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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强晓玲

一直以来，文化和经济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两
种力量，文化是经济的基础和先导。“文艺复
兴”开启了欧洲工业革命的道路，“五四”新文
化运动也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扫清了障碍。 12 月
2 日，海南博鳌，在 1500 多位企业家与会的
“ 2019 年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上，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莫言在论坛中用人们熟悉
的小故事，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了“守旧与创新”
“差异的美”，与众多企业家探寻中国企业文化
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

守旧与创新

“我不懂科技也不懂企业，但是作为一个小
作家我有很多的梦想。我在北京坐车遇到堵车的
时候经常梦想，如果有一款汽车，堵车的时候能
够飞起来，不堵车的时候在路上跑，该是多么幸
福事情啊。”

一开场，莫言就为企业家们提出了一个新的
命题。

莫言说，创新并非改革开放之后才喊出来的
“响亮口号”，从特定意义来讲，从先秦甚至更
早就已经出现，“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守旧与创
新的斗争史”。

“假如当年不烧这些东西现在还要种地吗，
不要种地了。”莫言说，哥哥每次在提自己放火
点燃的旧字画时，总是后悔不已，那是爷爷替村
里一个开烧酒作坊的大地主保存的旧物。

即便这样，莫言仍相信当年依然有很多人冒
着巨大的风险，把前人创造的“宝贝”收藏起
来。他说，“人是天然的喜欢古老的，有艺术价
值的东西，或者说大多数人都有恋旧的天性，这
种天性就是人的保守性，当然这是我们在艺术文
化范畴领域讨论”。

“上世纪 80 年代，有一句话，说有一条疯狗名
字叫创新，跟着我们屁股后面咬。”莫言说，那时的
文学领域里，大家都有强烈的创新欲望，“这种强
烈的创新欲望，是因为对当时现实的创作成果、创
作理论的不满，也是在我们与国外同行作品进行
比较之后产生巨大的压力与刺激”。

回望那个阶段，涌现出一批富有新意的作品，
“但更多所谓的创新实际上变成了对外国作品的
模仿。”莫言说，那时湖南作家韩少功在海南担任
文学主席，引发了“寻根运动”，就是防止盲目崇拜
西方，简单地模仿西方，倡导在民间文化里，在浩
瀚的古典里挖掘艺术素材。“后来有人把我列入到
寻根作家行列，对此我表示非常荣幸跟惭愧，我觉
得对寻根文学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莫言从三个方面谈了对创新与守旧的看法。

首先，文学创作领域的创新一般都是在传统
基础上的创新。当一种艺术形式发展到高峰阶
段，让后来者感到无法超越时，创新的欲望就会
产生。这种创新表现在新的艺术形式的诞生，或
者一个新的文学流派的诞生。他说：“新的文学
形式产生了，并不是旧的文学形式就要消亡。”

唐代“格律诗”达到了高峰，宋词产生
后，成了宋代主要的文学表现形式，但格律诗
还是有人在写，“文艺形式古老与现代其实可
以同时存在一个时空里，并且同样具有很蓬勃
的生命力。”

同理，高铁动车组如果没有之前的内燃机
车、蒸汽机车的铺垫，也不会有当今的创新
成果。

“新与旧不是绝对的，有一些新的东西刚出
现的时候大受欢迎，但过上一段时间就会被人抛
弃，而旧的东西又会出来引领风尚。”莫言抛出
自己第二个观点。

他回忆，上世纪 70年代初，中日恢复邦交，
中国从日本进口了大量的尿素化肥。“日本的尿
素化肥比国产好，包装更精致，纸质包装的里面
是尼龙布内包，封口用尼龙线封住。国内的包装
需要剪刀打开，而日本的封口是两根尼龙线，一
拽就开了。尼龙线很完整，我们用作钓鱼线，非
常结实。”

他说，日本尿素的尼龙包装袋质量非常好，当
时村干部们用尿素化肥袋子染成蓝色、黄色，做成
裤子穿在身上飘飘欲仙，非常令人羡慕，但由于印
染技术差，遮盖不住袋子上原来的字，做不好，清
晰可见“尿素”两个大字，“这样穿着日本尿素化肥
袋子的干部，我们称之为‘尿素干部’”。

后来做衣服流行一种叫“凡立丁”的新面料，
拥有这个面料做成的裤子成了当时农村青年最高
的梦想。“凡立丁”之后流行“的确良”，如果一个农
村青年能够穿上这样一件衣服会吸引很多人的目
光。而现在流行的是纯棉制品，“几百年前我们就
开始穿了，当年穿‘的确良’‘凡立丁’的时候，我们
知道纯棉的衣服最土气，而今天‘的确良’‘凡立
丁’找不到了，纯棉已经变成了时尚，所以说新和
旧有时候是轮回的。”

