

當年12月10日，諾
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在
頒獎典禮上發表頒獎詞，
介紹莫言的主要作品，並
闡述該委員會決定授予莫
言文學獎的原因。中共官
方媒體在報道時，卻不得
不整段整段刪掉批評共產
黨洗腦宣傳篡改歷史的部
分，刪除了頒獎詞中所有
對中共不利的字句，使頒

認真讀完何與懷兩萬字的文章《莫言論爭之我
見》後，我感到此文是對莫言文學作品之文化價值和
當代意義的全面總結。另外，文章對莫言獲得諾貝爾
文學獎後在中國的戲劇性遭遇有著妙語連珠的調侃，
使人忍俊不禁。

從國際大形勢來看，美國於大疫情之前起就引導
了一場對西方之中國政策的反省，結果民主國家都普
遍意識到，把中國推上了能與現代文明相對抗位置的
正是他們自己，而且這已成為了對自由世界的嚴重威
脅。目前以俄羅斯、中國和伊朗為首的第二軸心對自
由民主世界的挑戰已經昭然若揭，而與之相對的是所
有抗衡俄羅斯侵略戰爭的國家，和
他們所組建起的二十一世紀文明保
衛戰的第一軸心。

在這個大背景下來看2012年
諾貝爾文學獎的所屬，那是特別有
意思的。在頒獎委員會對獲獎者莫
言的評語中，有著西方對中國政治
與社會黑暗深惡痛絕的揭示。相關
的評語被中國當局和媒體精確屏
蔽，卻在何與懷的這篇文章中被一
一恢復。比如頒獎評語中說道：

“莫言用譏諷和嘲弄的手法向
篡改的歷史及政治虛偽和被剝奪後
的貧瘠發起攻擊。他用戲弄和不加掩飾的快感，揭露
了人類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經意間摸索出具有強
烈象徵意義的形像。

“中國在二十世紀中的暴虐，也許前所未有如此
赤裸地呈現在他那些英雄、戀人、施虐者、強盜，特
別是堅強無畏的母親的故事之中。他向我們展示了一
個沒有真理、常識、憐憫的國度，以及那裡魯莽、無
助和荒唐的人們。”

這兩段話基本代表了評語中被中方刪除部分的要
點。因此可以說，莫言之獲獎和公開發表的頒獎評語
是西方反省其中國政策的輿論准備之一，具有深刻意
義。由此也體現出諾貝爾文學獎對國際文明進程的干
預性和實際的貢獻。

何與懷《莫言論爭之我見》讀後感 行  邁

■何與懷與莫言的一張合照

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此文題目套自“崖山之後
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是說無論一個國家一種文
化曾經是多麼地光輝燦爛，但走到某一個歷史節點，這
個文化的歷史使命就即將完結了。而這正是眼下中國大
陸文學的宿命。

莫言無疑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異數，一個陰差陽
錯歪打正著的奇葩。這從他的筆名就可一窺端倪。“莫
言”就是不要講話的意思，雖然後來莫言講的話可真
不少，作品竟以數百萬字計。但像他這麼雲山霧罩地寫
作的人，所謂“魔幻現實主義”，其實在大陸上寥寥無
幾。雖然在中國大陸文學界中，莫言也並不十分孤獨，
與他並肩作戰的至少還有余華、芳芳、閻連科、陳忠
實，甚至嚴歌苓等人。莫言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也確
實是他和中國文學的一個榮耀和幸運，說是機緣巧合風
雲際會都不為過。但由於此後的中國文藝政策的改變，
使得文學終於又回歸到中共49年建政以後的成軌，而
有識之士將不得不採取不說話也即莫言的態度之後，那
中國大陸就可能再也產生不了下一個莫言了。

君不見以往統稱為海外華人文學，或者移民文學，
僑民文學等等的流亡文學，現在已經被逐漸統稱為流散
華人文學了嗎？據我考證，流散一詞，最早產生於本世
紀初，是從帶有貶義的猶太流散文化衍生出來的。如今
大陸信手拈來，給海外華文寫作者打入另冊，也是題中
應有之意。

