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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相信”是我的光明的基调

【作者】舒晋瑜

  “不论你喜欢还是厌恶，王蒙在这个巨变的年代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孙郁曾这么评价过王

蒙。 

  王蒙以他的无可替代的巨大的热情和力量提供给读者新奇、驳杂、阔大的世界，大概比同代的任

何一个作家都要丰富。有评论认为，他的小说缺少汪曾祺那样的经典性和纯粹性，他的诱人的地方，

是其生命形态里系着中国政治风云与文化动态。实际上，王蒙引起世人的关注，并不仅仅是他的小

说。 

  今年初，王蒙自传三部划上了句号。他这样解释第三部《九命七羊》：“猫有9条命，狗有9条

命，我也有9条命。”书中，王蒙回忆了 1989年至今自己的一些经历，其中包括推荐诺贝尔文学奖人

选和推荐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等争议性的事件。王蒙说这部自传是他给历史的一份“证词”，“我想 

告诉读者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和他人又是怎么对待的”。 

  读书报：自传三部中，引用了大量您创作的诗词。这些诗词让我们增加了对您的全面认识，您不

仅是 个好的小说家，更是位好诗人。但是曾经有人提出来，说一个作家往往不能在诗和小说领域同时

取得巨大的成就。您能分别评价一下自己的诗和小说吗？如果打比方 的话，诗歌、小说、随笔等不同

题材，您愿意分别比作什么？ 

  王蒙：陆文夫特别爱说，王蒙首先是一个诗人。因为即使是写小说，我也羞于去编故事，而常常

是更 多地去追求情调和余味。我的作品主体仍是小说。我说过，遇到特别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我会去

写诗。遇到思索与情绪的同时活跃而且多半是包含着挫折感的酸甜苦 辣的时候我当然是写小说。会开

得多了，书看得多了，就出评论。当下印象或突然的回忆，而且对不起，常常是自觉没有多少东西可

写的时候是散文。此话曾经引起 例如某评论家的反感，而且以唐宋八大家为例来批评我。但是我无意

贬低散文，更没有影射韩愈。我说的只是我个人写散文的散的状态。懒散状态对于写作人不完全 是负

面含意，有时候懒散时可能比过分激动时写得好。诗是我的骄傲的公主。小说是我的安身立命的大

树、树林——包括乔木、灌木、荆棘。评论是我对于概念的拥 抱与组合的深情。散文是我的或有的放

松。此外还有古典文学研究，是对于话题的开拓，也是对于“文友”的开拓。我喜欢与学富五车的老

秀才们交友，胜过结交一 鸣惊人的纨绔子弟。还有翻译呢，有点小儿科的卖弄炫耀吗？这叫做裤腰里

揣死耗子，假充打猎的。外语其实是我的弱项，却又是纯真的乐趣，以知识的温习与运用 为最大快

乐。每个作家都不一样，难以一概而论。 

  读书报：您的文学创作贯穿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您的自传以及其他作品，体现了时代变迁以及政

治风云与文化动态。您的语言和叙事风格表现出您的才情，但是另一方面，题材上是否也存在50年代

苏联文学中常见主题，比如个人命运与政治生活，时代与价值理想等等？ 

  王蒙：当然会有这样的题材，同时也有全然不同的，例如一大批微短小说与诗歌。顺便说一下，

有人有兴趣评说我的排比句，但是在上述作品中绝无排比的踪迹。 

  读书报：看完自传三部，我个人认为，这不仅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

本，更可 以当做年轻人的励志书。您的人生如此坎坷曲折，可是向来处乱不惊，一直都那么乐观自

信，积极进取，无论何时都没有丧失过斗志。相信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读 者，都会从中吸收到不同的

营养。我想知道的是，这种性格与生俱来吗？是什么成就了您？ 

  王蒙：我其实是一个生性急躁的人，但同时自幼有一种内在的自信。50年代的青年亲历了新中国

的 诞生，造就了我们的基本性格：不是“我们不信”，而是“我们相信！”这是我的光明的基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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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挫折更使我别无选择，反而幽默并且不可救药地乐观起来。如果 不是用幽默和乐观回应挫折，而是

用哭天抢地怒火如焚回应，我早就完蛋了。 

  读书报：很多学者对您书中对于父亲严苛的态度不能够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当前您对父亲的这

种态度？您不觉得父亲其实也有可爱之处吗？如果再过几年，您对于父亲的理解会不会有所变化？ 

  王蒙：对于我来说，说出事实真相的愿望，说出我如果不说就再不会有人说出的事实，比一切其

他考量都更重要。当然我的父亲有他的特别可爱之处。我的一位异母弟弟，恰恰是读了我的自传才感

到了我对于父亲的善意，并缩短了与我的距离。 

  读书报：自传全部写完了，对于您本人来说，具有什么意义？ 

  王蒙：真相摆在那里了，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我觉得我是做了一件我必须做的事情，而且我要

说，其中许 多话，甚至于是大部分话，我不说，再没有第二个人会这样说。例如关于五七年、五八

年，关于文革、关于毛主席、关于四次文代会、作代会、关于《人妖之间》、 关于当部长、关于当中

央委员、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关于周游列国、关于文化讨论、关于政协、关于作协…… 

  读书报：您的作品中，被翻译到国外的很多。有人认为您作品中的政治语言会影响到在国外的发

行，那么在已经翻译的作品中，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王蒙：当然存在，没有翻译出去的更多。 

  读书报：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认为您最好的作品是《十字架上》，您自己认同吗？ 

  王蒙：太好了，有人说是这一部，有人说是那一部。 

  读书报：记得有文章说，评论家总是跟不上您的写作，您如何看待评论者的评价？ 

  王蒙：谢谢评论家的关注，只要关注就好。没人关注就考虑歇菜也将很有趣。 

  读书报：看完您的三部自传，觉得汪洋恣肆的挥洒中，在气势磅礴的排比句中，个别处还是有一

些刻薄和不原谅。虽然您自己觉得是做到了或尽量做到宽容和中庸。这和您的本意是否相违背？您怎

么分析出现的这种理解的偏差？ 

  王蒙：还是自己的修养不到家，有笔下冒火冒气的时候，还需要加强学习与修身的功夫。 

  读书报：在广州签售时，您说过要写一部浪漫的爱情小说，是怎样的一部小说，可否先透露一

下？是否已经动笔？ 

  王蒙：是个短篇，已写完，会在近期发表在《上海文学》上。 

  读书报：目前成立的王蒙研究所都有哪些功能，有哪些承担？目前国内研究王蒙其人其作的人很

多，您和研究者有没有交流，从而避免一些荒谬的误解？ 

  王蒙：中国海洋大学的此研究所，出版了不定期内部刊物《王蒙研究》，召开了或参与了三次研

讨会，还吸收了一些青年研究人员。大部分人我没有与之联系，我联系不联系作用并不大。作品属于

世界，它们是客观的存在，我不宜多说多道。 

【原载】 《中华读书报》2008-10-3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

新研究中心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

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由中

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

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学

校的语文教研室，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