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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
解密诺贝尔文学奖评选

每年的十月前后，
总有中国人在问：今年
的诺贝尔文学奖会不
会颁给中国作家？即使
不是十月，诺贝尔奖这
个透着金光的大苹果
也常常挂在中国作家
的眼前。

马悦然，瑞典文学
院院士、 著名汉学家，
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
身评委之一，也是诺贝
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
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
汉学家。他曾在公开讲
话中解密诺贝尔文学
奖评奖的情况。

有资格推荐文学奖候选人的人物和
组织包括瑞典学院的院士，与瑞典学院相
似的外国文学院的院士，各国作家协会的
主席，各国大学文学系的教授们，和已经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团体没有资格
推荐候选人，一个作家当然没有资格推荐
他自己。 推荐书应该在2月1日之前寄给
瑞典学院。

学院每年收到几百封推荐书，有的推
荐书推荐同一个作家。2月初的候选人名
单包括100多个作家。瑞典学院成立了一
个包括五个院士的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2月开始讨论名单上的作家。

每次开会后，委员会报告给学院，让大家
讨论。

到每年的5月底， 原来的候选人名单
缩短了，最后的名单最多包括5个或者6个
作家。 文学奖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5月底
或者6月初得写一个报告， 评价这五六个
候选人的文学作品。

9月，学院开始开会的时候，评委每个
星期四讨论到底应该选谁为诺贝尔文学
奖的获得者。

最终， 得到绝对多数票的作家当选，
这起码需要12个院士参加最后的投票。

■本报综合整理

曾经听到这样一个段子。一
个人告诉他的朋友， 杨振宁获得
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朋友一听是
中国人的名字，大喜。那个人紧接
着告诉他，杨振宁是美国籍。朋友
脸色即变，唏嘘不已。这个例子实
实在在地反映出许多中国人对于
诺贝尔奖的真实心态———是为了
内心自豪一把， 而不是为那份科
学成就骄傲。这实际上是一种“伪
关注”。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诺
贝尔奖承载得更多的，是一份“变
形”了的民族自豪感。进而言之，
对于这样沉重的一个奖项， 更多
的人关心的焦点是： 是否有中国
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而不是获得
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到底为社会、
为人类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一个国家， 有人能获得诺贝
尔奖， 说明获奖者对人类社会做
出了较大贡献， 对国家的进步也
有所帮助。但是，只有每一个人都
生活得有尊严， 都能提高自身素
质，对自己的工作、事业精益求精
时，社会才能进步。而社会的进步
实在比是否有本国的人获得诺贝
尔奖更加重要。 ■倪亚敏

中国应少些
对诺贝尔奖的“伪关注”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何产生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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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老人在去世前， 曾喟然长叹：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家？沉甸甸的疑问指
引我们回头把目光投向孩子和教育。

我们的中、高考，要学生思考的是《提
篮春光送妈妈》和为什么“摔了一跤”。随
着中国走出计划经济时代，作文教学似乎
也形成了以“语言文字”训练为基础的计
划型作文教学体系。 学生从写人写事、写
景状物、写说明议论，莫不陷入了一种新
“八股” 的体例中。 写事的作文必须是时
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状物作
文必须是形状、颜色、结构、味道、品质、用
途，学生的每次习作就好比是完成一道数
学题。对这类习作的评价，基本上也是按
照这几大要点评分。

在中国，一个接受常规九年义务教育
的小学生， 从二年级开始学习看图说话
起， 就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作文学习之
路，结果是学生“怕”作文，写作文时“无话
可说”、“无从下笔”，几乎成所有小学生的
通病。学生的作文内容大同小异、千篇一
律，假话、空话、套话连篇，语言贫乏，毫无
文采。

这就是当今作文教学面临的尴尬之
处：学生作文缺乏个性思想，大多数学生
按新“八股”体例写也挽回不了高考中作
文丢掉的20分。 基础教育的作文教学如
此， 又怎能要求照此方法培养出的人才，
写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惊世之作呢？

■据武汉晨报

教育尴尬：新“八股”国文体例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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