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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１９７１—２０１１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情况
反思中国文学



耿　潇

（中南民族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针对当前现状，以１９７１—２０１１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四十年来的获奖情况为研究对
象，从获奖作家所属的不同的国家分布、作家性别比例及和获奖作品风格与主旨这三个大的方

面入手进行分析，探究诺贝尔文学奖的发展态势，概括和反思目前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剖析

中国作家莫言的获奖原因，由此提出对于中国作家要在诺贝尔文学奖中占有更多席位需要完

善方面的建议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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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都有这样一个受到世界瞩目的盛大典礼
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这便是享誉世界的诺贝尔奖。

它不仅是对潜心钻研并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才的崇高奖励，更是对以个人力量促进人类进步

的伟大付出的高度肯定，因此其奖励除了对重要

发明的肯定和对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褒奖之外，

还有一份对于文学家来说至高无上的荣耀，那便

是诺贝尔文学奖。自１９０１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始
评选至今，已有一百零四位作家获此殊荣，虽然其

他著名奖项如美国的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

英国布克奖及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等也具有巨大的

影响力，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奖项以其遴选程序

之严格、奖金数额之巨大、延续时间之持久及获奖

作家分布地区之广泛，已成为一项最引人瞩目而

具权威性的世界级奖项。随着诺贝尔奖的不断演

进，其跨文化的力度不断增强，特别是从２０世纪

下旬始，奖项愈加关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开始更

冷静地处理欧洲文学与该奖项的关系，也开始愈

加关注女性作家，这使诺贝尔文学奖一步步走向

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学奖项。

随着诺贝尔文学奖步步走向世界，世界范围

内的文学也不断走向繁荣，然而纵观诺贝尔文学

奖的历史，中国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域一直榜上无

名，直到北京时间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１日１９点，这无
疑是个历史性时刻，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

员会在这一刻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２０１２年诺
贝尔文学奖。那么这个文学底蕴深厚的国家此前

为何在诺贝尔文学奖上频频落马，这一次莫言为

何能够成为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打破中国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域零的记录？本文将

通过剖析１９７１年到２０１１年四十年间诺贝尔文学
奖的获奖情况，从而反思中国文学现状，并预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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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

一、获奖作者的国家分布及走向

１９７１—２０１１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分别来
自世界不同的２９个国家，由此可见获奖分布的广
泛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诺贝尔本人的愿望的

实现———“颁奖中不考虑受奖人的国籍，无论是

否有斯堪的纳维亚的血统”（出自诺贝尔遗嘱）。

然而将４０年以来诺贝尔获奖者按洲际划分，却能
发现广泛性背后仍然存在这样的现象：欧洲中心

主义。除２０１０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因同
时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暂不列入统计之

外，获奖的作家来自美洲的有８位，来自亚洲的有
２位，来自非洲的有４位，来自大洋洲的有１位，
来自欧洲的则有２６位，显而易见，获奖作家集中
分布在欧洲大陆上，而且所占比例高达总数的

６６．７％。
从１９７１年至２０１１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分布可看出，在四十年的发展与变迁中，欧洲作为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最大赢家的地位是显而易见

