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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庄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不二的奇才。
《庄子》一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书。
庄子令一些人爱得沉迷，恨得顿足。
    本人谈庄子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准备，例如古汉语与中国古代史。
我有的是不止一种文体的文学写作实践，是人生经验、包括顺境下、特别是逆境下生活与思考的经验
，是想像力与沟通的愿望与能为，是不无己意新意创意的阅读的生发——台湾喜欢用的词是“发酵”
，叫做庄子两年多年后在老王身上发酵啦。
与其说我是在注什么经，不如说我在认真阅读的同时找材料注我。
    我希望我的《庄子的享受》对于《庄子》不是佛头着粪，而是差堪比翼，我的幻梦是落霞与孤鹜齐
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思辨直奔骑牛李耳，忽悠差及化蝶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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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蒙，生于1934年，前国家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

    16岁入党，19岁发表处女作《青春万岁》，至今一再再版，经久耐读。

    22岁发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并因本书而被错划为右派。

    其《活动变人形》《我的人生哲学》、《红楼启示录》《青狐》《老子的帮助》深受好评，长销不
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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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逍遥游》是《庄子》内篇的开宗明义第一章 ，更由于一上来所叙就很独特也很富有故事性、神
怪性，《庄子》给人的第一个概念、第一印象是神奇的“逍遥”二字。
不妨说，庄子一生论述的主旨就是指出通向逍遥之路，实现个人的与内心世界的超脱解放。
享受庄子，首先就是享受这个关于逍遥的思维与幻想体系的别具风姿。
“逍遥”，字典上的解释是闲适自得或优游自得。
闲适与优游，说明它的前提是无事、无承担、无责任、无烦恼、无权利义务的契约束缚，即不处于尊
卑上下、亲疏远近的人际网络之中。
而自得，纯是主观感受，自己能乐、能取乐或自以为乐就行。
《庄子》一书中对此点是翻过来掉过去地尽情发挥。
这对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读书人，特别是事功上、入世上、行为上受挫的读书人来说，非常受用，非
常独特，又非常得趣。
不是说中国没有或者缺少“个人主义”的传统吗？
“逍遥”其实个人得厉害，这是一种就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个人摆脱社会与群体(在庄子中一般称为[
外]物)的观念束缚而言的逍遥，是内在精神世界的自由与独立。
它不同于近现代西方式的、从社会一群体一个人的关系中强调个人的重要性的个人主义观念。
中国的“逍遥”，是对于社会、群体已经形成的价值判断的主观摆脱至少是暂时遗忘。
西方强调的自由、个人主义本身，则是一种价值认定和法制保证。
用浅显的话来说，西方近现代以来，至少在口头上与理念上，希望制定维护个人自由与个人主义的价
值观的游戏规则，制定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客观标准。
他们闹腾的是：在号称尊重个人维护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咱们一块玩一把政治、社会、公司、家庭、
个人的生活界定吧。
而庄子大呼小号的是：我不玩啦，我们不要玩啦，我不与群体不与国君、君权、儒墨道德规范什么的
一块玩啦。
实在玩上了，如后文所说，进了人间世了，应了帝王了，跑不掉啦，仍然是人在人间，心在太虚；人
在帝王之侧，心在北溟南溟，心在九万里外，叫做抟扶摇而上，超凡脱俗，不受任何外物、任何价值
观念、任何权力与舆论的干扰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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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世人都说老王是当今的文坛教父，其短篇中篇长篇小说早以著述等身，名震中外，但老王的文学经验
加上社会经验管理经验政治经验等等人生实践决定了老王的人生杂感才是别人无法模仿更无法超越的
绝活。
还记得《我的人生哲学》吗，当年洛阳纸贵，至今长销不衰。
老庄是中国文化的原典，其博大精深其源远流长，一旦碰上老王的温柔敦厚老王的跌宕起伏老王的老
谋深算老王的奇情壮彩，难道不能起一点化学反应？
！
难道不是天造地设强强联合？
！
自然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自然是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回到理论，循环往复，自然是大气磅礴波
