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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先生王蒙》

内容概要

著名作家王蒙，14岁入党；19岁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自潮“累得几乎要了小命”；12岁写了《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给他的人生带来大喜大悲；29岁举家西迁新疆，一呆16年；改革开放后，升
任中央委员，不久官从文化部长。驰聘大半生，浮沉荣辱，始终相伴相随的是夫人方蕤。方女士嫁夫
随夫，认定与王蒙同甘共苦。她欣赏王蒙“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熊在焦头烂额中享受生活。而王
蒙也欣赏夫人的一句话：“我喜欢捡芝麻，不愿抱西瓜，谁知道西瓜是不是土地雷。”于是，方女士
经年累月，小心捡拾生活中的“芝麻”，“珍藏琐碎”，成为眼下这部十分可读的《我的先生王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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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先生王蒙》

作者简介

1950年，方蕤在北京女二中读书。同年寒假，被临时调至中共东四区委协助“三反五反”运动做文书
工作，认识了那时由北京市团市委中学部调到东四区团区委做团工作的王蒙，那一年王蒙18岁。1953
年王蒙创作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1957年1月28日，旧历腊月二十九，王蒙和方蕤结婚。初恋时不懂得爱情，方蕤与王蒙的感情也有过反
复。“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情绪不稳定，变化无常。曾一度中断了和他的联系。但我们再度和好却颇
为神奇。”
1956年王蒙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1958年5月，王蒙因此被错戴上“右派”的帽子。
这一戴就是21年，方蕤选择与他同甘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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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先生王蒙》

书籍目录

相识
相识，决定了们的一生。而过一生征明，人需要爱，没有爱的人生是沙漠里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
相知
相识，使我了解王蒙。他身世不幸，却少年出众，是不幸成就了分阶段的才华？
相伴
我们相伴相随50年，有过一贫如洗，也有过富足风光 。我想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平常的一对。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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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先生王蒙》

