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莫言段落摘抄 莫言散文莫言(汇总8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莫言段落摘抄篇一

19日，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接受团结香港基金
邀请出席中华大讲堂，在香港举行主题为“莫言的黄土地幻
觉世界与中国文学契机”的讲座。莫言与现场听众分享自己
与文学结缘的故事，以及他心中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对人生的
意义。

演讲当晚，莫言先生被团结香港基金顾问、香港非物质文化
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郑培凯先生隆重邀请上台。莫言首先进
行自我介绍，其语言的反常修饰和反思精神在这里得到充分
体现，接着他对自己笔名“莫言”进行幽默生动和富有哲理
的解释，更是博得了现场来宾阵阵掌声。他说：“我叫‘莫
言’，本来不应该说话，但是有时候也不得不说话，所以我
想这是我人生的一大‘悲剧’。我原名中间是一个‘谟’字，
一拆两半，按照中国古代的书写方法，从右往左，恰好是莫
言。一个作家的笔名跟他的创作会存在一些微妙的关系，一
个人为什么起笔名，这里有很深刻的心理原因。当然莫言也
包含了一些别的意思，按照字面的理解就是不要说话。我获
得诺贝尔奖之后围绕我的笔名也有各种各样的玩笑和解释，
实际上起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主要是提醒自己少说话多写
作、少说话多干事。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人一种非常宝贵的人
生态度，少说多干。”



19日，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接受团结香港基金
邀请，出席中华大讲堂，在香港举行主题为“莫言的黄土地
幻觉世界与中国文学契机”的讲座。图为香港基金顾问、香
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郑培凯先生与莫言先生的
对话环节。

在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莫言在演讲中强调，他从不认
为文学会在这个时代消失，读者的阅读热情和作者的创作热
情有时是并驾齐驱，而文学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波浪型的轨
迹，有高潮也有低谷。莫言说：“我从来就是一个‘文学的
乐观主义者’，我不认为文学会在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
里会消失掉，我也不认为小说会呜呼哀哉，关于小说死了的
讨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陆就已经有过，后来事实证明
小说不但没有死掉，而且小说经常会回光返照，而且返照地
很灿烂。文学的热情有一段时间看起来是消沉了，但过一阵
又会借着某种由头忽然焕发出非常高涨的热情。读者的阅读
热情和作者的创作热情有时是并驾齐驱。所以我想文学的发
展可能就像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它不会是一条直线，它也
不是一条一直上升的路线，它应该像一条波浪一样在前进，
有高潮也有低谷。”

对于自己的创造，莫言表示，支撑其文学写作的根基是童年、
故乡和生活经历，在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和民间
口头文学的精髓的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学思想与拉美写作风
格的影响。莫言指出，作家的写作应立根于自我，将生活积
累当作最重要的写作资源库，从最熟悉的人和事物写起，慢
慢扩大书写范围，并通过不断学习，再加上想象力，便能创
作出好作品。讲座的尾声，莫言先生也向在座观众诠释了他
心中文学的意义：“总之我想文学还是一个非实用的东西，
它对人类最大的作用还是一种审美的体验，一种精神的熏陶，
一种心灵的保健操，也是人类认识自我、认识他人的一种方
式，没有文学可以生活，有了文学可以生活得更丰富，我想
这是我对文学的理解。”



莫言段落摘抄篇二

中国作家莫言，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创造性的作品赢得了
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赞誉。他的小说作品深入人心，蕴含着丰
富的文化底蕴和对人性的思考。通过阅读莫言的作品，我们
可以得到很多宝贵的体会和启示。本文将从莫言作品的主题、
人物塑造、艺术手法、文化价值等方面来探讨莫言的心得体
会。

莫言的作品有着多种主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于人性的探
索和对家庭的呈现。他关注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下的命运，通
过描写家庭的故事展示了生活的起伏和人性的复杂。他的小说
《红高粱》中，用冯世杰一家的遭遇，悲欢离合，展现了一
代人在战乱年代中苦难的生活状态。莫言在小说中描绘出一
个个塌陷的家庭，照射出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丑恶，使
人深思人性本质与境遇的辩证关系。

