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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論爭之我見
何與懷

（ 接 上 期 ）“在有些作品
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
顛覆歷史，醜化人民群眾和英
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
辨、以醜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
暗面；有的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把作品當作
追逐利益的‘搖錢樹’，當作感官刺激的‘搖頭丸’；有
的胡編亂寫、粗制濫造、牽強附會，制造了一些文化‘垃
圾’。”

這不就是針對莫言這些人嗎？莫言眾多的小說絕對可
以對號入座。而諾貝爾文學獎居然把“垃圾”視為至寶。

毛澤東在他的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提出：
“內容愈反動的作品而又愈帶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

民，就愈應該排斥。”
而諾貝爾文學獎居然反其道而行之。
劉再復說，諾貝爾文學獎能夠認同莫言的中國土地

味、泥土味也可謂是一個“奇觀”。我覺得這可能算不了
什麼“奇觀”。“諾獎”評委會2012年10月11日公佈
莫言獲獎時已經說了，獲獎原因就是：“莫言將現實和幻
想、歷史和社會角度結合在一起。他創作中的世界令人聯
想起福克納和馬爾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時又在中國傳統文
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點。”在我看來，真可謂
是一個“奇觀”的，應該是諾獎忽視政治身份因素，毅然
頒獎給莫言，一名中共黨員、中共軍官、中共官方機構的
副主席。不過，也許這也不算是什麼“奇觀”，這只說明
諾獎評委們真正懂得文學，欣賞文學，尊重文學。前文提
到中國有一位作家稱贊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不是吃素
的”。誠哉斯言！
九，如果說莫言的文學成就全世界有目共

睹，為世人高度肯定，那麼，他為中共當局及
其御用學者所不容也是注定的。顯而易見的邏
輯是：莫言的反共“罪證”即他眾多小說不就
正是罄竹難書的中共罪證，證實中共幾十年專
制統治給中國人民帶來極其深重的災難嗎？！

如果說莫言的文學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為世人高度肯
定，那麼，他為中共當局及其御用學者所不容也是注定的。

