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0 年英国大学生平均年薪为 2 . 5 万英镑， 约合人民

币 2 4 . 8 万元）。 而英国伦敦的平均房价约合人民币 1 3 万元

/ 平方米。

2 0 1 0 年美国大学生平均年薪为 4 8 6 6 0 美元（约合人民

币 3 1 万元）。 而居住面积 2 5 0 平方米、距离华盛顿市区 3 0

分钟车程左右的独栋房屋市价为 4 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1

万元 / 平方米。

2 0 1 0 年，日本大学毕业生平均年薪为 2 3 7 万日元（约

合人民币 1 9 万元）， 而日本东京的平均房价约合人民币

1 1 . 4 万元 / 平方米。 （据《赢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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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效应”逐次发酵，当然少不了老家高密。

据媒体报道，高密“因奖得福”，有一系列反应：如，从小商

小贩到老家平安村、地方旅行社、旅游局、管委会，种种围绕莫

言展开的旅游计划讨论层出不穷。 甚至有一篇报道称，“当地

计划投资 6.7 亿元，弘扬红高粱文化，种一万亩红高粱，每亩

地补贴 1000元钱”等，令众多网友大跌眼镜。 也有人贴出“高

密旅游攻略”，建议将莫言文学馆、莫言旧居、红高粱拍摄基

地，纳入重要景点之列。

而山东省高密市委宣传部新闻中心的负责人王有志否定

了如上说法。 他表示，那些传说，只是个人的一些设想，“种植

万亩红高粱这样大的动作, 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是不会随便动

作的。并且，也尚未征得莫言本人的意见。”此外，高密市委、市

政府还没来得及研究投资莫言旧居。 网上有许多不实之辞。

（据《中国青年报》）

一只《蛙》推倒“多米诺骨牌”

莫言说他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因为他获奖后曾表示“从关注莫言一个作家到关注所有

中国当代作家，这是我最期望的”。 然而，一部《蛙》正在产生连锁的市场反应，犹如推倒了

“多米诺骨牌”。一方面，莫言的作品犹如一座富矿，文学、话剧、戏剧、舞蹈等诸多文化形式

纷纷从中淘金。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不可避免地被商业文化所浸染与演绎———企业家要

送房，老家要种高粱搞旅游。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出版社疯了

自 10 月 12 日开始， 莫言的作品在各大城市脱

销。 其作品电子版点击率节节攀升。 拥有莫言作品版

权的出版机构纷纷指责一些网站侵权并称可能诉诸

法律。

曾和莫言签约的北京精典博维公司在莫言获奖

第二天就举行新闻发布会，称其签下了莫言全部作品

版权，并将和作家出版社合作推出有 20 本作品的《莫

言文集》。

拥有莫言部分作品版权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在

紧急加印莫言作品。 该社总编室负责人向记者证实，

首批 18万套的《莫言文集》（1 6 本）正在印刷中。据称，

这套文集已被预订超过 20万套。 目前，部分文集已进

入上海周边书店， 大规模面世则要在一个星期以后。

该社透露，除了这本文集以外，《蛙》、《丰乳肥臀》等代

表性作品也在不断加印，短期内可能加印 50万册。

语文出版社称，该社正在考虑将莫言成名作《透

明的红萝卜》列入《中外短篇小说·高中选修读本》中。

有人质疑这样的教材“一中奖，即被选，未免轻率”。 语

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表示，“这与获奖恰是巧合”。 他

说，该社的中学语文教研组自上月起就准备出版《中

外短篇小说·高中选修读本》，《透明的红萝卜》恰好是

备选篇目。 人民教育出版社则表示，该社早在 2004年

就将莫言短篇小说《枯树》收录在人教版教材中，选修

课本节选了《红高粱》。 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红高粱》一

书，则收入了作者的创作手记、访谈、照片、手稿、作品

年表等。

没有其作品版权的出版社亦不甘人后。 河南文艺

出版社推出《莫言评传》，全方位解读其作品与人生，

揭示其成长与写作过程。 据称，该书经莫言本人校订，

内容权威可信。 该书作者叶开系莫言多部作品的责任

编辑。 叶开在序言中说，“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

中，莫言的写作像推土机一样强劲有力。 他翻耕过的

田野，散发出高粱酒的香气、青草的香气和饽饽的香

气”。 但也有冷静的评论家认为：“获奖使赞美之声不

绝于耳。 事实上他更需要批评。 ”

舞台剧热了

近日，正在济南参加“山东艺术节”的青岛市歌舞剧院传

出消息：青岛市歌舞剧院早在一年半以前就买下《红高粱》舞

剧改编权，并将其作为冲击“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的备选剧目。

剧院负责人之一黄港表示，舞剧《红高粱》将为剧院提供一次

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黄港说，《红高粱》是一部中国人民抗日

史诗，这个题材加之它所呈现的气质与色彩及人性内涵，非常

适合以舞剧形式表现出来。“现在，有多个买家想要转买它的

改编权。 ”黄港说，“这么好的市场机遇，怎么可能拱手让人？ ”