盡管如此，我認為我們這種流散的狀態，也許正是
中國文學的幸運。流散與主旋律文學的分道揚鑣，將會
給海外文學提供更廣闊的創作空間。俗話說，國家不幸
詩家幸，就是這個意思。各位海外寫作諸君，現在機會
終於來了。從長遠來看，海外文學，或者說流散文學，
將可能成為延續中國文化的最終源泉並給予中華文明持
久生命力的唯一保障。

有詩為證：
天地君臣事，傲洲三不管。
汝流汝自流，吾散吾偏散。
鹿馬曾相識，雞蟲正青眼。
莫言從此無，行健不須遠。

何與懷博士著述頗豐，汗牛充棟。這裡專門選了何
博土的三篇論文，做一個解讀。

這三篇文章分別是《怒海幸存者的家國情懷與人生
感悟》《是挽歌，是控訴，也是未來的揭示》及《吳正
文學生命軌跡探討》。這三篇文章的主要特點是開啟了
澳華文學評論中文學心理研究的先河。

從作者的生平活動出發，來研究作者的創作的過程
及作者的個人經歷對其作品的影響。這是一個很多評論
者不願涉足的的領域。其主要原因是瞭解作者的生平和
經歷是件比較困難的事情，需要做大量的比對和搜集較
為完善的資料。何與懷博士栩栩如生地描述了當事藝術
家的生平及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文
章。結合作者的生平、經歷，及作者的相關經歷對作品
的創作的影響，何與懷博士在這方面做了極有意義的嘗
試，使我們作為讀者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內涵，而不是
錯誤地理解作者的初衷。通過研究作者的生平與作品的
聯繫，揭示寫作品的本質特徵和意義。通過對作者的經
歷及心理的描寫，再現作者創作過程，使讀者能夠更加
准確地把握作者的創作意圖和思路，能更加清晰地更理
解作品。

下面簡單地介紹一下與三篇論文相關的三位藝術家
及他們的生平，對我們理解何文有很大的幫助。

1950年，在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在大陸轟轟烈烈
搞土改的時候，心水父親卻選擇了逃亡，帶著全家從福
建逃到越南。二十五年後，越南南方政權易幟，心水父
親又再一次要三個兒子趕快結束生意，設法逃命。當時
心水大惑不解，三個兄弟都不相信，可是後來的事情印
證了父親非凡的先知先覺。心水一家最終投奔怒海，在海
上漂流了十三天，又在荒島上生存了十七天，終於獲救，
最後被澳洲接受成為難民，他的兩本獲獎長篇小說《沉城
驚夢》和《怒海驚魂》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巴別塔”出自《聖經‧舊約》記載的一個典故。
大洪水過後，挪亞的後人興旺發達，遂造通天塔欲揚名
天下。上帝深為人類的虛榮與傲慢而震怒，遂一夜間改
變他們的語言，使之互相不能溝通，人群散去四海，塔
半途而廢。對許多無神論者中國人來說，他們注意到《
聖經》這個典故，倒是通過中共新華社主管主辦的《瞭
望》周刊1984年第15期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建造中
國的“通天塔”》。“通天塔”就是指“巴別塔”。文
章報道了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1982年4月1日給
數學家華羅庚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古代巴比倫人建造通
天塔後，說：“現在，中國人接過了巴比倫人沒有實現
的理想。那個愚弄巴比倫人的上帝又不存在了。中國的
科學工作者們能不能齊心協力、團結一致地為這個工程
而英勇獻身呢？如果能，我以為，它的成功，是可以計
日而就的。”後來沈嘉蔚在澳洲閱讀了《聖經》裡關於
巴別塔故事時，產生了以《巴別塔》比喻共產主義大廈
的構思。在創作《巴別塔》期間，他讀到了索爾仁尼琴
最後的巨著《紅輪》，對他產生了很大的衝擊，產生了
構思組畫的想法。現在，沈嘉蔚完成的“巴別塔”以四
幅巨畫組成：表現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奮鬥理想的《烏
托邦》；描繪共產主義悲壯的奮鬥歷程的《英特納雄奈
爾》；以臭名昭著的前蘇聯集中營集中表現共運的災難

