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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蒙作为一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位怀有很深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的当代作家，从少年时代
就开始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祖国解放斗争，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一个特定时期的缩影
。
同样具有这种“微缩”特征的是，他在1950年代中期所遭受的政治厄运，以及在1970年代末的复出和
此后所走的人生道路，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这种典型性不仅仅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人生道路的坎坷和革命信念的坚定，还有在这坎坷的人生途中，
为着坚守这种革命信念而付出的身心代价，以及在这种“坚守”和“付出”中，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
发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所激起的复杂的精神回响。
鉴于这是一个有关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话题，因此，我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设定为我写作本书的一
个重要的研究目标。
    作为一位当代作家，王蒙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也如他的人生和命运一样，充满了无穷的变数。
1950年代，当他凭着一个“少共”单纯的理想和热情，挟带着一篇在艺术上还远未成熟的短篇小说，
在百花竞放的文坛初露锋芒的时候，无意间却冲击了一个在新中国成立的短暂时间内已经建立起来并
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巩固的文学信条。
这个文学信条同时也联系着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在1940年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的
文学中被赋予了新的阐释、同时也被新的文学实践改造过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这一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滥觞和发展演变，同时还联系着一个更大范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
会主义文学的历史背景，包括当时的苏联、东欧和中国正在经历的激烈动荡又复杂多变的微妙“形势
”。
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篇无足轻重的短篇作品，无意间也就闯入了一个高墙深院、门禁
森严的政治和文学的禁宫。
王蒙自然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也让他成了1950年代中期兴起的这股渊源复杂、影响深远的
文学潮流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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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於可训，1947年3月生，湖北黄梅人。
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82年春毕业留校任教至今。
曾任校教务处副处长，中文系总支副书记、副主任，文学院副院长。
现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中国写作学会会长，中
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文艺新观察》丛刊主编，  《长江学术》丛刊执行主编。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与评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先后涉及文学评论、中国新诗、中
国现当代小说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多个领域。
个人专著有：《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
》、《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主编著作主要有：《中国文学编
年史·现代卷》、《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小说家档案》、《“我读”丛书一当代文学新秀
解读系列》等。
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通俗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当代
文化视野中的王蒙研究、新世纪文学的现状与创新研究，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湖北文学研究、
湖北现当代文艺家与楚文化研究，武汉市社科基金项目：汉味文化与武汉市民精神生活，中国作家协
会重点扶持项目：  《“我读”丛书一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
参与“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文学教材编写”之子项目“当前中国文学状
况”，是该子项目主持人之一。
《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修订版）被批准为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项目。
曾获宝钢教育奖，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湖北省第三届文艺明星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第一
届一等奖、第二届二等奖、第三届一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二届三等奖、第四届三等奖
、第六届一等奖，武汉市第六次、第七次、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文联第三届文艺论文奖
二等奖，第三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大学版协等全国性