与此同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表示，莫言作品改编的话剧

《我们的荆轲》将于今年 12月登上首都剧场舞台。

据悉，2011 年，《我们的荆轲》由北京人艺制作演出，北京

人艺副院长任鸣执导，王斑、于震、宋轶等中青年演员担任主

演。据了解，莫言的这部作品写于“非典”期间，故事取材于《史

记·刺客列传》。莫言“对每个人物的行为、动机，进行了大胆的

推想”。莫言在新世界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我们的荆轲》一书所

附的访谈录中谈道，“名利皆虚，神马都是浮云”，“前几稿我希

望表达‘我们都是荆轲’，最后一稿，我只想表达清楚‘我就是

荆轲’”。

任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10 年， 他和莫言一起给北

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做讲座。在休息室等候时，他跟莫言提出能

不能跟人艺合作。“过了没多久，他就把《我们的荆轲》小剧场

剧本传来了。我觉得非常好，就跟他商量能不能变成大剧场话

剧。”任鸣说，两人的沟通非常顺畅，莫言修改了两遍。建组、排

练，他也都来看过。 莫言对人艺、对导演很信任。

家乡火了

当理想不是一套房

李响是“毕租客”（多指租房住的大学毕业生），与买房相比，他觉得租房的好处更多：不仅不用付

首付，甚至房子一不小心塌了，也与自己无关，至多沾一身灰而已。 租房不踏实、没安全感？ 对他而言，

这种顾虑也是多余的。 一次性付清买下的房子就是你的？ 你从你家墙上敲下一块砖头试试；月供的房

子是你的？你连续半年付不起按揭，银行房贷科的人比黄世仁还凶……当然，李响并非跟房子有仇，他

只是觉得，影响人生幸福感的因素很多，“衣食住行”一样都不能少。 政府为了拉动 GDP、地产商为了

利益，过分渲染了房子的重要性，将成功与房子挂钩，将爱情与房子挂钩……

涨薪引发的烦恼

走出大学校门 32 个月的李响上个月刚刚涨了薪

水，税后 4000 元。 然而，这次加薪引发了李响的各种

烦恼。 公司将业务部从芳村的花地大道搬迁到珠江新

城的一座甲级写字楼里。 珠江新城是广州 CBD，对公

司而言，进驻意味着实力。 半年前刚听说公司要搬迁

的消息时，李响还有点小虚荣。 3 个月前，公司确定了

搬迁日期并提醒员工考虑换租房子时，李响才开始有

点不安。 毕业后，李响一直租住在离公司一站远的芳

村花园。 两居室的房子，加水费、电费、燃气费、宽带

费、 物管费， 李响和合租的同事人均分摊不超过 700

元。 他一直住得很舒坦，甚至从来没考虑过搬家。 他

想，以后上班虽然距离远了点，但好歹有地铁，先坐一

号线再转乘五号线，就算高峰期，一个小时也足够了。

然而，一个星期不到李响就濒临崩溃了。 上下班

高峰期，地铁上的拥挤程度丝毫不亚于春运。 有好几

次，斯文、瘦弱，还戴近视眼镜的李响根本挤不上去。

之后，他开始留意珠江新城附近的房源。 城中村相继

被改造后，城市漂亮了，村民的财富飙升了，唯一受伤

的，就是租客。 李响稍微看得顺眼的房子，月租至少

2500元。

房子是个神奇的筐

对于买房，李响一直保持着与年龄不相称的

谨慎，他觉得，一旦买房，整个人生会被套牢。

李响的女朋友李洁是广州人，她爱李响，爱

他送的白色 iPhone4S，爱他的“越狱”技术，但更

爱听妈妈的话。 妈妈反复告诉她，有房子的男人

未必合适，但没房子的男人一定不合适，女孩子

既要矜持又要坚持。 起初，李响搬出专家的话回

应。 他没想到，未来岳母的思辨能力与专家比毫

不逊色：“专家说的话你也信？ 他们愿意让自己

的女儿跟一个男人租房过日子吗？ ”

李响有时候觉得，女人是天底下最有智慧的

生物。 就拿买房这件事，说不定就是这对母女合

作的双簧。 女朋友很无辜，表示自己并不物质，

但说服不了妈妈；岳母坚持原则不动摇，却一个

劲儿地表示，这是对女儿负责。 也许这都是爱，

谁也说不清楚。

李洁不同意李响将月薪的一半用于租房，而

是建议他趁房价有点松动时买房，还要买离中心

区域近的，这样上班方便，以后有了孩子，周边的

教育资源也跟得上。

“毕租客”李响的未来

李响现有存款 2.4 万元。 他在网上找到一套在五羊新

城的 60平方米的二手房，每平方米 1.8万元。 如果 20年按

揭，首付 4成，这套二手房总计需要支付 56.2万元利息。 首

付 43.2万元，月供 5043元。 在数字面前，现实是苍白的。

“刚毕业的愁租房，准备结婚的愁新房，有好单位的愁

分房，制片人愁票房，富人愁二房，坏人愁班房……”大家

都在为房忙。 住房问题成了当下中国城市居民最关心的问

题。 现在，许多年轻人的梦想是围绕拥有一套住房而展开

的，甚至在选择伴侣时，有无住房也会成为一个极重要的

标准。对于这种现象，似乎没有人感到奇怪。 当住房成为年

轻一代价值观的核心，民族的未来在哪里？ 当然，讨论当下

的住房问题，严肃且无解。 但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大多数大

学生毕业后要租房，成为毕业生租客，甚至毕生都是租客。

当不得不接受“毕租客”身份时，他们在不属于自己的房子

里，如何生活得更好？

相关链接

不同国家大学毕业生的住房购买能力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