章节摘录

插图初遇王蒙    见一个男青年向我们的宿舍走来1950年，我在北京女二中读书。同年寒假，我被临时
调至中共东四区委协助“三反五反”运动做文书工作。   　　东四区工委坐落在东四十一条39号。这
是一座很讲究的典型三进四合院，各院都有自己耳房和小跨院。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应
该是以这个院子为原型。能来这里工作很让人兴奋。参加过期末考试，没等做完期末评定、总结之类
的事，我就立即来报到了。   　　一进门，我被带到中院的北房，这是间很宽敞的办公室，里外间有
许多明亮的玻璃窗。后来我才知道，宣传部在这里办公，里间是当时区委宣传部长韩冲的办公室。   
　　接待我的是陈大姐，脸圆圆的、甜甜的，看上去很朴实。见到我说：“欢迎你来帮忙。”   　　
我被领到后院。正在忙着搬运行李的时候，见一个男青年，身穿一件不太合身的灰色棉袄，脸上托着
一副淡黄色边的圆眼镜，向我们的宿舍走来。   　　这不是在河北北京师范学校暑期办公室，召集我
们开会的团区委的王蒙吗？我在猜想。   　　这时他已经走近了。   　　果然是他。   　　他看着我，
又看看临时改装的寝室，兴奋地说：“来这儿工作？欢迎！欢迎！你就住在这儿啊！来几个人？”   
　　“就我一个。”我说。   　　“太好了，你跟陈大姐，你们在一起工作呀。我就在你们的前院办
公室，一个大门里。”他自我介绍。   　　“好啊！好！”我想怎么这样巧，又在这儿相遇了。   　　
这天中午，我们都在同一个厨房打饭，没有餐厅，打好饭，端回自己的办公室去吃。   　　队伍很长
，我看见王蒙打好饭，正往前院走，隔几步就回头往队伍中看看，走到办公室门口，没有马上进去，
而是把头大幅度地转过来，刚好我们的目光相撞，他朝我笑笑走进屋去。   　　当时我想：这个人挺
有意思，还挺热情。   　　那时大家吃的都一样，一碗白菜汤和两个窝窝头。每月的伙食费是十一元
五角。后来我知道，当时王蒙吃饭不花钱，他那时是供给制。   　　连来带去我在这儿呆了半个月的
时间。和大家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完全不知道疲倦。   　　王蒙那时由北京市团市委中学部调到东
四区团区委，还做他的团的工作。有一天晚上，11点多钟了，我正在办公室专心做表格，忽然听到“
嘭嘭”敲窗户的声音，抬头一看，王蒙正趴在玻璃窗上，朝着我笑。他在窗户外，我在窗户里。   　
　他说：“一天没看见你，我在团市委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刚刚回来。”   　　“你们好辛苦啊，这
么晚才回来。”   　　“你也不是吗！别干了，休息一会儿，出去散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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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先生王蒙》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的先生王蒙》：乐观得不可救药方蕤    何其芳为王蒙起名     和王蒙初识时，他自我介绍，他是“
蒙古”那个蒙字。后来知道“蒙”字有三种读音。第一声“蒙人”的“蒙”，欺骗的意思；第二声，
读“萌”，意在幼稚无知；第三声，“蒙古”的“蒙”，还指美德。按王蒙的个性，他会选择第二声
，他喜欢说，大智无谋，计谋太多的人没人相信，宁肯相信“幼稚无知”。     有一次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的播音员问他：“到底读‘萌’还是读‘猛’呢？”王蒙想了想，郑重宣布应该读“萌”，这样可
以与军方的王猛同志区分开来。从此，正式场合他的“蒙”就是第二声了。但是，常和他打交道的人
，还是习惯地把“蒙”读作第三声。     王蒙说，他的名字，是何其芳先生给他取的。何其芳是他父亲
王锦第的北大同学，何先生后来成了著名的诗人、文学评论家，这似乎是王蒙与文学先天的缘分。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５日，甲戌年农历九月初八，夕阳落山的时候，一个婴儿呱呱落地。当时，他年
轻的父亲正热中于研讨哲学，而何其芳先生在研究法国文学，何先生说：“给你的儿子取名叫‘阿蒙
’吧！”这是从小仲马的名作《茶花女》中获得的灵感，此书男主人公的名字现译阿芒；阿芒、阿蒙