在莫言的作品中，人物塑造是他的一大特点，尤其是对于女
性形象的刻画。他将女性视为秉承着柔情与坚韧的力量，同
时也展现了他对女性的尊重之情。在他的小说《丰乳肥臀》
中，他塑造了一个既强大又脆弱的母亲，用她的坚忍和维持
家庭的力量形象，向读者展示了作为女性的尊严和权威。莫
言通过他对女性形象的刻画，赋予了角色更丰满的内涵，使
其更加真实可信。

莫言的作品文风独特，艺术手法独到。他敢于突破传统的叙
事方式，通过多重视角和时间交错的技巧来展示故事。他的
小说《檀香刑》中，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段巧妙地
交织在一起，使读者在跨时空的层层叠叠中体验故事的张力。
同时，莫言善于运用夸张和讽刺手法，使作品更具生动性和
感染力。通过这些艺术手法的运用，莫言的作品给人以强烈
的阅读体验和思考空间。

莫言的作品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他通过对于西北地



区的描写和对农民生活的关注，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
魅力。在他作品中，可以感受到浓厚的地域文化和传统风情。
他对于信仰和宗教的思考也是他作品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元素。
通过他对于宗教的描写和对信仰的思考，使作品不仅具有大
时代背景下的生活写照，更有一种传统文化的深入体验。

总之，莫言的作品给予我们很多的心得体会。他通过对于人
性、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探讨，展现了他对人类命运的思
考和对社会现象的关注。他的作品文风独特，艺术手法独到，
给予读者深远的思考和阅读体验。同时，他的作品背后蕴含
着丰富的文化价值，使读者更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通过阅读莫言的作品，我们可以对人生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思
考，同时也得到了很多宝贵的体会和启示。

莫言段落摘抄篇三

莫言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刻的
洞察力，深深地吸引了世界各地读者。作为读者，我们可以
从莫言的作品中获得很多心得体会。

第二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悟

莫言的作品有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他常常以中国传统文
化为背景，通过讲述故事体现出对传统价值观的思考。读莫
言的作品，我深刻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它们承
载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道德规范。莫言的作品让我重新认识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让我更加自豪和珍视自己的文化
传统。

第三段：对人性的思考

莫言的作品深入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性。他通过刻画人物的命
运、欲望和挣扎，展示出了人性的善良与邪恶的较量。他并



不将人性简单地划分为黑与白，而是呈现出了人性的复杂性
和矛盾性。读莫言的作品，我思考了人性本质的问题，意识
到人性是多面的，既有善良，也有邪恶。这让我更加理解并
宽容他人，也更加珍视并提升自己的品德素质。

第四段：对历史的反思

莫言的作品往往以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故事深入挖掘历史
事件背后的人性与社会问题。读莫言的作品，我反思了历史
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以及历史的智慧与教训。历史是
我们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不断进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莫言的作品唤起了我对历史
的思考，让我明白历史的重要性，也激发了我对历史的进一
步学习研究的兴趣。

第五段：对文学艺术的理解

莫言是一位杰出的文学艺术家，他的作品极富艺术感染力和
表现力。他对于文字的运用，对于形式的掌控都达到了极高
水平。读莫言的作品，我对文学艺术的理解更加深入。文学
艺术是一种生活的美学，它能够通过文字来唤起读者的感受
和思考。莫言以其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激发了我对文学的
热爱，也启迪了我对于自己写作的追求和探索。

结尾：

莫言的作品不仅给我们带来了阅读的享受，更深入地触动了
我们的内心，唤起了对人性、文化、历史和艺术的思考。莫
言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思想深度，成为了我们受益颇多的
作家之一。通过阅读和思考莫言的作品，我们能够更好地理
解自己和他人，提升自己的素养。



莫言段落摘抄篇四

莫言只是小学毕业，没有上到初中，可是，在小学三年级的
时候，他的作文曾被拿到了中学生的课堂里宣读，作为一种
学习的范文。

莫言的作文很棒，记得第一次引起老师注意的作文，写的是
一场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学校篮球比赛。每逢“五一”，小学
里就举行体育盛会，有乒乓球、标枪、跳高、赛跑。写作文
的时候，同学大部分都是走马观花，流水账一样把各种运动
项目都写一遍。他另辟蹊径，别的比赛一笔带过，把绝大部
分笔墨专门写篮球比赛，写怎样抢球，怎样运球，怎样投篮，
受到了老师赞扬，当作范文全班宣读。