的，也有许多人因此质疑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团对

欧洲文学的情有独钟和对世界其他地区如亚洲的

忽视，如《美国书刊评论》的主编ＤｉＬｅｏ，通过回顾
美国作家的获奖历程，他提出瑞典文学院评奖的

“孤立和狭隘”，并提议设立一个更加清晰的奖项

来取代诺贝尔文学奖。这种“欧洲站在世界文学

世界中心”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欧洲包揽了多

数诺贝尔文学奖名额，其次是美洲，之后是非洲、

亚洲和大洋洲，针对这样的现象笔者认为原因

有二：

一方面，作为西方文化的重心，欧洲文化传承

的连续性和历史沉淀之深厚为其文学发展提供了

一方沃土，这也是欧洲得以持续在诺贝尔文学奖

的角逐中稳稳站住脚跟的重要因素。新航路的开

辟使欧洲人的视野和理念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和

升华，而自文艺复兴以来，大批希腊的古典著作和

优秀思想不断涌现，人们开始反抗封建神学和宗

教压制，积极探索人的价值和地位，这些进步思想

的传播和发扬对当时的政治、科学、经济及人们的

神学世界观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文艺复兴不仅使

人们逐渐摆脱传统观念中封闭愚昧的成分，拥有

了理性思考的勇气，而且推动了宗教改革的发展，

打破了人们对神学的迷信，为之后的思想解放运

动扫除了障碍。不能否认欧洲一大批卓越的文学

家、艺术家和思想家正是在文艺复兴掀起的全民

思想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他们创造出大量富

有魅力的精湛的艺术品及文学杰作，成为人类历

史长河中的无价瑰宝。而之后的启蒙运动、工业

革命和政治革命等都对２０世纪欧洲的社会政治、
经济产生了极大震动，欧洲的文学发展也因此发

生着持续的革新与变化。另一方面是语言优势，

欧洲的语言大部分属于印欧语系，其中包含了日

耳曼语族（包括英语、德语、挪威语等）与罗曼语

族（后演化成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

语等），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单位所使用的是瑞典

语，而英语、德语、挪威语、丹麦语和冰岛语与瑞典

语相似度较高。不同的语言文字在词汇、句法、结

构、形式和风格上等均有较大的差别，两种语言距

离越远，隔阂也就越大。因此文化上存在的较高

的共通性无疑是欧洲的一大优势，它无须译者对

作品大范围的诠释乃至重新创造，对于诺贝尔奖

评定单位来说，他们对作品的理解会更加顺畅而

自然，因而更能引起文化共鸣，这是欧洲独占鳌头

的另一重要原因，或许也是埃斯普马克在《诺贝

尔文学奖内幕》中承认评奖委员会历史中存在一

些疏漏的原因①。

再来看看亚洲。作为承载了世界上最古老而

伟大的文明传统的亚洲不但没能在诺贝尔奖中独

占鳌头，反而屡屡落选，亚洲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

这一领域中一直以来也没能获得较大的发展空

间，且这一局面也并没有随亚洲近几十年来经济

的崛起和蓬勃发展得到明显改善。从 １９７１至
２０１１年以来亚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仅有来自
日本的川端康成（１９６８年）和大江健三郎（１９９４
年），而中国至２０１２年以前都未能将诺贝尔文学
奖收入囊中，其个中原因是值得商讨的：

第一，诺贝尔奖的评价标准与思想倾向。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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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谢尔·埃斯普马克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详见其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内幕》。



观诺贝尔文学奖历届公布的获奖陈词中可以发

现，早期的获奖者多因“文字细腻”“描写生动”

“开创新的写作手法”等理由而获奖，瑞典文学院

推崇独立的价值观，倡导文学作品“不为社会政

治和现实所绑架”，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有“农民作

家”之称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代表作《静静的

顿河》和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日瓦戈

医生》也能获得评委青睐的原因。然而对于亚洲

这样一个历史上动荡和变革较多的大洲，保证其

独立和不受政治干扰的难度显然是十分大的。相

反亚洲作家十分注重在作品中描写相关社会背景

等，这成为亚洲作品受到冷落的原因之一。第二，

不同文化下产生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地

区差异。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者大多是瑞典人，

文学的对外交流和语言特点的不同都可能对评奖

产生一定的影响，亚洲的文学很繁荣，但在意识形

态和价值理念上与欧洲文化所存在的固有隔阂也

是不可否认的，这对来自亚洲的作家角逐诺贝尔

文学奖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另外，正是囿于文

化的差异，亚洲的文学作品在被送到诺贝尔文学

奖评选者处细细考究之前都已经过翻译甚至重

组，特定语言的精髓所在也会因此不可避免地

流失。

二、获奖作家性别比的差异及变化

除了洲际之间的差异性之外，纵观 １９７１—
２０１１年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还有一个
现象是值得关注的，那也就是获奖作家的性别比。