“每次来海南岛，都会想起曾经发生的一件
事情。”莫言回忆，当时为了提高粮食的产量，
每到冬天，县里就会从每个村里抽调一个壮劳
力，组成队伍到海南岛配种高粱，第二年回北方
再种。“在海南种出的高粱产量高、品质差，连
猪、鸡都不爱吃，后来这个配种高粱慢慢也不再
种植了。”

说到创新动力，莫言说，粮食大幅度增产，
除了大量使用肥料、农药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
是良种，以及各种各样的药物、饲料，刺激家禽
快速生长繁殖。过去养大一只鸡需要半年，现在

20 多天就长大了，甚至更短时间。
“创新的目标就是要生产既环保又健康的产

品，比如长得又快、味道又好、对人体无害的
禽、蛋、肉、鱼等。比如，老祖母煮的鸡蛋的味
道，母亲蒸的馒头的味道，看上去是怀旧，实际
上是对创新成果的不满。”

“我们经常呼吁重读经典，不仅自己读经
典，也呼吁孩子们读经典，这样一种怀古现象也
是对现代作品的不满。尽管如此，就像我们不能
因为杂交稻米的味道，也许不如原来的稻米味道
好，就否定杂交水稻一样。”莫言道。

关于“旧”中寻找创新的灵感跟素材，莫言
说，“屠呦呦的青蒿素就是从旧里面找新的典型
范例，我本人的小说创作更是从古老的经典和民
间传说里面获得了许多灵感跟素材。”

莫言说，科技上常有革命性的创新。文学领
域与人的情感的关联性决定了它创新的不彻底
性，“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况经常出现，但
“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情况更会出现。在科技领
域需要革命性的思维，文学艺术领域、食品生产
领域等，则需要怀旧情绪，甚至复古意识。

“文学无论如何创新，如果与人的情感命运
无关，也就没有意义了。”他说，比如茅台酒无
论如何创新，如果那迷人的酱香味没了，茅台酒
也就不是茅台酒了。

“迷人的不仅仅酱香味，各种香气都有入迷
者，能不能酿造勾兑出一个新的香型并让人入
迷？几百年后我们也将成为古人，我们的创造成
果也将成为古迹。能否成为典范，我们现在谁也
不知道。”

差异就是美

“昨天出发时，北京雪压树枝，来到海南，
温暖如春。美就是在对比和差异当中产生，差异
就是美。”

论坛上，莫言同时提出，无论是狭义的文
化，还是广义的，包括企业文化、影视文化的种
种文化，都有一种共通性需要坚持，要保持突出
差异性。保持差异是提高文化产品质量的重要标
准，他说，“要牢记差异、保持差异、突出差
异、发展差异，才可能使文化产品创造和保持高
质量发展。”

“文化创造价值，文化能不能赚钱呢？当然
文化可以赚钱。但我们的戏剧，我们的很多艺术
都是依靠政府补贴才能支撑下去，我们每年排演
大量的戏，演三场两场束之高阁。花那么多钱没
有产生什么价值，当然也许创造了一些社会价
值。”面对当前中国文化市场，莫言坦言，“差
的文化不可能赚钱，好的文化肯定可以赚钱，能
不能赚钱不是弘扬一个文化的唯一标准，但起码

是重要标准”。
以伦敦西区剧院为例，莫言曾在伦敦西区看

过两场歌剧——雨果的《悲惨世界》。 2009 年
第一场， 2019 年第二场，时隔十年，戏依然每
天上演，剧场已成《悲惨世界》专有剧场。座椅
已经破烂，依然一票难求，据说演出已达 9000
场次，且每场座无虚席，有时候甚至一天演两
场。“这样的演出盛况和票房自然要赚大钱，我
们到伦敦西区看过很多演出，歌剧、话剧、舞
剧，同样一票难求。西方这些国家，舞台艺术是
赚钱的。”

莫言接着讲起自己在日本观看“宝冢歌剧
团”演出的所见。

“宝冢歌剧团”是有着 105 年历史的古老剧
院，百多年来一直坚持演出，不仅仅在日本有大
量粉丝，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都有粉丝。剧院的
演出剧目内容丰富，有西方的歌剧，也有日本传
统戏剧。角色无论男女老少，均由年轻貌美的女
演员扮演，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风格。