莫言受了表扬，一下子兴趣就上来了，天天盼着上语文课，
因为那是他出风头的时候。后来，他经常在作文中虚构故事，
而他的小学作文还被拿到中学里宣读，给中学生当范文。他
回忆说，自己文学的开窍比别人多了一份觉悟，那就是
对“虚构”的重视。

莫言嗜好读书，小时候冒着家长惩罚的风险读书，甚至出力
推磨换书看，推10圈磨才能获准看1页书。在访谈时，中央电
视台主持人董倩问：“您不能推1圈磨就看1页书吗？”莫言
大声说：“我愿意人家不愿意啊！”

莫言仍然记得读《青春之歌》的那一天，朋友只准他借书一
天，不管看不看完，第二天必须还书。怎么办，他跑到一个
草垛上躲了起来，放羊这个“本职”工作被放到了一边，羊
儿饿的咩咩叫，他读得忘乎一切，气得母亲要打他。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莫言读遍了周边10多个村庄的书
籍。一天之内读完了的《青春之歌》，他至今记忆清晰，还
记得书中的一些段落。回想以前，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莫言先生感慨：“那些回忆都变成了我宝贵的资源。”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授奖词的关键词之一，就是莫言作
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其实，这种熏陶从莫言的幼年就
开始了。拿他的话说是：恐怖故事听多了，经常感到恐惧，
吓得割草都割不着。可是，越恐怖越想听，越想听越恐怖。

漫长冬天，无以为乐，他就在村子里、炕头上听恐怖故事，
听多了自己都乱寻思。恐怖故事方面，比如，一个漆黑的夜
晚，一个人在桥头走路，听到背后有人嘿嘿笑，可是回头又
没有人。自己乱寻思方面，比如，一天晚上，莫言在自己的
大门口，仿佛看到远处田野里有一个橘黄色的球，被两只狐
狸抛来抛去。

当然，还有很多土匪豪杰的故事。这些民间故事、传说，最
后都成了莫言创作的素材。一位幼时伙伴说：“咱小时候听
到的那点儿事儿，都上你的书里去了！”在与同行交流时，
莫言曾骄傲地说：“你们在用眼睛看书时，我是在用耳朵阅
读！”

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莫言透露了自己的一个爱好：喜欢到田
野里，河滩上，把枯草烧成灰，一来让它们变成灰肥，二来
也满足一下自己“想做点儿坏事的冲动”。莫言说：“在田
野里烧草，既很快乐，又不犯法！”

这种独特的快乐，其来有自，绝非偶然。莫言从饥荒年代走
来，“记忆最深的就是饿”，没粮食的时候，村民都挖野菜
吃，有人因此得病、死亡。不仅粮食匮乏，连烧火的野草都
是一个大问题，都弄不到。所以，今天的莫言回到乡村，看
到田野里的秸秆，河滩上的野草，都枯萎在那，没人收捡，
自己的心里油然而生一种感慨：“哎呀，这些东西怎么都堆
在哪里没人要？”

所以，当莫言走近这些昔日的柴草，他就喜欢点火。他
说：“我看到野草燃起来，心里就高兴。”



莫言段落摘抄篇五

莫言是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红高粱》、
《蛙》等广为人知。关于他的生平和创作，我一直怀有浓厚
的兴趣。最近，我有幸参观了莫言故居，并深受启发。以下
是我参观莫言故居的心得体会。

首先，莫言故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故居位于一个山清
水秀的小村庄，周围环境十分宜人。整个故居由传统的白墙
灰瓦建筑构成，具有浓厚的江南风格。房屋古朴简洁，与周
围的自然环境和谐相融。莫言故居的布局也让我感到意犹未
尽。每个房间都清楚地标注了用途和历史，使参观者更好地
了解莫言的生活轨迹。

其次，在参观莫言故居的过程中，我对莫言的创作环境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莫言的书房架上摆满了各种书籍，从中国古
代文学到当代作家的作品，应有尽有。这让我切身感受到莫
言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书房的摆设简洁明亮，窗外的风景
也十分宜人，想必这里对于莫言的创作也是一种难得的灵感
源泉。