性後果的《古拉格》和描繪共產主義運動中不斷進行內
部清洗的歷史現像的《薩圖耳諾斯》。

在《巴別塔》創作早期，沈嘉蔚凖備畫兩百多個人
物，但定稿後增加到四百多人。經過二十年的嘔心瀝
血，《巴別塔》組畫繪畫階段告終。在以後兩三年裡，
沈嘉蔚要在繪畫基礎上編輯寫作，講述畫面背後的歷史
與畫中四百多個人物的故事，以及畫作所描摹的一百多
件藝術作品所構成的另類美術史。

吳正1948年出生於上海一個書香世家，1978年去
了香港。他很早就開始寫詩了。在翻譯了大量外國文學
作品後，開始寫小說。1984年他開始在中國國內外發
表和出版作品，計有小說、詩歌、散文、隨筆、譯作、
文藝美學論著等三十餘種。包括：長篇小說《上海人》
、《立交人生》（另名《長夜半生》）、《東上海的前
世今生》（“生命三部曲”第一部），中篇小說集《後
窗》《深淵》《情迷雙城》；散文集《浮生三輯》；詩
集《起風的日子》《香港夢影》《吳正詩選》《百衲衣
詩選》《異度驚醒》；文藝隨筆集《黑白滬港》《回眸
香島雲起時》《小說小說》《倒影集》；譯著《墜入
愛河》《獵鹿人》等。2011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吳正文集》四卷。2019年悉尼研討會之後，吳正在
2021年出版了中長篇小說合集《滬港春秋》；他的藝
論文集《風聲雨聲讀書聲》和“生命三部曲”第二、三
部《北港島的前世今生》《一個人的前世今生》也將准
備出版。

吳正早年是一位女性崇拜者，沉湎於性愛的快樂
中，為其文學創作帶來了巨大的動力。但造化弄人，不
巧他愛戀的女人是一位有著莎爾美式人格障礙的人，這
讓吳正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不能自拔。最終患上了嚴重
的抑郁症，每天昏昏沉沉，靠大量的藥物才能勉強維持
正常生活。吳正為了擺脫抑郁，用寫作來作為一種治療
手段，寫出了大量的優秀作品，成為了一名著名的作
家。

何與懷博士的三篇文藝評論，正是通過對上述三位
藝術家生平經歷的描述和回顧，縮短了讀者與作者之間
的距離感，使讀者能用同理心去體會作者創作時的心
態、動機和意境。通常一名作者在作品中一般會表達兩
種狀態：自己的經歷和自己的欲望。正是通過對何文的
解讀，使我們對上述三位藝術家的作品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每位藝術家的自我定位，心水說他是用寫作驅魔
者，沈嘉蔚聲言自己是共產主義掘墓人，而吳正通過寫
作治愈自己的心理創傷，在宗教中得到了啟廸，最終成
為了靈修者。

文藝作品創作源泉可以來自各種不同的動機，但自
由寬鬆的創作環境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高壓封閉的
氛圍只能扼殺優秀的作品。逃離成為了追求自由夢想的
藝術家們為數不多選項之一，這三位藝術家從肉體到心
靈在不同的層次上，逃離原生態環境。作家心水用肉體
最慘烈方式逃離，投奔怒海；沈嘉蔚用理想破滅的方式
逃離故國；吳正用心靈最痛苦的方式離開故鄉，離別戀
人。他們都是在逃離中重塑自我，用作品表達對自由的
渴望和追求以及對現實的批判。