2021年6月22日，中共文化戰線主要喉舌《光明日
報》發表中國作協黨組成員秘書處書記吳義勤的重要長文
《中國文學的紅色基因》。文中列出了中國百年來上百具

去年母親過世後，老宅就空

無一人。

村 頭 柳 梢 的 晚 霞 ， 消 逝 去

的是我年少滋味，寂寞孤空的老

宅，漸遠的是父母呼喚。

躺在略帶霉味的床上，聽到

窸窸窣窣的聲音。開燈，兩隻拇指大

小的小鼠。它們看著我，眼睛中帶有

恐懼。

一片靜默。

下床，它們躲到了行李箱底下，

上床，它們又悄悄地探出了小小的腦

袋。

索性，抱著膝蓋坐著。

方白對鼠
方  白

我的忘年交加洋閨蜜黛喜歡鑽石，當然她喜歡一切老

牌奢侈品，有著全套的路易威登真皮包金屬扣的行李箱。

這些東西又大又重又不方便，真旅行是不帶著的，只摞放

在家裡，當裝飾品供著觀賞。

她日常戴的鑽石有幾件，左耳一個心形鑽石耳環；右

耳一個圓形鑽石耳環，據說各二點五克拉，還有一個長方

形大鑽石戒指，像塊小麻將牌一樣，又大又重又閃，我忘

了幾個克拉。反正都是黛自己掙自己買的，愛怎麼折騰就

怎麼折騰吧。

自打黛退休後搬去塔斯馬尼亞島，又加上疫情，我們

這些年很少有機會見面了。有時她住在“悉尼曼哈頓”區

的公寓裡，這時候我們可以約了去伊麗莎白灣的碼頭咖啡

館午飯一下。

於是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仲夏天，我們又在風景如畫

的碼頭重聚了。聊天當然涵蓋了身邊朋友的奇聞逸事、最

新消息，說著說著就說起了她的鑽石耳環，我注意到了她

的麻將牌戒指還在手上，但是鑽石耳環們卻都不在耳朵上

了。

唉！黛一聲長嘆，戴了一輩子的心形鑽石在疫情中丟

在飛機上了！原來她坐飛機摘口罩的時候，不小心把耳環

掛飛了，當時不知道，事後沒地方找去了。

嗯，誰揀到二點五克拉，希望他懂行識貨吧。我附

和。那圓形鑽石呢？

我把她送去珠寶師那裡去做定期保養，現在白金托兒

和扣子有點鬆垮了。不過，珠寶師告訴我，你這鑽石是偷

來的！

什麼？！這鑽石不是你在大拍賣行買來的嗎？

就是呀。珠寶師把鑽石從白金托上卸下來清潔，發

現鑽石上的“身份證號碼”——一串數字給人故意磨糊掉

了，所以是偷來的！借助拍賣行拍出去，又洗白了！

哦買糕的，還有這種事兒。

當然啦，有時候還能拍出特高價呢！

那你怎麼辦？

修好了接著戴唄！鑽石永流傳哪！我又找珠寶師訂了

一個心形鑽石取代那枚飛機上掉了的耳環。這樣，我帶你

一起去看看珠寶店和珠寶師，很有意思的。

於是我倆又移師“悉尼曼哈頓”區的珠寶店。這是我

生平第一次踏入一家專門的珠寶店。

珠寶店很大很高冷，珠寶師是個渾身鑽石閃閃發光的

漂亮女人，穿著一條香奈爾雙C花紋牛仔褲和一件緊身黑

色針織衫，妝容精致，如所有這類女人一樣，充滿了故事

和神秘，卻讓人看不出來年紀。

黛向珠寶師隆重介紹了我，於是珠寶師端出一個大絲

絨盤子，上面有鑽石的蝴蝶胸針，還有各式各樣的鑽石戒

指，讓我也試戴一下。

我摸了摸自己耳朵上十塊錢一副的“時裝耳環”，倒

吸一口氣，看著這些閃瞎人眼的東西，不知如何是好。

我的手指太小太細，而且因為在餐飲行業幹活，也從

來不塗指甲油，跟這些華貴閃亮的鑽石實在不匹配。而黛

還在談笑風生、揮灑自如中。正在不知所措間，店裡來了

一個年輕女客人，沒有預約但是找珠寶師有點事情。於是

我和黛就被“解放”了。

走出珠寶店，我大鬆一口氣。姐姐，鑽石永流傳，一

點不假，可我更喜歡美食，吃進肚子裡，好吧？

鑽石永流傳，哪怕被偷了…… 千  波

開始是新柳，偶然

是一兩株粉嫩的山桃，

也有一簇一簇的黃得耀

眼的連翹。接著是河汊

與平境一樣的水面。岸

上的成排的高大或短小的柳樹，都有了連體的倒影。如

是，一幅一幅的風景畫就在眼前了。灰色的天空並不是攝

影師拍照的最佳選擇。誰又知道將與一場春雨不期而遇。

往前走，就遇著了。

春雨似油，珍貴無比，而這場雨，更像是上天灑下的

甘霖。這麼一場春雨，需要醞釀多長時間，需要儲備多長