获奖作家在性别比例上眼中失衡，其中男性作家

有３４位，而女性作家只有６位，女性作家在获奖
的频度和总数上与男性作家之间差距极大；另外

还可发现女性作家的获奖都是出现在１９９０年以
后，而之前则基本上是由男性作家包揽这一奖项：

这一长久以来的现象令人不禁思考，在男权

主义社会中女性作家所受到的压制和埋没。在漫

长的父权制统治的历史时期，女性的生活范围局

限于家庭，而在这样性别分工的理念下，衡量人的

价值的主要标准却是考量谁创造了社会价值，这

一标准直接导致女性的地位和价值难以受到足够

的重视。虽然社会在不断发展，但经济发展与社

会进步和文化观念的变革并不完全同步，且文化

思想往往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步伐，沉淀在人们思

想意识中的传统性别观念，让女性与“家”始终存

在着如影随形的联系，这一家庭观念无形地束缚

着女性的发展，影响着女性地位的全面提高，这也

是全世界女性作家一直以来所面临的困境。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发现令人欣喜的一面，

即自１９９１年开始，女性作家获奖的频度有了较大
的提升，这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女性原本

处于劣势的地位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和提高。真正

意义上的西方女性文学产生于１９世纪，它的发起
与女权运用有着紧密联系。在法国大革命所倡导

的自由与平等思想的影响下，女权运动获得了蓬

勃的发展，并且为女性的生存与发展争取了极大

的延展空间。在文学领域，女性作家的创作热情

高涨，大批优秀的作品开始涌现出来。进入二十

世纪，女性的权益日益受到重视，女性作家的作品

因而也得到进一步传播，且其特质愈发突显：在注

重人文关怀之余，更重于表现女性对世界的思考

与探索。

从女性作家地位日渐上升这一现象，我们也

能发掘出诺贝尔文学奖关注焦点的变化和扩充。

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创作侧重点是有所不同

的，男性作家更关注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女性作家

则更侧重于从女性独有的视角和关注层面出发，

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及外部环境对这一世界的影

响，如１９９１年获奖的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和
２００７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获得者英国女作家
多丽丝·莱辛。莱辛的代表作《金色笔记》被誉

为“女权主义宣言”，它不仅仅是对女性自身的探

索，也以广阔的胸襟面向了女性之外的世界。

２００９年获奖的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更是将关
注的焦点转向社会，“描绘出了一幅底层社会的

众生相”（瑞典学院评奖词）及复杂社会中人性受

到的践踏和轻视。

不能否认，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不仅开始受到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青睐，也日益成为读者关注

的焦点，这一方面源于女性作家凭借自身那份与

生俱来的细腻与敏锐的观察力，在探索外部世界

时她们能将对生活的思考与文学结合，从而创作

出更为贴近社会人心的优秀作品，这是其优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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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她们对事物的感觉更具体、灵活，

且往往感性高于理性，因此在创作时女性作家更

为注重细节的刻画与描绘，将对社会的感触融入

生活，再将生活的特质所在以个体的形式展现得

淋漓尽致，且将对个体的刻画予以细腻描摹，从而

使社会这一大命题于读者面前变得亲切可感、真

实清晰。当然，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女性作家的日

渐关注，也折射出了这一奖项对于当代多元文化、

对于外部世界和整个人类的生存问题的关注。

三、获奖作品主旨与特色

法国作家布封曾说过：“风格即人”，文学风

格是一个作家创作趋于成熟、作品达到较高艺术

造诣的标志，既涉及作家的创作个性和言语形式，

也与一定的时代、民族、地域文化有关。在

１９７１—２０１１年这一段历史时期，诺贝尔文学奖虽
然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且各国作家的作品在不

同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地域、民族等特色，但所有

获奖作品中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主调，即对现实

世界的发掘和对社会伦常状况的深刻揭露与批

判，如１９７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澳大利亚小说
家、剧作家帕特里克·怀特的《风暴眼》（ＴｈｅＥｙｅ
ＯｆＴｈｅＳｔｏｒｍ，１９７３）。这部小说以病床为中心线
索展开，在描写围绕钱财而展开的明争暗斗中，作

者运用现代主义手法，将笔触深入到人物内心世

界，揭露了普遍存在的精神和情感危机，进而探索

生存价值和人生追求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以对

现实世界的发掘及对社会伦理道德现状的揭露与

批判为主题的作品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主

流，对此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第一，从历史角度来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