“我们看了五场演出，每一次去举目所见都
是女性，偶尔看到有几个老人或几个年轻人陪同
过来看戏。演出结束后，哪怕外面冰天雪地，或
是风暴雷鸣，成百上千的粉丝都会围着围巾或戴
着标识在剧院门外等待他们心目当中的偶像。”

宝冢在东京、神户有两个演出场地，座位均
是 3000 多个，每一次观众都是座无虚席。“我
们好几次高价买退票才可以看到，这样的演出当
然是赚钱的，坚持一百多年，赔钱肯定早不干
了。”莫言说，宝冢的经验中国“不能复制，但
可以借鉴”。

莫言认为，日本传统的歌舞伎，是与中国京
剧相似的剧种。观众主要由老年群体构成，很多
人穿着盛装非常隆重来看演出。有时一场演出三
个半小时，中间休息两场，中午观众还会在剧场
里面吃饭。

“在日本，现代的宝冢，传统的歌舞伎，不
但能够创造价值，而且能够创造很好的文化价
值。”莫言说，中国人对艺术的爱好，从来不弱
于任何一个国家，“关键要看拿什么样的东西给
观众”。

“我搞文学创作，写小说，偶尔也写戏剧。
任何艺术当中都有一种共通性，与人的情感相
关。”他说，“文学艺术能够通过翻译感动外国
的读者，因为这种共通性。文学作品以人作为最
终描写对象，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这样的共
通性不仅文学要保持，所有艺术品种都要保持，
坚守文学艺术的共通性，然后发展、突出、保护
文学艺术的差异性或者说特殊性”。

莫言强调，没有差异就没有比较，没有差异
就没有艺术。“在经济、文化领域，保护差异也
是提高我们产品质量的重要标准。”

莫言巧用小故事阐释“守旧与创新”

“我们经常呼吁重读经

典，不仅自己读经典，也呼

吁孩子们读经典，这样一

种怀古现象也是对现代作

品的不满。尽管如此，就像

我们不能因为杂交稻米的

味道，也许不如原来的稻

米味道好，就否定杂交水

稻一样。

在科技领域需要革命

性的思维，文学艺术领域、

食品生产领域等，则需要

怀旧情绪，甚至复古意识

现现场场

河北新河，是一片灵秀的文化热土，当

你踏上这片土地时，立刻被这里浓郁的历史

文化气息所包围。新河，又是一部源远流长

的文化巨作，当你翻开时，马上被其中无尽

的意蕴所吸引，让人不由自主细细品读 ......

地处冀南平原腹地的新河，为黄河古道

所经之地，曾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叉

地带，两种不同的文明在这里交融，“崇礼尚

德、崇文明礼”蔚然成风。自古，先民就在这

里繁衍生息，辛勤耕耘，华夏文明的每一步

发展和跨越都能在这里找到印迹。

魁阁云霁、池塘柳覆、古庙森柏、果林肃

野、神首古台、沙滩美景、苏田神祠、董庄清

沼，这些融历史人文与自然风光为一体的名

胜古迹，明清时代被誉为“新河八景”，堪称

新河悠久历史、深厚文脉的缩影。

千百年来，虽历经沧桑巨变却从未停止

过发展和变化，新河人民在这块古老而神奇

的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的历史，留下了众多宝

贵的文化遗产。春秋战国时期，赵国九门城

和堂阳镇是冀南漳滏流域的重要城镇。西汉

初期置堂阳县，当时境域宽广，纵距达 150

余里。不仅留有西汉堂阳侯错银铜虎符、九

门野台、刘公堤、脱氏墓、慈明寺等文物瑰

宝，还留有《宋布衣集》《四桥梓集》《中国方

志学通论》等历史文化典籍，“王莽赶刘秀、

宋鹅池的传说”等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更是

俯拾皆是……这些都是新河灿烂文化历史

的见证。

新河人杰地灵，人文独特。古之新河

属于燕赵，地近齐鲁，九河下梢之地。地

理环境的特质、燕赵古风的熏陶和齐鲁文

化的影响，孕育了新河人民勤劳俭朴、团

结互助、崇文明礼、尚德重义的民风；炼

就了田光、许九皋等慷慨悲歌之士和刚直

秉正的直臣明吏。众多先贤英才、节侠义

士打造了忠信担当的人文精神，并且薪火

相传，历久弥新。在革命战争年代，以董

振堂、吴子林为代表的英雄人物，开创了

新河红色文化精神，他们忠诚担当、矢志

不渝、不怕牺牲、奉献报国的革命精神，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新河人，矢志奋斗，艰

苦创业，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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