時間，才會有這麼大的激情，這麼多的甘霖去滋潤這片干

涸的土地，去激發久居鬧市的詩人們在平淡無奇的日子裡

帶給他們些新的靈感………

午後，雨絲如縷，仿佛細密的珠簾，輕輕地撫摸著大

地。雨絲漸密，如針尖般閃爍，交織成一幅如煙似霧的雨

幕。轉瞬間，雨勢如注，如瓢潑之勢，傾瀉而下……這是

我記憶中春日裡最大的一場春雨。我與朝東在雨中漫步，

拍照談笑，任由雨水將我們打濕，心情卻格外愉悅。

一場春雨，一段旅程，一幅寧靜而美好的畫卷。雨

滴在水面跳躍，濺起圈圈漣漪，猶如年輪在時光中流轉。

高大的新橋橫跨兩岸，雙塔隱在遠處的柳林處，近處的古

老河岸記載著歷史的變遷。垂柳依水而舞，恰似翠綠的發

絲，在雨中搖曳生姿。野鴨與白鷺相向而去，可以飛，可

以游，可以自由自地戲水。遠處的青山，被雨霧溫柔地擁

抱著，若隱若現，仿佛是縹緲的仙境。

大運河源頭的水在春雨的滋潤下，流淌得更加歡快。

河水清澈如琉璃，魚兒在

水中嬉戲，仿佛在跳躍的

音符間盡情歡唱。只是河

面上沒有了當年的運河碼

頭的帆船。這運河的源頭

有多少船只悠悠駛過，船夫奮力櫓槳，留下一道道如詩如

畫的水痕……是否，當年的那場春雨中，在此地船只與春

雨相遇，煙雨中成了歷史，成了遙不可及的過往雲煙。

春雨中的萬物，都宛如詩中的意像，充滿了韻味。

它們在雨中展現出盎然的生機與魅力，讓人如痴如醉，流

連忘返。我靜靜地聆聽著雨滴的吟唱，感受著大自然的魅

力，仿佛與大運河源頭的湖光山色融為一體。

如果不是這麼一場春雨，也不會有這春雨相關的詩

文。它如同精靈在大地上翩翩起舞，輕盈地彈奏出悠揚的

旋律。它飄飄灑灑如此暢快淋漓地把大地上的一切清洗了

一遍，那些剛發芽的新柳，那些剛開放的山桃花初打落了

一地，那小山上樹木，那河邊的小橋，通往神泉神寺的台

階，寺廟裡的建築以及建築頂上的灰色瓦片，都在接受這

場春雨的洗禮。我們冒雨前行，毫無遮擋，拾階而上，穿

過禪寺，又出門上了寺後的小山，穿過幾株被雨打落一地

的山桃，在飄飄灑灑的雨中，與白浮泉遺址浪漫相遇。

這場春雨，讓我領略到了大運河源頭的寧靜和美好。

它不僅滋潤了大地，更滋養了我的心靈。在這紛繁復雜的

世界裡，我們需要這樣一場雨，讓我們放慢匆忙的腳步，

去品味生活中的寧靜與美好。讓我們珍惜每一場雨，每一

個瞬間，用心聆聽大自然的和聲，用愛描繪生命的絢麗畫

卷。

無聲，對視。

漸漸地，它們的膽子似乎大了，

爬上了我手提電腦的電源。

我靠近它們，它們又躲到行李

箱底下。然後又探頭看著我。時長

00:29。

我不想去打擾它們，我聽到父母

輕輕的鼾聲。夜已經深了。天亮時，

母親會把早飯弄好，然後我會去上

學。

我輕輕地靠近小鼠，它們居

然不再躲閃，眼睛亮晶晶。一會

兒，它們趴在電源上開始睡覺。

時長00:21。

關燈。

能聽到時間滴答滴答，仿佛是我

的童年，在這個暗黑的、奇異的空間

流淌……

東方放白，兩隻小鼠依偎著，睡

得很香。

我突然有點恍惚，莊周夢蝶，方

白對鼠。不知鼠是回到童年的方白，

還是方白是倦於漂泊的鼠？

春雨中相遇大運河源頭
王博生

如果有一天我去遠方
除了簡而又簡的行裝
我要帶上
許多許多的書

我要坐在《額爾古納河右岸》
背誦李杜的詩蘇辛的詞
研讀泰戈爾的《吉檀迦利》
揣摩哈姆雷特復雜的為父報仇、
  為民除害的心理過程

我要在波瀾不驚的貝加爾湖上
我要在白雪覆蓋的天山腳下
試圖了解史鐵生博大的作家胸懷
對話被困在《圍城》中的莫言大師
我還要去《古拉格群島》瞻仰
  索爾仁尼琴
去挪威卑爾根解開約恩•福瑟的
  《奧拉夫之夢》

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談》
托爾斯泰的《復活》路遙的

如果有一天我去遠方
池青橡

  《平凡的世界》
陳忠實的《白鹿原》……
這些
都列在我的閱讀書目中
我要做時間的富翁 精神的富翁
把以前勞作、家務失去的時間
  領回來
讀書
還是讀書!