，只是译法的不同。王蒙父亲一听连声叫好，只是说不要那个“阿”字吧。认为那是南方人的习惯，
给孩子起个“阿猫”、“阿狗”的名字，北方人听着太别扭了，于是确定单名“蒙”字。但这又与古
人撞了车：和王蒙同名的，有元朝的大画家王蒙——我们曾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馆”，见过此人的山
水画精品——以至于有一位知名度颇高的编辑，当看到一篇文章提到王蒙对于山水画的贡献时，大为
恼火，竟然问下属：“怎么王蒙又把手伸到美术界来了？”当别人解释是元朝的同名人时，他还坚持
“要查一查”云云。     另一位与之谐音者是前国家体委主任、广州军区政委王猛。而且巧的是，这位
王猛是沧州地区的人，原籍盐山，离王蒙原籍南皮相距不远，口音也接近，两人时常闹出笑话。王蒙
到某地参观，接待者一口一个“王政委”地叫，弄得王蒙尴尬至极，赶紧声明自己不是政委。当王蒙
向王猛说起此事时，王猛哈哈大笑，说：“那又怎么样，我走到哪里还常常有人问我有什么新作品呢
！”     说话爱引长孙“名言”     这几年王蒙在国内与国外，用中文与英语讲话，经常引用我们的长孙
小雨的名言，小雨的一句话成了王蒙讲话的保留节目。     事情是这样的，在小雨十四岁的生日到来的
时候，王蒙企图以老革命的身份对他进行教育，便说：“你爷爷（就是王蒙）十四岁的时候已经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为一个革命者了，那时候我已经读社会发展史纲和毛泽东的著作了。而
你现在还是这样幼稚、贪玩、应该奋起直追啦⋯⋯”     我们的孙子不假思索地回应说：“这很简单，
你十四的时候，有玩具吗？没有足够的玩具，你不去革命又能干什么去呢？”     就这样一句话被王蒙
引用了不知多少次。他并且说，一个社会一个政权，应该关心儿童和少年，不但要给儿童们提供足够
的食品、服装，而且理应提供足够的玩具，否则，年轻一代人就有权利选择革命。     王蒙引用我们孙
子的话多少有点小题大做，然而，我倒是觉得从中透露了王蒙对于他的没有玩具的童年的哀伤与愤懑
。     王蒙又慨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处境，历史不同了，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已经不可能也不
必要重复与我们完全重合的道路了。遇到这种下一代人下两代人并不对准我们的脚印走路的情况，王
蒙既不会简单地叹息后继无人与一代不如一代，也不会转而对自己这一代人的路程妄自菲薄。他不是
九斤老太，更不是怨悔者转向者。他努力理解自己的一代和上一代、前辈们的选择；他又尽最大的好
意与宽容去理解下一代，儿孙们。     小雨时常和爷爷开玩笑，初冬的一个傍晚，王蒙戴上毛线织的尖
帽子出家门，小雨看见后说“爷爷像卖烤白薯的”，我戴上头巾后，他嘲笑我的形象像是卖茶鸡蛋的
。我有点不太爱听这类的贬义词，王蒙倒是很高兴。对这个比喻有一种特殊的满意，自己重复了多次
，并且见人就说，好像有多么光荣似的。不知道他是什么心理。是对孙子溺爱吗？是表达自己的平民
意识乃至农民形象吗？我就分析不清了。     小雨替他们的学校求爷爷的题字，也不知是建校多少周年
了，反正很长很长，说是清朝已经有了学校的前身了。王蒙知道，不能违背，便努力写了字。结果，
小雨说，同学们反映：“你爷爷的字与某领导的字差不多。”而那位领导的书法似乎并不怎么成功。
同学们的此一反映显然不是夸奖而是讽刺他的字。王蒙又是大喜，说是自己的字直追领导。看到他如
此快活，我倒是觉得毫无办法。王蒙说自己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还说不可救药云云，是外
文的说法。我算是当真承认，这个人就是乐观得不可救药。     小雨还说过爷爷身上连件名牌衣服都没
有。其实，王蒙是有的，我们在国外没少买西装，自然有名牌的。但是王蒙更愿意穿得随意宽松，更
愿意听到他没有名牌的评论。     这几年王蒙对于一种改良了的中山装特别感兴趣，这种服装上身是一
排六个纽扣，领子是立领，没有领钩当然也就不需要系上。他说他发现有一些印度与日本的人士是穿
这种衣服的，他也就学过来了。     王蒙也穿过唐装，夸奖也罢，攻击并说它是“恶俗”也罢，王蒙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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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先生王蒙》