再次，参观莫言故居让我对他的家庭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故居的客厅，有一些莫言一家的照片和家族成员的书法作
品。这些照片和字画展示了莫言的家庭温馨和乐观向上的精
神风貌。莫言的妻子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她的书法作
品字迹工整、气势磅礴，展现了莫言一家人的艺术品味和才
华。

最后，参观莫言故居让我深受启发。莫言故居以其独特的韵
味，给了我很多创作的灵感。故居的每个角落都透露着文学
的气息，令人陶醉其中。莫言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更是
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的生活和创作方式都非常独特，这给
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勇气。通过参观他的故居，我意识到写作
并不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空间，而是可以在各个角落中创造。



在不断领略莫言故居的美丽之余，我也深知创作需要独特的
空间和精神追求。

综上所述，参观莫言故居是一次难得的经历，我在这里感受
到了莫言的生活轨迹、创作环境和家庭生活。参观莫言故居
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鼓舞，让我更加热爱文学创作。希望未
来能有更多的机会去感受其他作家的故居，获取更多灵感和
启示。

莫言段落摘抄篇六

莫言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代表之一，其作品以深入生活、真实
视角、鲜明个性而闻名。阅读莫言的作品，让我产生了许多
深刻的体会和感悟。莫言的作品让我领略到了生活的真实与
残酷，也启示我对人性、社会和历史的思考。下面我将从几
个方面展开，谈谈我的对莫言作品的心得体会。

首先，莫言的作品展现了生活的真实性。他以浓墨重彩的笔
触描绘了农村的苦难、城市的庸俗、社会的黑暗等现实画面。
《红高粱》中，他刻画了农村底层人民的生活艰辛和压抑；
《活着》中，他揭示了城市生活中的无休止的劳累和人性的
扭曲。莫言的作品毫不回避真实的残酷和丑陋，通过深入刻
画生活现象，引起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思考。

其次，莫言作品中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令人难以
忘怀。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常常活灵活现，有血有肉，令人产
生与之共鸣。《红高粱》中的神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
《生死疲劳》中的村长、村民等形象，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
读者面前，使读者仿佛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生活、奋斗和悲喜。

此外，莫言作品中对人性的深入剖析引人深思。他通过对人
物心理的描写和对他们行为动机的思考，让读者反思人性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文革中的残酷和疯狂暴露了人性的丑恶和
残忍；而在其他作品中，莫言也展现了人性中善良、坚韧、



乐观等正能量。这些作品让人们对人性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从而引发了对自我和他人的思考。

此外，莫言作品中历史的厚重感也给人以启示。他通过对历
史事件的再现，勾勒出历史对个体命运的决定性影响和人民
在历史变迁中的脆弱。《丰乳肥臀》中，他讲述了中国家庭
命运的变迁，让人对历史中的无奈和沉重感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通过对历史的再现，莫言提醒人们要牢记历史，珍视当
下，为未来做好准备。

最后，莫言作品中常常融入了他对乡土文化的热爱和思考。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乡土情感的呈现，为读者提供了一扇了
解中国社会的窗口。他通过文学作品传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敬
畏和珍视，同时也以独特的视角审视和反思传统文化的现实
意义。

总之，阅读莫言的作品，我深刻体会到了他对生活的真实描
绘、人性的剖析、历史的思考和对乡土文化的热爱等。他的
作品不仅给我们心灵带来震撼，也让我们对社会现实有了更
深入的认识。我相信，通过莫言的作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在思想和情感上得到滋养，并不断成长和进步。

莫言段落摘抄篇七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小时候是个非常喜欢说
话的孩子。但言多必失，莫言也曾因说话扫中致很多麻烦，
还因之受过家人的惩罚。后来，他为约束自己少说话，就取了
“莫言”这个笔名，用来敬戒。他甚至还曾以《千方万语，
何若莫言》为题，接受过访谈。

但是，莫言的性情——怎能改变？于是，他巧妙地转了一个
弯儿，把纸上的文字赋予生命的音响，于是喧嚣、优雅在书
籍中——做成声韵工厂。他艺术地把握文本中最感人、最触
动人心的东西，然用磁性声音表达，并沉迷其中。这样，莫