的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都

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宗教

信仰也因此受到不断地挑战，加上之前两次世界

大战对社会的巨大冲击，思想积极活跃的知识分

子们对资本主义所倡导的价值观与伦理体系的信

任开始产生动摇，而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传

播使许多现代主义文学家们都直接或间接的在思

想层面受到影响，从而看到资本主义的本质与漏

洞所在，并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第二，从科技与

文化因素上来看，２０世纪初，现代物理学尤其是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极大动摇了古典物理学的

物质宇宙观，而随之诞生的电子论、控制论和信息

论更是进一步颠覆了人们对世界、甚至是宇宙的

传统认知，科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

的发展；而在哲学领域，尼采、弗洛伊德和亨利·

柏格森的理论也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

同程度的影响，如尼采“上帝已死”的观点后来成

为存在主义的内核，很多作家也因此受到来自哲

学思想的影响，他们在创作过程中重新审视自我

与社会的宏大关系并在作品中予以凸显。第三，

从文学和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欧洲民族民

主革命的低落，作家们不再囿于传统的浪漫主义

对海市蜃楼般的理想世界的空洞求，而是开始另

谋出路，通过描写与批判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与种

种不合理的现象揭露社会的黑暗，引起广大读者

的共鸣，从而引发人们对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实

的改造愿望。在这些社会因素下，对现实的发掘

和对社会伦常状况的揭露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一种

需要。可以说，这些作品不仅仅是帮助推翻旧的

思想、建立新的文学理论的过程，更是成为了相对

社会发展而言往往显得滞后的文化思想的一种补

充，作为一记警钟从文化层面上阐释当今社会的

亟须与匮乏，以一个清醒者的角色通过文字唤醒

并提升人们的思考力。

四、中国文学发展应有的理性思考

通过以上对获奖作家的国家分布与走向、获

奖作家性别比的分析和获奖作品主旨的剖析三个

大的方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１９７１—２０１１年这四
十年以来，获奖作家仍集中分布在欧洲各国，男性

作家仍占绝对优势，但女性作家的地位也正在不

断上升和凸显，获奖作品的主题仍着重在社会与

个人、现实与追求这两个落脚点上，重视思想性，

以人道为主线，强调自我意识的觉醒。德国著名

汉学家顾彬教授曾这样评论当代中国的作家：

“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内在力量，他们

的力量都去了哪儿？以前是政治，而现在则卖给

了市场！”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偏激，但也不无道

理，中国的文学发展到底要做哪些自我反省和思

考呢？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中国文学在发展与立足点上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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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每个国家、地区的文学都应拥

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概念，从而与他国文学区别开

来，然而当代中国文学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在外

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

其要提到的是中国作家日渐形成的“诺贝尔情

结”。有学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西方文

学的经典范例，提供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话语

基础。西方文学的许多重要的部分乃是通过对诺

贝尔文学奖的介绍为中国写作所了解。诺贝尔文

学奖在此乃是普遍性经典的确认，也是西方文学

作为一种世界性标准的证明。于是，对西方文学

的重要作家的作品的学习和模仿也成为一种风

气”，也正是因为中国文学界所存在的这种风气

让当代的中国文学很大程度上仍被当作外国文学

的一个影子，难以独立发展。

第二，中国文学题材的禁区太多。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肯定会有其尊严和禁令，关于

国家档案机密、军事机密，统计、技术机密一类的

主题文学作品往往是不可以涉猎的，但除此之外，

文学题材应是可以来去自由的，歌颂、批判、讽刺、

揭露和调侃的主动权是在作家的手中的。然而建

国以来我们在文学领域上划定了太多的禁区，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的主旋律是歌颂，揭露的往