（本文為4月20日研討會發言稿。）

從怒海餘生到巴別塔的立交人生 聞  濤

我這人是文學科班出
身，我爸更是文學科班加
專業研究，從小到大雖有
所謂“耳薰目染”，但是
在我家，沒人會閑著沒事
談論文學。

可巧的是，我連著兩
次參加了“世界華文作家
筆會”，大會上世界各地
的華文作家濟濟一堂，一
個接一個地發言談文學，
說實話談得台下的我是昏昏
欲睡，我終於理解了我爸的
學生們了。結果我上午聽文
學，下午果然就撲倒在床去
睡覺了，文學對我有相當大
的“催眠”療效。

你若不信可以試試，
晚上睡不著覺的時候，打
開一本，嗯，俄羅斯大作
家的磚頭著作，保證在十
頁以內，讓你睡著。

話 扯 遠 了 ， 拉 回 文
學 。 “ 世 界 華 文 作 家 筆
會 ” 其 中 一 個 必 不 可 少
的 “ 議 程 ” ， 就 是 詩 朗
誦。開會可以朗誦（如果
你實在沒啥乾貨好講），
文藝演出可以朗誦（如果
你既不能歌又不善舞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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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糊涂”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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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Xingmai Jiang was Ph.D of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nd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of UNSW before retirement and is a writer of Chinese 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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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行迈为悉尼大学博士, 文学和文化热心人士, 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和文
学评论, 参与促进社区文化学习和交流活动, 文化节目讲员之一.

中國當局和御用媒體對待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
態度可以說是馬失前足，前仰後翻，自欺欺人，貽笑大
方。他們時而脅肩諂笑，時而揚風乍毛，完全是陣腳失
落，洋相出盡。何與懷在他的文章中不惜筆墨地把當局
這種荒誕和愚蠢給全部抖撒了出來。比如莫言獲獎當初
受到上下左右各方的褒獎，其贊譽的來源包括了中國文
化部、中國作協、當代文學研究會等等，乃至某某政治
局常委。贊譽的最高點甚至說莫言獲獎“是我國綜合國
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然而，當他們回過
神來，覺得自己吞下了隻“死蒼蠅”時，又急匆匆地把
莫言排除於“紅色文化基因”之外，並自覺不自覺地發

起和放縱那些“魯莽、無助和荒唐的
人們”對莫言進行所謂“抹黑中國”
的批判。

何與懷在其文章中逐一評析了莫
言文學作品獲得諾獎的理由，以及
作品和獲獎本身對中國文學和世界
文學的深遠影響。另外，何與懷還
從一向的人道主義出發，對莫言於
2016年和2013年兩次分別吹捧美
化習近平和毛澤東的發言做了客觀
的分析。在我看來，歷史上的許多
人才和人格都並不相稱，例子不用
我舉，因為幾乎家喻戶曉。莫言的

人才和文彩是高的，其作品的影響是巨大的；而他的人
格卻擺脫不了中國人文社會和現實政治的扭曲。他那些
吹捧專制獨裁者的言論也許是違心的，作為他賴以生存
的條件；也許是偽裝的，以便獲得機會繼續他對中國社
會的寫真。

何與懷這篇縱橫考察和論證莫言及其諾貝爾文學獎
作品的文章，因其文中的敏感詞，大抵是不會順利到達
中國大陸讀者那裡了。我倒是覺得，即便首先是對海外
華人文壇而言，這篇文章也具有很大的啟迪性。正如作
者強調的那樣，“文學的真實性是文學的生命”。莫言
值得所有作家學習的首先就是他對真實生活的忠誠，而
這在黨文化控制的中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即便在澳洲
這樣的民主國家，也有許多作者是在繞著真實的生活打
圈圈，盡量不觸及有爭議和有危險的創作主題。

近來本地著名作家奧列有個關於“公民意識的書
寫”之講座及與會作家們的討論，彙集了不少很有啟發
的認知和觀點，乃至於寫作的方法。我想借此機會說明
一點：在澳洲公民意識和中國公民意識之間往往存在文
化、世界觀乃至政治觀念上的區別和衝突，對此作家應
有自己的選擇和思想啟蒙的義務。我們要學習莫言在不
自由環境下揭示黑暗和彰顯人性的勇氣，也要學習何與
懷孜孜不倦探索文學真諦的精神，共同把海外華文文學
推向更高維度的繁榮，推向世界現代文明的前沿。