言小说中的人情、人性的美好与悲凉，也被演化到出神入化
的地步。

莫言创作《红高粱》前，有一次文学创作讨论会。当时，他
畅所欲言：“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我听过放鞭炮；没有见
过杀人，但我见过杀猪，甚至亲手杀过鸡。即便没有经历过
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呀！”当场有人就嗤之以鼻，莫言
为证明自己观点正确，开始动笔写带声音乐味的《红高粱》。
后来张艺谋看上《红高粱》，并拍了电影。莫言对张艺谋的
《红高粱》电影说过这样的话：“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改成
电影，要把最重要的部分特别强调。《红高粱》电影，就是
从大堆花瓣里提取一瓶香水。”

其实，这“香水”便是莫言小说中的声韵之美，是《红高粱》
的灵魂所在。莫言通过声韵真实地表达自己，让智慧穿透读
者的内心。字里行间呈现一种音乐跳动之趣，字字有韵，深
得其乐，启迪心慧，洗礼共鸣。

莫言作为一个有着超敏感觉的作家，他最尊重自己的感觉，
依据感觉寻找语言，用特殊的语言表达心中最生动的种种。
他借助音乐模拟，强调意蕴，加强语意，传神地描写出人物
音、形、情、态，增加人物形象性，传达感染力。譬如：汽
车冲出几十米，一头扎到西侧跑沟里，哞哞哞喘粗气，一侧
车轮悬空，风车般旋转。“哞哞哞”拟声词，显示了汽车像
老牛一样气喘吁吁、负荷空转。再如：半夜牵来的几十匹马
骡驴牛，混杂在一起，咯崩咯崩嚼高粱秸子，炊啦炊啦吃高
粱穗子。马骡驴牛吃的都是高粱，但高粱秸子和高粱穗子的
硬度和口感不同，传出的声音有独特的音韵。

“绘声绘色”是莫言语言组织上的非凡妙招。他通过语言上
的超常搭配，实现别样的移位修辞，增加语言张力。他不满
足于把平面图画描绘得色彩斑斓，常常依凭丰富多彩的声音，
让作品具有声音穿透力，有立体饱满情味，使读者如临其境，
如闻其声。比如，莫言常用“明亮”来形容水声，在《透明



的红萝卜》有这样的话：“河上传来的水声越加明亮起来，
似乎它既有形状又有颜色，不但可以闻，而且可以见。”莫
言给声音染上颜色，正红色是生机、胜利，暗红色却含悲壮、
枯竭、无助甚至流血，充满迷幻色彩。

声韵是知性而迷人的。声韵一段缘，读懂一颗心。莫言是一
代非凡的语言音响大师，在语言通感层面上，有着恣意汪洋
的驾驭才能。他有太多细腻、不同一般的心灵触觉。读他的
小说，仿佛身处一家切磨璀璨钻石的宝石工厂。美国行为学
家耶胡迪·美纽因说过：“人耳具有难以想象的灵敏，这种
灵敏对人的心灵、情感起着巨大作用。”莫言的小说，正是
利用了敏锐的听觉、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化的声韵工厂，塑造
了一个有声有色的奇异世界。

莫言段落摘抄篇八

斜斟残酒目隔蓬山远孤鹜难见

流云出岫梅影三尺剑断鸿犹怜

谁挽大漠万丈烟遥衬嫣然西行暮天

乍暖还寒相向梦暖归去尚难怎叹天明晚

温兮言采丹青何在蓝颜抒怀身孤影不待

悲音登风破水颜乎乎月弦魂隐西涧

山有木兮木兮有枝枝断木残灏风倦君心何恋

掬影绝川危楼苍髯韶华蓦老心意阑

姣姣兮菡萏苍苍兮木叶悲悲乎残年



醉愁杯酒杯酒难欢欢颜尚眠眠乎凄凄泪阑干

鸿雁点孤帆远推杯盏转墨砚

遥闻折柳箫音怨归期何年归欲何年

涣涣汤汤天涯冷暖迟迟暮暮良人盼

怯怯隐隐百口莫言君心若知恐难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