往也只是旧社会的黑暗，学术上的争论可能引发

政治批斗，个人观点可能被打上反动的旗号；改革

开放以来，文学创作得到解放，创作的空间拓宽，

因而出现了各种流派，文学开始朝着健康的方向

发展。然而经过几十年政治斗争洗礼的中国作家

们的作品却大多回避社会敏感题材，再加上作家

们的勇敢揭露甚至可能遭到批斗和打压（如作家

慕容雪村的遭遇），中国作家作品中的自我意识

和社会价值大大地降低了。

第三，中国文学发展逐步倾向于商业化和功

利化。中国作家在视野越来越开阔的同时，文学

的纯粹性也不断降低，写作出发点更多地考虑读

者的认同度、出版发行和是否顺应潮流，而这些都

极大地破坏了作家在精神层面对作品所反映的主

旨的挖掘、深入、剖析和表达。中国作家在处理作

品深度拉伸和题材拓展之间关系的矛盾一直存

在，作家们倾向于在了解群众需求的基础上扩展

题材范围，然而过度的迎合大众品味和文学的商

业化趋向又导致了作品难以在深度上有更多的突

破，与此同时文学题材的急剧扩展与文学评价体

系尚未完善这一现实也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再加

上主流价值观欠缺等问题，这些无一不导致了中

国文学的走向和独特性所在具有不稳定和不明晰

的特点。

市场经济语境下，现代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

个以数字化信息通讯科技为基点的时代———新媒

介时代。新媒介不仅改变着人类的交流方式，也

改变着文学的创作方式。现如今，网络作为文学

新载体的作用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作家选择微

博、ＱＱ空间作为自己创作的载体，网上的作品和
印刷作品一样能够自由保存、阅读，甚至能够将音

频、动画穿插于其中，丰富读者的感官。以中国的

网络文学为例，虽然一方面为市场所左右快餐文

学大量出现，甚至有部分与文学风马牛不相及，但

另一方面，由于网络自身的特点，其又给予了作家

们展现自己思想的全新舞台，在这里作者可以与

其作品的读者毫无障碍的交流，交流的过程反过

来又显著地影响和改变了作家自身的思想和观

点。另外，对新媒介的展示也成为作家创作的主

题，电视、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介出现在文学世界

里，给作品增添了浓郁的现代生活气息，提高了作

品的思想境界。从这个层面而言，当前新媒介的

传播与发展成为中国文学走出目前这种困难局面

的有力支撑。

当然，中国文学近年来所取得的进步也不容

小看。中国当代作家陈忠实、路遥、余华等都为中

国文学的长远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陈忠实的

《白鹿原》被称为“中国当代六十年的巅峰之作”，

它深刻揭示了渭河平原 ５０年变迁的雄浑历史。
出身于农村的作家路遥始终相信自己有着农民的

血统，《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的奋斗精神令我

们为之感动和鼓舞。另外，路遥创造的“城乡交

叉地带”的写作策略也更加真实地反映了改革时

代中国城乡的变迁历程。作为中国“先锋派”代

表作家的余华一直以揭示人性丑陋、阴暗和暴力

的一面。作品《活着》中，夕阳下的福贵对着他在

这个世界上仅剩下的朋友老牛细说辛酸一生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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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让我们彻底地品尝了的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

中国作家莫言能够最终摘取２０１２年诺贝尔文学
奖的桂冠无疑是对中国文学进步的巨大肯定。作

为山东人的莫言在作品中当然逃不开对山东各地

风土人情的描述。他的作品充满着“怀乡”及“怨

乡”的复杂情感，并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

式创造出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

奇”故事，作品也因此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２０１１年８月，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
盾文学奖，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莫言更是一举摘得享誉
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奖委员会在宣布莫言获奖

时说：“２０１２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因为他
融合了民间传说、历史和当代的魔幻现实主义风

格”，可以说，中国作家莫言的作品能够走向世界

一方面在于其作品因独特的表达方式所带来的美

学价值之外，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其中所反映的社

会的思想变化与价值取向，所彰显的社会态势与

发展潮流，所揭露的社会问题与弊端，还有作品带

给人们的思考和借鉴意义，这才是其作品最宝贵

的价值所在。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２０１２年诺贝尔文学奖，这
不仅是对中国文学这些年发展的肯定，也是将中

国文学推向世界的最有力的一步。文学作品的创

作，一方面要求社会为其提供一个宽容的社会环

境，为社会问题的暴露与及时解决提供一条有效

的渠道，另一方面作家们要积极反思，独立思考，

将思想魅力灌输到作品之中。对于文学作品的欣

赏，应从纯粹出发，感受文学之美的魅力，并品味

文学作品的思想精髓之所在，通过文字的纽带了

解到社会的不同角落与方方面面以及个体的不同

生命轨迹，这才是其真正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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