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优秀教材一等奖等奖励多种。
获“武汉大学优秀博士后合作导师”、“武汉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武汉大学教学名师”、“武汉
大学学生最喜爱的十佳优秀教师”称号。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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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命运的暗示第二章  “少年布尔什维克”  第三章  “青春万岁”  第四章  “恋爱的季节”  
第五章  “轩然大波”第六章  “去新疆好不好”第七章  “两间余一卒”第八章  “逍遥游”（一）第
九章  “逍遥游”（二）第十章  “再也不能等下去”第十一章  “回到文学界”第十二章  “布礼”（
上）第十三章  “布礼”（下）第十四章  “蝴蝶”的寓言第十五章  “风筝”的故事第十六章  “真正
的小说”第十七章  “难忘难记”第十八章  “世情书”第十九章  “且将故事说浮生”第二十章  “如
诗的篇什”第二十一章  “最痛苦的作品”第二十二章  “来劲”第二十三章  说不完的“稀粥”  第二
十四章  “无心修饰的散文”第二十五章  “其实是个诗人”第二十六章  “学者化”第二十七章  无尽
的“季节”（上）  第二十八章  无尽的“季节”（中）  第二十九章  无尽的“季节”（下）  第三十章 
王蒙的人生哲学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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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命运的暗示中国现代革命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发动者和参加者的年轻化。
如果说古典式的改朝换代的“汤武革命”，也有过“英雄出少年”的时候的话，那大半是凭借早熟的
膂力和非凡的武功，在思想和组织上，是很难凭借一个少年的智识和能力号令天下、领袖群伦的。
那倒不是因为在这些少年英雄中，就没有思想和智力的早熟者，而是因为“革命者”的年龄，对于那
样的一种以四时更替、天道轮回为哲学依据的“革命”来说，并无特别的作用和意义，故而在这样的
“革命”队伍中，即使有少年英雄出现，除了个别被周围的成人“拥立为王”者外，也不会真正成为
“天命攸归”的对象。
这样，某些少年英雄在这种古典式的“革命”中，留给历史的，就只能是传奇作家口头或笔下的谈资
，“革”终究是那些老谋深算、能征惯战的成年人的事业。
到了近代中国，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我不知道欧西各国“革命”一词演变的具体情形如何，至少在中国，“革命”这个由老祖宗创造的词
汇，后来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这个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它与从西方传进来的进化论思想的结合。
进化是一种规律，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不例外。
但是，进化是需要一种力量来推动的。
这力量，在自然界，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人类社会，则是一切形式的渐进的或澎．进的改良和
革命。
“革命”与进化论思想的结合，从根本上改变了“革命”所固有的四时更替、天道轮回的观念，转而
成了社会历史发展进化的柱杆和动力。
既然“革命”不再是权力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周而复始的循环和更替，而是要把历史引向未来的方向
，新的革命也就不能不依靠一种新的力量冲破旧的桎梏，不能不寻找一种新的萌芽以摒弃旧的躯壳，
也不能不寄托于一种新的生命以达于未来的理想。
而符合新的革命所需要的这一切新的元素，无论是就生命的个体这是就一种社会群体来说，无疑都集
中地体现在少年这一社会人群及其个体身上。
“革命”的词义所发生的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为少年这一社会人群及其个体进人革命历史，提供了充
足的条件和依据，于是。
从近代以来，一批一批韵少年英雄，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新的推动社会文明发展进化的现代革命
的历史主体。
不管这些少年对此是否有自觉的意识，也不管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如何，是以何种形式参加革命的，
以及他们在革命的历史中，处于何种实际的位置，他们一无例外地都成了现代中国革命“天命攸归”
的对象。
王蒙在1940年代末的历史转折期成为“少年布尔什维克”，无疑也是这种“天命”选择的结果。
二对革命历史的这种选择，作为当事人的王蒙，显然是没有自觉意识的。
1934年10月15日，当王蒙在故都北平出生的时候，他后来颇感浪漫的革命，却在经历了五次残酷的“
围剿”之后，刚刚突出重围，踏上了万里长征之路。
王蒙自称是出生在北平沙滩的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家庭。
出生时，他的父母都在北平上学。
他的名字还是他父亲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书时的同室舍友、后来成了著名诗人、学者的何其芳起的。
何当时喜读《茶花女》，《茶花女》的男主人公亚芒也被译作阿蒙，于是就把这“阿蒙”二字移用在
他的同学新得的贵子身上了，后来因为父亲认为阿猫阿狗是南方人给孩子起名的习惯，“去阿存蒙，
乃有现名”。
他姐姐王洒的名字，则是他父亲的另一个同室舍友、后来也成了著名文学家的李长之起的。
典出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洒（萨）》。
如果按出生地算，王蒙是地道的北京（北平）人，但他的祖籍却是河北沧州的南皮县。
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很认真地每次都强调自己是河北省南皮县沧州市（原地区）潞灌乡龙堂村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蒙传论>>

人，我乐于用地道的憨鲁的龙堂乡音说：‘俺是龙堂儿的。
’我一有机会就要表明，我最爱听的戏曲品种是‘大放悲声’、苍凉寂寞的河北梆子。
我不想回避这个根，我必须正视和抓住这个根，它既亲切又痛苦，既沉重又庄严，它是我的出发点，
我的背景，我的许多选择与衡量的依据，它，我要说，也是我的原罪，我的隐痛。
我为之同情也为之扼腕：我们的家乡人，我们的先人，尤其是我的父母。
”可见王蒙对家乡的感情的复杂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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