如果有一天我去遠方
由於受限
只得懷揣一本《善良》

我要去阿勒泰草原
與李娟為鄰 和牧人為伍
向花兒問好 與草兒拉呱
跟天上的白雲賽跑

和白雲一樣可愛的羊群
一起出入欄柵
清晨
有滴水泉為我叮咚作樂
黃昏
有晚霞為我盛裝演出

我會
天天撒下一把谷物
讓小鳥們在我的帳篷前歡呼雀躍
我會
小心翼翼為馬兒、鹿兒包扎
當它們受傷淌血時
我更會
給遠處草場的哈薩克牧人送去溫暖
在雷電交加、風雨肆虐的夜晚

當我回來時
要寫一篇很長很長的長篇
一本很厚很厚的書,書名,嗯……叫做

《與善良做朋友》!

(2024年6月5日寫就於悉尼市寓所)

這是多元文化的盛宴，藝術家們的新篇章。

湖波浴鶴舞灘沙，水鳥低飛戲綠鴨。

畫廊色彩如雲柳，筆墨色塊揚華家。

6月29日下午兩點，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舉辦的

《南羸爾鑒》藝術展在Chatswood中華文化中心開幕。這

是一場別開生面的藝術展，彙聚眾多知名藝術家的佳作，

涵蓋國畫、書法、油畫、丙烯、水彩、剪紙等多種藝術形

式，為觀眾帶來一場視覺與藝術的盛宴。

此次藝術展的意義重大，不僅展示了澳洲多元文化

的魅力，也促進藝術家們的創作熱情。首先，藝術展為社

會搭建一個交流的平台。在這次展覽中，藝術家們通過作

品展示自己的才華，同時也欣賞到了其他藝術家的創作，

這無疑為藝術家們提供一個互相學習、互相借鑒的機會。

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舉辦《南羸爾鑒》藝術展
這種交流與合作，不僅有利於藝術家的個人發展，也有利

於整個藝術界的繁榮。其次，藝術展對於促進澳洲多元文

化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在澳洲這樣一個多元文化的社

會，藝術是一種有力的語言，能夠跨越種族、信仰、文化

的隔閡，傳遞情感與思想。此次藝術展的舉辦，無疑為澳洲

多元文化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也為澳洲人民提供一個瞭解

和欣賞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作品的機會。

此藝術展對於提高藝術家們的創作水平起到重要的作

用。總的來說，《南羸爾鑒》藝術展是一次成功的藝術盛

宴，它不僅展示澳洲多元文化的魅力，也促進藝術家們的

創作熱情。我們期待著藝術家們在未來的創作中能夠繼續

發揚光大，為澳洲多元文化的發展貢獻更多的力量。（澳

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供稿。）

■《暖月》油畫     張仲衡 ■《青蔥歲月》丙烯     高建平 ■《鼓山蘭花圖》國畫  余逸柏

昂起驕傲的頭
從無一個詞，頻繁地
於我掌心獲得認同
一種不容褻瀆的情愫
亦不可輕易抹殺的冀望
驕傲，如同一面烈烈旌旗
似英勇的戰士將你的笑顏引領眾人
莫要忘卻對生活的留戀

或許苦痛曾如惡狼般折磨你的靈魂
黑夜也曾似魔鬼般阻斷對黎明的懷想
恰似爐火餘燼中
殘存的幾點星火，仿若希望的火種
但請相信我
特立獨行的執拗
從未停歇雄渾激昂的嗓音

在你獨自前行的途中
請准許我用誠摯的歌聲
如溫暖春風般去贊頌田野與幽谷
讓疲倦的行者卸去失意與憂傷
讓彷徨的路人重拾勇氣與力量
讓迷茫的心靈找到方向與光芒
朋友，若覺暖心就舉起杯中的酒

托馬斯詩兩首
溫暖的篝火，似歡快的精靈在風中舞蹈
歲月的羈絆在激情中燃燒

昂起你驕傲的頭
在自由的天際下，與白雲暢快交談！
仿佛白雲是你的親密伙伴！
昂起你驕傲的頭
在遼闊的大地上，與風兒盡情嬉戲！
好像風兒是你的快樂玩伴！
昂起你驕傲的頭
在璀璨的星空下，與繁星熱情對話！
恰似繁星是你的知心好友！