诡云谲峰回路转美轮美奂。
老王这回说庄子在我身上发酵了。
老王不写庄子都不行啊。
 王蒙《庄子的享受》有何特点？
 1. 刚刚故去的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在读完〈老子的帮助〉后说：王蒙本来可以活200岁的，因为泄露
了老子的天机，罚他只能活到150岁。
红学家冯其庸先生说自古是以老解老，王蒙是以王解老。
自然这本《庄子的享受》也是以王解庄，“老王未能把文字文本变成学问，老王只想把学问变成人生
的享受与华彩”。
 2．有一种事实有待发现：老王是小说家是虚拟大师，老王又是脚踏实地执著于现实人生的励志作家
，《老子的帮助》《庄子的享受》如同此前的《我的人生哲学》《红楼启示录》一样一定会成为常版
常销指导我炎黄子孙做人做事的励志经典，与时下的周国平刘墉于丹们比，老王少了一份多愁善感扭
捏做态，多了一份人情练达世事洞明。
 3．去年在写作老子的时候，老王就不断地与他的小编分享，他的写作壮态是如何地如痴如醉以王卖
“老”，今年他写作庄子是也反复强调他是如何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他说他简直是与庄共舞，庄子
只是他跳拉丁舞跳华尔兹跳迪斯科跳新疆民族舞的一个舞伴，享受着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老王是多么幸福多么自豪于他的享受能力。
七十有六了，享受却还是他的状态他的专利他的核心竞争力他的文化软实力。
何止他的同代人嫉妒他，他的晚辈他的前辈一样嫉妒他。
没法子，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不服不行。
 4． 老王才思敏捷一挥而就，老王的写作重来来是快的，但老王的影响力却是慢的。
老王不跟《中国不高兴》比轰动比炒作，老王跟您比慢。
老王跟老马学到“我们的事业不求轰动一时但求永远存在”的笨功夫。
内容为王好货沉底，老王写的老庄这两本书跟您熬的就是后劲。
信与不信，留带时间老人去做证吧。
 5．老子是哲学家是教主，庄子是文学家是才子，老王兼具两者的基因极佳组合，不同是《老子的帮
助》里渗透着老王的政治经验或者是老王的人生的逆境体验，《庄子的享受》里渗透更多的是老王的
文学经验和文学想象。
老子带来务实的“帮助”，庄子带来务虚的“享受”。
 6．少年文章惊海内，《青春万岁》是老王少年时代的成名作，其实老王的成年作品和老年作品无不
激荡着澎湃着一种与时俱进老而弥坚的浩荡激情。
如此有气场的文章在当今文坛实属罕见，不知道他的底气是来自辽阔的新疆大地的补给还是遥远的俄
罗斯文学的滋养还是来自“年年盛夏游海洋，击浪何止三千里”的游泳锻炼。
老王在这本庄子书里更是老当益壮，将瑰伟绝特的想象力与排山到海的句式与庄子“抟扶摇而直上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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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的气势打成一片揉成一团，“旋转而且升腾”仿佛刮起了电影《2012》里面凶悍壮美的龙卷风
。
跨越时空，老王俨然庄子的隔代知音，老王如庄子笔下的鲲鹏在神游在翱翔在激情燃烧，老王在解读
庄子，老王在享受庄子，读者在享受老王。
 7．国学热要死要活方兴未艾，易中天于丹等更是粉墨登场授道解惑，国学大师文怀沙冒似仙风道骨
实则道貌岸然丑态百出，于是乎有人说王蒙也身体力行他早年倡导的“作家学者化”出来参乎讲国学
了。
老王的路数与国学无关，首先老王没有读过“小学”，他压根没有国学的基础与兴趣，老王也不想在
书里是玩豆丁（此两字有食字偏旁，打不出）之学。
老王玩的是人生大修为职场大游戏，知识可以从书上得来，修为却要靠人生的历练。
纸上得来终觉浅，要知此事须“享受”。
 8．庄子的“逍遥游”历来成为中国失意文人的最爱，庄子的“心斋”“坐忘”成为中国美学的源头
活水，但老王却没有被表面的文艺腔自恋癖所迷惑，老王进得去出得来，老王读出了逍遥背后的人生
况味，一味地在心上使劲在神上使劲，不无悲凉，不无阿Q，不无无耐。
不无忽悠。
这确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安适所在，也是悲剧所在沉痛所在。
 9．形势大好人心大坏，庄子可谓是先秦时代或者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完人”。
老王字里行间透着一种光明的智慧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潇洒，沉潜庄子享受庄子，如同李泽厚的《论
语今读》是在恢复原典的孔子，老王也是在借着享受恢复原典的庄子。
庄子的幽默怪诞常被视为畸人的代名词，原由是我们对自身的失落已经习焉不察。
是学院派的云山雾罩还是经济发达科技昌明造成我们这个时代的迷失，反正老王帮您正本清源一把廓
清。
匆匆太匆匆的现代人啊，慢慢走，享受一下吧，可资涵养性情可资健全人格。
 10．去掉文艺腔，做成社科书，这是出版方对此书文本策划的定位。
相对于前一本《老子的帮助》封面黑白相间、道可道非常道，这一本《庄子的享受》显得洁净明朗，
腰封的广告语凸显了本书的最大卖点，原文和译文采取双栏排法的内文版式，显得疏阔明了，封面挑
选“逍遥”二字作为背景由近而远，扉页的游泳照片和两首打油诗尤其是王锋的“汪洋一片已惊秋，
叉脚王公枕浪遒”两句是对封面“逍遥”的最好诠释和呼应。
总之这是一本做到位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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