无感觉。他倒真是为自己穿衣服，从不考虑观感和反应。     我们的二孙子阳阳现在个子已经是一米八
Ｏ了，和爷爷奶奶在一起，我们更像是需要照顾的弱者了，这不禁让我们叹息不已。怎么不知不觉中
就老了呢？想不通，想不通。     阳阳的好胜倔强劲也是突出的，小时候在打乒乓球时跟爷爷要比个高
低，一局输了，小脸很严肃，遇到这位老天真的爷爷可不会让着他，我在一边观战，可有意思了。     
我们的三孙子吉米，是在美国出生的，在他将近一周岁的时候，王蒙去美国看护过他一星期。王蒙喜
欢与他一起下围棋，常常不是他的对手。     我们的儿女各有自己的住处，他们来玩的时候习惯于说是
到“奶奶家”。有一次王蒙很晚了在二儿子家，吉米热情地留爷爷住在他那里。爷爷说还是要走。吉
米便问：“爷爷，你是不是每天都要到‘奶奶家’去？”爷爷笑起没完，向他解释说，“那不只是奶
奶家，也是我的家啊。”吉米以痴迷的眼神看着爷爷，觉得难以理解。     我们的小外孙来福，有时提
一些智力测验或者脑筋急转弯的问题，也有时背一首唐诗让姥爷说出作者是谁，王蒙答不上来。来福
便在电话的那一端叹气，很体己地对姥爷说：     “姥爷，您这么糊涂，怎么当作家啊？”     王蒙最爱
听的就是孙子们“攻击”“嘲笑”他的话。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味这些话，觉得奥妙无比，快乐无穷，
滋味多多。     请人吃饭摸不出钱     他轻易不去商店。偶尔家里断了牛奶，他是不能容忍的，他太重视
营养了，少一回奶就认定缺欠了钙。他抽空出门买奶，急急忙忙，直去直来。有一回，他买好了物品
，递上一张票，找好了零钱收好，转身赶忙回到家。你买的东西呢？他看了看双手空空的，啊！东西
呢？这才恍然大悟，才明确自己并没有拿回已买的物品。     王蒙从理论上非常肯定包括购物的日常生
活，他在小说里还热情地描写过人们到了百货公司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的欢乐情景。怎么样对待世俗
生活世俗需要，他好像还与一些半大不小的学生们有点争论。他也常常表示有热情陪我去逛商店。然
而，我个人以为，他最好不去，万一真的去了，他仍然是一个“催人泪下”的角色。     九十年代初期
，有许多朋友在关心我们。宗璞和蔡先生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对。我们常到他家做客，除了参观蔡先生
培植的花园，就是倾听宗璞的义正词严，在她那书香幽静的环境里聊天也是一种享乐。那年五月的一
天，王蒙在电话里约了宗璞夫妇去香山游玩，且说中午要去颐和园门前的一家西餐馆吃饭，说那家有
点小名气，尼克松访华时曾经来过这家餐馆，厅内挂有照片为证。然后强调了是我们来做东。选了一
个晴朗的天，我们一起游香山。     按计划，近中午我们去了那家餐馆。吃得比较简单，因为那里也没
有什么像样的主菜，不过是招牌、广告做得好罢了。一时王蒙悄悄地跟我说：一会儿你去结账，我说
：钱在你那儿。他急忙地左翻又找，上下口袋摸了个够，没有。我的心紧揪了一下，窘迫的我，面色
红一阵，白一阵。王蒙又说：不是你拿了吗？当时我的泪水要淌出来，我极力地控制着。在临出家门
时，我说你请客，今天你带钱，是我们说好了的。这次还真是破例，平常都是我的事，偏偏我又没带
那么多钱。我们俩的你来我去，被宗璞发觉了。宗璞是很懂心理学的，看我那副样子，她很轻松地说
，还是由我们请，回到家把钱给我寄来不就行了吗？这场尴尬的局面过不去也别无选择。     在回家的
路上，王蒙再次地翻找，不费吹灰之力，一下从他的上衣口袋抽出一叠现钞。令我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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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先生王蒙》

