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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蒙作为当代文坛重要作家之一，始终在对中国的文学问题进行持续深入的思考，本书收录了王蒙先
生近年关于文学问题的演讲。
在这本书中，他关心文学的内外问题，从文学的观念、功能，到个人对文本的解读、感受，从文学在
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现状，到网络文学、多媒体介入后文学的未来，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从而建构出
自己独到的文学观。
演讲生动、幽默，透出王蒙个人的经历、修养和智慧。
作者也希望百忙之中的读者，能够触碰文学，以丰富自己的情感，充盈自己的精神，开拓自己的胸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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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蒙，河北南皮人，1934年生于北京。
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从事青年团区委工作。
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1956年9月7日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
1958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
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
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十多年。
1979年调北京市作协。
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
、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等职。

　　代表作为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季节四部曲》、《青狐》，中篇小说《布
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在伊犁》系列小说，小说集有
《冬雨》、《坚硬的稀粥》、《加拿大的月亮》，诗集有《旋转的秋千》，散文集有《轻松与感伤》
、《一笑集》，文艺论集有《当你拿起笔⋯⋯》、《文学的诱惑》、《风格散记》、《王蒙谈创作》
、《王蒙、王干对话录》，专著有《红楼启示录》、《老子十八讲》等。
曾出版10卷《王蒙文集》、23、卷《王蒙文存》，以及三部自传《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
命七羊》。
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为当代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
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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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说话的活性泛漫与经典：当前文艺生活一瞥(2010年5月22日)文学的方式(2009年5月17日)文学的
期待(2005年4月15日)文学的启迪(2007年12月12日)文学的说法(2006年6月30日)文学的挑战与和解(2005
年5月9日)文学与人(2004年12月14日)文学与生活(2005年)文艺与异端(2007年10月8日)想象与文学(2005
年11月19日)门外谈诗词(2005年10月26日)小说的可能性(2007年9月21日)小说漫谈(2007年4月)语言的功
能与陷阱(2003年10月31日)汉语写作与当代文学(2004年10月13日)谈与当代中国文学相关的话题(2009
年11月28日)附录　我这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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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泛漫与经典：当前文艺生活一瞥（2010年5月22日）　　王蒙：大家好！
感谢大家牺牲星期六的休息时间到这里来，使我们有一个交流的机会。
我今天谈的内容不太容易概括，“泛漫与经典”的“泛漫”其实是我找的一个中性的词，因为如果我
用“大众化”，那就是一个正面的词，用“文艺的民主”就更是一个正面的词，如果用“泛滥”那就
是一个负面的词了。
而我之所以用“泛漫”，就是为了把自己的倾向藏起来。
如果你们弄不清楚什么叫“泛漫”，那么等听完就知道了。
“经典”这个词大家当然都明白。
实际上今天我要讲的内容用一个不怎么科学的词来说，就是讨论“文运”问题，国有国运，人有人运
，商有商运，那么文化生活、文学也有它自己的命运和处境。
　　一、中国文学的济世传统　　中国文学有一个济世传统，也就是说文学应该对世道、人心、社会
起一点好的作用。
中国有一个关于戏剧的说法——“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就是说如果戏剧不能够对民风、民俗
和人的教化起好的作用，那即使再好也是徒然。
我们讲的“文以载道”、“诗以言志”都是说文学，包括戏剧、民歌等有一种教化作用。
　　最早用“济世”这个词的是庄子，他说：“数米而炊，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
”就是说做饭的时候如果小里小气地数着米粒做，那样是不可能对这个世道有什么真正好处的。
周恩来年轻的时候在“大江歌罢掉头东”这首诗里也用到了“济世”，“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
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他说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面壁十年图破壁”——追寻革命的真理、救国的道路，但“邃密群科济世穷
”，对一门门学科进行研究却总是感觉找不到救国家、救社会的方法，这些都表达了济世情怀。
　　当然任何传统都不是单方面的，人们既把文学看成济世的东西，或者用曹丕的话来说就是“文章
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但有时候又贬低文学，“风月无边”就说文学是讲风花雪月的。
现在大陆已经很少看到这些材料了，我在香港一家图书馆里看到一个材料说，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
上海有一批左翼文学家发表过“不写月亮”．的宣言，说中国的文学没完没了地写月亮，写得太ST，
因此这些左翼文学家就发誓再也不写月亮了。
一开始我觉得这些中国的左翼作家太幼稚了，写月亮有什么毛病，我到现在还喜欢写月亮，喜欢看月
亮，看着月亮会产生很多酸溜溜的感觉和一些思想；后来我才知道，不仅左翼文学发表过这样的观点
，连胡适都发表过类似的观点，胡适（（新诗的誓词》也有包含“不写月亮”的意思，就是今后不要
再写什么春花秋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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