一堵厚實的牆
我常湧起這般奇異的渴望
要成為一堵厚實的牆
撐起心儀的房屋，擋著風雨
讓母親靜靜地
坐在暖心的壁爐旁，眯著眼
聽著兒孫們在身旁嚷嚷

我還想，在屋子外
有大片的林子，和藍天
紛紛揚揚的蜜蜂在飛舞
滿地的蒲公英曬著陽光

當然，我更知道沉默
構建堅忍的不是張揚
一塊磚，在火中煆燒
蒸發了濕氣，也收斂了火的肝腸
砌進牆裡，處變不驚如堅毅的戰士
從容承受千鈞的擠壓

也許，歲月侵蝕，年華斑駁
滿牆的苔蘚腐蝕著堅實的肌顏
一道道裂紋割裂著脊骨
一陣陣寒風也使我顫慄
命運的光顧，終究使我頹塌
散落成一塊塊的殘磚
任千萬隻腳踐踏

然而，牆的夢仍在我心底發芽
即使我粉碎成土，與樹結合
點綴房屋的風景裡，那綠色的叢林
枝頭上的小花，便是我神往的天涯

2023年10月12日，老友一行

共計9人，搭乘捷星航空由悉尼機場

起飛，經墨爾本直飛夏威夷，開啟

了盼望已久的夏威夷5日游與量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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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溪地郵輪之旅。

夏威夷位於太平洋中部，是波利尼西亞群島中最大的

島嶼，距離北美大陸約3700公里，是美國的第50個州，

也是美國極少數以旅游為支柱產業的海外州之一。

藍天下的夏威夷景色迷人，太平洋一望無際，金色的

沙灘在習習閃亮，翡翠綠的海水在微風中蕩漾，挺拔的棕

櫚樹在落日餘暉中靜靜地勾繪出熱帶風光的美景，放眼望

去，令人心曠神怡。夏威夷以

其優美的自然環境，淳樸友善

的原住民文化風情，贏得世界

上旅游度假聖地的美譽。

夜幕來臨，皎月高懸。

海風陣陣，清爽宜人，海浪滾

滾，聲聲悅耳。沿海街道，熱

鬧非凡。兩側的商店食肆，

張燈結彩，霓虹閃爍，進進出

出，人潮湧動，來來往往，

車水馬龍，好一派繁華都市景

像。

漫步在夏威夷的海濱街頭，看到的是一張張熱情洋

溢的笑臉，聽到的是一聲聲親切的“ALOHA”的問候。

此時此景，不禁發人深思：遠離大陸，原始封閉的島上民

眾，居然在短短幾十年內趕超世界文明的步伐，過上了如

此富足幸福的生活，這是美國的奇跡，也是島上全體原住

民正確的選擇。

相比二戰後的菲律賓，作為美國的殖民地，同樣也有

機會選擇並入美國，成為第51個州。但是，全民公投的

漫步夏威夷
田沈生

村，在英國99年殖民統治下，竟然

發展成為一個廣廈林立，寸土寸金，

繁榮富裕的國際大都市，世界矚目的

金融中心，一顆閃亮的東方之珠。然

而，在主權回歸的二十多年裡，人才

流失，經濟下滑，明珠失輝，風光不在，金融中心的地位

已經悄悄地被彈丸之國新加坡所取代。民族獨立，主權回

歸與百姓的福祉，究竟孰重孰輕？歷來見仁見智。在二者

不可兼得的情況下，夏威夷人民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現代世界歷史上，夏威夷占有舉足輕重的一頁。上