（本文為5月4日“莫言論爭”研討會發言稿。）

“莫言”之後無莫言
張小河

詩歌的起源和我的一次“詩朗誦”
會樂器），坐上旅游巴士
還可以繼續朗誦（如果你
特有表演表達欲）。

巴特！詩朗誦這東西
不像講話談文學，可以輕
聲細語有催眠作用，朗誦
者一般都是慷慨激昂，甚
至聲俱淚下的，這樣台下
的人就無法睡覺。然則除
非配上字幕，大多數情況
下，除了朗誦者之外，別
人真聽不明白台上朗誦的
是什麼。

當然有的“現代詩”
、“朦朧詩”、“意識流
詩”，就算配上字幕，我
能讀懂每個字，也還是讀
不 懂 作 者 要 表 達 的 是 啥
意 思 。 好 好 ， 我 比 較 “
詩 歌 弱 智 ” ， 怪 不 得 詩
人 們 （ 絕 無 冒 犯 ， 敬 請
原諒哈） 。

於是在海南筆會“台
上很大聲，台下聽不懂”
，並且睡不著的情形下，
我認真地思索了一下詩歌
的起源。

咱們中文詩歌成熟的
標 誌 一 般 認 為 是 從 《 詩
經 》 開 始 的 ， 這 一 開 始
就“高屋建瓴”起點巨高
了。《詩經》裡的詩作雖
然今天看語言簡潔難懂，
但其實它們從前都是民歌
民謠來著。

那 麼 《 詩 經 》 之 前
呢？有人說就是古人的勞
動號子，做苦力的時候“
咿咿呀喲”一通喊，就成
了“詩歌”。我覺得這種
說法是被“過濾”了的，
按照佛洛伊德定律，詩歌
一定是起源自原始人，比
如北京猿人，在沒有語言
之前，發情時尋找、呼喊
伴侶的叫聲，以及發情中
的激情吶喊。

所以如今早已被捨棄
的詩歌的“低級入門”技
術，高尓基《海燕》開頭
的那種——“啊~~!”一聲
大喊，才是詩歌最本真的
體現----我有大激情需要釋
放。呵呵。

而且感謝“回車鍵詩
人”的最新貢獻，一句簡
單的日常話，因為“回車
鍵”，卻也能變成詩產生
詩意。比如我的某友大作
家給我示範了一下，你把
報告小廣告“意大利皮鞋
大 傾 銷 ” 回 車 鍵 操 作 一
下，就變成了詩，還能做
成馬雅可夫斯基的“樓梯
詩”呢：

意大利
  皮鞋
    大
      傾銷
因 為 此 番 “ 深 度 思

考”（跟吃飯睡覺相比）
，我覺得我對詩朗誦產生
了新的認識。我想，在海
南如果我能產生“詩情”
，那麼我也找個機會詩朗
誦一下。

在海南最後一輪博鰲
別墅花園的燒烤晚會上，
機會終於來了！這個地方
美侖美奐，椰林晚風，詩
情畫意，再加上今晚我就

要 告 別 海 南 ， 告 別 大 家
了，的確非常不捨，於是
我就即興在餐巾紙上寫了
首“詩”，並大聲地“朗
誦 ” 了 出 來 ， 算 是 對 海
南，對筆會，對文友們的
告別。

《今夜的盛筵》（即
興詩，取名自海明威“流
動的盛筵”——回車鍵詩
人千波）：

今夜，
我參加了一場博鰲的盛筵。
魚蝦比以往更加新鮮，
走地雞的肌肉也更加強健，
蛤蜊冬瓜湯還是一如
    既往的清淡。
這讓我非常非常地不舍，
畢竟吃了這麼多美食，
已成習慣。

啊～～朋友，
希望我們的友誼，
如掛在樹上的椰子，
沉沉甸甸；
希望我們的創作激情，
如張總的肚子，
永不消散。

啊～～朋友，
再見！
啊～～海南，
再見！

千  波

■ 蔣
行邁博士
研討會海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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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偉
開書法 
《 民 生
在勤 勤
則不匱》
69×138
cm