编辑推荐

他们是世上最平常的一对。天塌地陷了，他们过着他们平常的日子。风风火火了，他们还是过着他们
平常的日子。方蕤和她的先生王蒙，一同走过50年，遭遇过大灾大难，也享受过大喜大福。王蒙以他
的理性思考写下《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而方蕤则以“捡芝麻”的方式，把生活中“珍藏的琐
碎”展示出来，写成《我的先生王蒙》。那些富有哲理、幽默和沧桑的人生感受，应该说，王蒙、方
蕤各有一半。本书配有100多张鲜为人知的珍贵图片，许多是首次发表，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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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先生王蒙》

精彩短评

1、感觉挺亲切的。
2、平平淡淡的生活，妻子眼中丈夫。这本是擦地板的时候听的电子书。
3、妻子眼中的平凡丈夫，小心翼翼的描写
4、妻子眼中的丈夫
5、喜欢低调的传记，不喜欢欣欣然自我标榜的姿态。

6、没什么感觉
7、虽说写得是王蒙,但处处可见这个王蒙背后的女人对生活的细致用心,乐观豁达,将几十年的一些细小
事情娓娓道来,就在这些细细碎碎中成就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女人.如若此生我能与我的先生也这样相
濡以沫,到老了,我也能捡起这些芝麻石子,我想我便无愧于自己今生的选择了.
8、不知道作者是否美化了生活，还是心里充满爱和美的人即使在充满阴霾的年月里依然能看到美好
的生活，我被这种单纯直白的爱情感动。
9、平淡，忠爱
10、对照王蒙八十自述看。平实，有趣。
11、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呀~
12、从另外的一个层面了解到了不同的王蒙先生！
13、他就像一条被抛到荒漠的鱼，却呼吸自如。
14、社会的环境不同、作为80后，跟老公不会遇到那么多人生的波折、也不会遭遇到那样的苦难，却
发现不再有那么坚若磐石的守护之心。王蒙夫人笔下的生活点滴，渗透着父辈那个时代的爱情，是我
这样的某些80后很期望却自觉无法企及的。也许是现在的生活中诱惑太多吧。无论未来还会遇到怎么
样的困惑或者改变，还是希望像书里的一家人一样，可以拥有如此的幸福生活。祝福期待幸福的每一
位
15、散步时听的
16、邮局书店打折时候买的 
17、。。。。。。无话可说
18、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部长。大智无谋，大道无术。
19、很真实的岁月吧。很琐碎的生活。漫长岁月
20、读来竟然被朴实的爱情所打动，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大概就是这般了吧。有人说作者美化了生活
，其实不然。经历过苦难和风霜的人看待生活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他们在漫漫人生路中回首往事时记
得的是上天赐予的恩惠与爱吧。所以生活多的是细微的美好与感动。
21、无声、无息、不起眼的芝麻和石子
22、人家的人生怎么就过得如此有勇气，如此宠辱不惊呢
23、又是一个没有自我的名人妻子的回忆，确实像书名一样，你只看到的是王蒙，也许是王蒙更丰富
的侧面，完全没有作者本人的，作为一个女性，一个有别于其他人的对生活的领悟或观点，而这才是
作为传记类图书吸引人的地方，所以不看也罢。
24、我读过的不是实体书也不是什么电子书，接触到这本书是初中时。家里定了海南日报，报纸是每
天都连载，跟着看了好多天呢，直到看了一大半才想起收集。怎么收集呢？把家里的报纸一张张的翻
出来把连载部分剪下装订在一起。为了这工作我忙活了一中午。就这样我看完了这本书。很久以后，
记得有一次翻书柜时，偶然在书柜顶层发现了那本布满灰尘的装订本，我拿起来翻看了一下，仿佛又
看到到那个几年前的午后心血来潮又斗志昂扬埋头剪报纸的自己。
25、2012年11月阅读。
26、平凡中见伟大，小事中见真理，相濡以沫就是如此吧！
27、什么呀  好一般 
28、蕤ru&iacute;部首笔画部首:艹  部外笔画:12  总笔画:15基本字义1. 草木的花下垂的样子。2. 〔葳～〕
草木茂盛的样子。3. 〔～宾〕a.中国古代音乐十二律中的第七律；b.农历五月的别称。4. 指下垂的缨类
装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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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如果你指望在“王蒙”背后发现政坛密辛、个人恩怨，那这本书一定会令你失望。即使是大时代
、大人物，生活的常态还是柴米油盐，因为生命自身的规律远比时代的潮流更为强大。过来人看罢此
书不过会心一笑，青年人看到如此平淡的生活如果仍能保持生命的激情，该是作者最大的安慰吧！
2、“我们并不希望长生不老，我们只希望能正直无愧地、勤劳而又快乐地度过人生不可避免的每一
个过程”再伟大的人物也要过平凡的生活，人生是一个过程，要把这个过程的每一段都过出精彩来，
两个人的志趣 ，互相包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才能相濡以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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