世紀40年代，世界所關注的不是秀麗的風光，而是它的珍

珠港。我注意到來夏威夷的許多美國本土游客，珍珠港是

他們的首選之地。其中一些

人每年都要來這裡悼念自己

的親人，祭奠為世界和平貢

獻出寶貴生命的美軍官兵。

人們永遠忘不了，1941年

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戰，

悄悄出動了6艘航空母艦，

長途跋涉，偷襲珍珠港。短

短的30分鐘，300多架飛

機輪番轟炸，令疏於防範的

美軍損失慘重：被擊沉及重

創8艘戰列艦，3艘巡洋艦，3艘驅逐艦，188架飛機被摧

毀，2402名官兵喪生，1282人受傷。震驚世界的珍珠港

事件，直接引發了太平洋戰爭。70多年過去了，如今的珍

珠港已經建成了現代化的戰爭紀念館，以音像，實物，沉

沒海底僅露出煙囪的亞利桑娜號戰列艦，以及紀念碑上密

密麻麻陣亡將士的人名，警醒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戰爭

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是死亡，毀滅和無盡的災難。

除了美景與珍珠港，夏威夷在當代美國也曾閃耀過一

道石破天驚的光輝。那就是2008年11月4日，在夏威夷

出生、成長、接受中學教育、具有非洲裔血統的民主黨人

奧巴馬在國會上莊嚴地宣誓，就任美國第44屆總統。這是

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非白種人的總統，也是自《五月花》輪

船登陸北美大陸三百多年以來最具震撼的事件。其執政8

年，政績姑且不談，僅做為有色人種入主白宮，奧巴馬已

經成為夏威夷島上居民的驕傲，這一點不容置疑。

有意思的是，在夏威夷，人們還在流傳這樣的說

法：“小小的夏威夷竟然誕生過兩位大國總統。一位是

美國的奧巴馬，另一位是中國的孫中山”。尤其難得的

是，兩位總統還曾先後就讀過同一所學校：普納荷學校

（PUNAHOU  SCHOOL），堪稱忘年校友。由此可見，

遠離中國大陸的夏威夷，很早就與華夏民族有著悠久的

歷史淵源，並且為中華民族推翻滿清帝制做出過不朽的貢

獻。（未完）

■被擊沉沒的亞利桑那號戰列艦的鐵錨

結果是獨立成為菲律賓共和國。遺憾的

是，菲律賓至今還是一個政局不穩，貧

窮落後的國家。政客貪腐無度，百姓在

貧困中掙扎，菲佣幾乎成為菲律賓的代

名詞，不知是國家的光榮還是極大的諷

刺？！

無獨有偶。原本非洲大陸最富裕，

最發達的南非共和國，在黑人領袖曼德

拉的“治理”下，短短十幾年，竟淪為

貧窮墮落，暴力叢生的野蠻國度。時至

今日，前途黯淡，民眾依舊在艱難困苦

中求生。民族獨立，揚眉吐氣，為什麼

百姓卻回到了水深火熱之中？！順便說

一句，曾經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小漁

有“紅色基因”的作家和作品。中
共1949年建政後作家的作品也有
數十部，如《紅旗譜》《紅岩》《
紅日》《創業史》《青春之歌》《
山鄉巨變》《保衛延安》《林海雪

原》等，但莫言和他的作品卻不見蹤影。
吳書記妄稱這些紅色經典是“全中國人最愛讀”的

作品。他強調，“講好黨的故事”是中國新文學的神聖
使命。比如郭沫若的《女神》最早表達了對共產主義的
呼喚，表現出摧毀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賀
敬之、丁毅執筆的《白毛女》深刻揭示“舊社會把人變成
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主題；老舍的《龍鬚溝》通過
龍鬚溝的古今對比，表達了對新中國的無比熱愛；金一南
的《苦難輝煌》全景展現黨建立紅色政權、領導人民進行
偉大長征和革命戰爭的恢宏歷史。在百年名作家裡也有揭
露社會黑暗的，包括魯迅、林語堂、沈從文等，但他們揭
露的是“舊社會”，這就有“本質的不同”。總之，吳書
記要求文藝要在黨領導下樹立明確的服務方向。

兩天之後，6月24日，《光明日報》接著發表《文藝
報》總編梁鴻鷹的大作《讓人們重回百年文學現場一一寫
在“紅色經典初版影印文庫”出版之際》，梁文也列出了
大量紅色作家和作品，莫言當然也榜上無名。

幾乎同時，央媒發表兩篇重磅文章，是給中國以及世
界一個明確的告示。在他們看來，凡是“抹黑”中共治下

■莫言漫畫和他的語錄

的中國，“詆毀”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的作品，都缺少紅色基因，都違背他們
所說的“主流民意”，必然被唾棄，最終被
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他們這個評定標準清楚
宣示，只有歌頌中共極權的作品方有紅色基

因，才能成為名家名作。而莫言作品沒有一

部是歌頌所謂“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幾乎
都在揭露社會的“黑暗”，這當然不符合中
共極權統治的需要與其文藝評判的標準，自
然無法得到中共官方的認同。就這樣，一個
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便被踢出“中國
百年名作家”之列！

當然，站在中共當局立場，莫言和他的

作品被否定，是無比正確的。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