■徐素彬  中國畫《聖潔山
下》 68×68cm    

■黃瑜    中國畫《風情》
40x40cm 

■徐憲來 中國畫《新州風
琴石探勝》132×66cm

■王明科  中國畫《貴在自

然》68×68cm

▲

獎詞完全變味，此外，對
勉強出示的部分也故意翻
譯 得 面 目 全 非 ， 語 義 不
詳，讓人看不懂。

根據資料，被中共官
方媒體刪除的頒獎詞段落
包括：

“中國在二十世紀中
的暴虐，也許前所未有如
此 赤 裸 地 呈 現 在 他 那 些
英雄、戀人、施虐者、強
盜，特別是堅強無畏的母
親的故事之中。他向我們
展示了一個沒有真理、常
識、憐憫的國度，以及那
裡魯莽、無助和荒唐的人
們。”

“ 莫 言 的 小 說 《 酒
國》中，極品佳肴是烤三
歲童子肉。只有男童能入
膳；被忽視的女童反而得
以生存。這一諷刺指向中
國的獨生子女政策，令天
文數字的女嬰被流產：重
男輕女，女孩連被吃的資
格都沒有。莫言還就此話
題寫了一部完整的小說《
蛙》。”

“ 莫 言 所 描 述 的 過
去，不是共產主義宣傳畫
中的快樂歷史，而是他用
誇張、模仿以及神話和民
間故事的變體，對以往那
五十年的宣傳作出了令人
信服的嚴苛的修正。”

“莫言為反抗所有不
公行為的低微個體打抱不
平，無論是日本侵略，還
是毛主義的恐怖，以及今
天的狂熱生產至上。”

諾獎評審會主席帕.瓦
斯特伯格宣讀的這篇頒獎
詞開頭至關重要的一段當
然也刪掉了：

“莫言用譏諷和嘲弄
的手法向篡改的歷史及政
治虛偽和被剝奪後的貧瘠
發起攻擊。他用戲弄和不
加掩飾的快感，揭露了人
類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
不經意間摸索出具有強烈

象徵意義的形像。”
盡管中共肆無忌憚刪

改，給莫言的諾貝爾文學
獎頒獎辭慢慢地也在中國
流 傳 開 來 ， 並 在 圈 內 激
起很大反響。有一位作家
在微博中就稱贊諾貝爾文
學獎的評委們“不是吃素
的”。她寫道，“這也讓
我們反思，我們對作品中
的時代和人物的理解有這
麼深刻嗎？我們是否是一
個 閱 讀 貧 乏 而 浮 躁 的 民
族？是否是一個不懂得尊
重智者不懂得反思和自省
的民族？”

當然，她也和其他一
些同行一樣，雖然大致認
可諾貝爾獎的評委們的“
深刻”，但在中共的高壓
統治的社會環境下，仍然
不敢對其何以“深刻”做
出進一步的分析。

相反，在整個國家，
十二年前的一幕重現——
更多的毛左學者和小粉紅
鋪 天 蓋 地 的 批 判 攻 擊 來
了，對諾獎評審會，對莫
言。攻擊者也不敢正確寫
出《頒獎詞》有關字句（
諷刺的是，那些忌諱的敏
感詞寫出也發不出），也
許他們壓根就沒有看到《
頒獎詞》，但他們好像拿
到了尚方寶劍，一個比一
個瘋狂。

他們咬定，給莫言的
頒獎詞是西方政客污蔑中
國的有力證據，這是對中
國 的 貶 損 ， 對 中 國 的 嘲
弄，對中國十四億人民的
挑釁。

他們說，從這個頒獎
詞中，西方人的政治傾向
和意圖是如此露骨、如此
直 接 地 展 示 了 出 來 。 他
們需要並鼓勵中國文藝工
作者來創作“反抗”的作
品。他們需要棋子。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