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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道理-全五册》

内容概要

王蒙的道理（全5册），ISBN：9787600690244，作者：王蒙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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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道理-全五册》

作者简介

　　王蒙，生于1934年，曾任国家文化部部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16岁人党，19
岁发表处女作《青春万岁》，至今一版再版，经久耐读。22岁发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因该
小说而被错划为右派。其《活动变人形》《我的人生哲学》《红楼启示录》《青狐》《老子的帮助》
《庄子的享受》等深受好评，长销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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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道理-全五册》

书籍目录

做一次明朗的航行（代序）一·生存与学习“生命如屋”珍惜个体的生存权利与生命价值我的人生主
线我为什么没有自杀?多几种生存与创造的“武器”为了寻找人生的“登机通道”多一种享受，多一种
人生二·我是学生学习是我的骨头我是学生人生的“第一智慧”与“第一本源”思想美丽，学习着也
是美丽的生活：最好的“辞典”与“课本”学无涯思无涯其乐亦无涯在宇宙隧道里前行的智慧之灯三
·人生之化境“身外之学”与“身同之学”功夫在书外的“有限论”幼稚的成熟与成熟的老到“学会
”不如“会学”最高的诗是数学?人生的艺术化唯“琢磨”方能入化境“最好的东西是舌头”，最坏的
呢?了悟：一种“慧根”的超越四·人际二十一条寻找“教你”的师傅“人性恶”不一定只属于别人躲
避“同盟”记住：人际关系永远是双向的我的“非战车论”我的二十一条人际准则⋯⋯五·我的无为
观六·什么是价值？七·人生健康论八·人生处境论九·大道无术十·人生之有为十一·享受老年十
二·老子的功夫十三·人生漫笔后记《读书阅人》《老子的帮助》《红楼启示》《庄子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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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道理-全五册》

章节摘录

　　多几种生存与创造的“武器”　　从这里便要说到学习语言的问题。谈到学习，没有比学习语言
更重要的了。多学一种语言，不仅是多打开一扇窗子，多一种获取知识的桥梁，而且是多一个世界，
多一个头脑，多一重生命。　　至少在我们国家，有一种或多种拒绝学习语言的理论或说词。年轻的
时候，我的一位极好学的朋友曾经对我讲述了他不学习外语的“理由”，他说学外语太费时间，而他
太忙碌；他说时代的发展趋势是翻译愈来愈发达和及时，因此他不如坐待翻译的帮助，而把宝贵的时
间用到别处去。　　然而，他应该明白通过翻译交流和学习与直接从原文交流和学习，感觉是完全不
一样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思想、感情、人类的一切知性悟性感性活动直至神经反射都与语言
密不可分，思想的最最精微的部分，感情的最最深邃的部分，学理的最最精彩的部分与顿悟的最最奥
秘的部分都与原文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我们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不要说中文译西文或西文译中文了
，让我们试着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白话文吧，让我们试着把唐诗宋词译成当代粤语吧，它能够传
达出多少原文的神韵与精微？　　再有大量事例已经证明，翻译是带着理解和解释的翻译，而愈是要
害l'.-J题上，翻译愈是受自己即翻译者本人的历史、地域、处境与知识结构乃至个性的局限，愈是重要
的命题和精彩的作品愈是要不断地翻译，不断地修正翻译，不断地在理解上从而在翻译上出新。一个
确实希望有所作为有所发现发明创造的学人，哪有只满足于让翻译牵着鼻子走的道理？　　有一种故
意夸大其词的听起来很吓人也很荒谬的说法，但也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切问
题其实都是来自翻译，例如我们把demoCracy译作民主，把dictatorship译成专政，这都不甚对。人们望
本国之文而生发外来词之意，这就产生了无数麻烦。再如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名著《党的组织和党的文
学》，近二十余年来则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并从而在解释上有宽与严乃至极“左”与
非极“左”的区别。这些对于不懂原文的人来说，只能任翻译、任懂该种语言的人牵着鼻子走。一个
希望学习追求真理的人，一个希望有所贡献有所创造的人，能够允许自己始终处在这样被动的局面吗
？　　还有一种最最奇怪最最愚昧的说法，似乎不学外语是爱国的表现。他们说：“我是中国人，学
外语做什么？”瞧，积极学外语的人有不想再做中国人之嫌呢。“文革”当中倒是有这样的以无知为
荣的事儿，谁如果是“老粗”，没上过几年学，那反而是政治上可靠的标志。真是可耻呀！难道祖国
希望于她的儿女们是封闭和无知的吗？这样的胡说八道我连评论他们的兴趣都没有了。　　有人说自
己的中文太好了，或者太热爱母语中文了，所以不想学或学也学不好外语，这也是荒谬的。外语与母
语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只有比较过母语与外语的人才能真正认识自身的母语的全
部特点，才能从比较中得到启示得到联想，从而大大扩张与深化对于母语并且对于外语的理解与感受
。　　母语好比是家乡、家园，外语好比是世界。走向世界才能更好地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更
美好的家园。走向世界与热爱家乡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　　类似的理论我也不止听一个懂某一
门外语而口语不好的人讲过：“我们是中国人嘛，我们讲英语就是带中国味儿的嘛，非学得那么像外
国人干什么？”甚至还有人堂而皇之地写文章，说是将来中国国际地位高了，大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
讲洋泾浜式英语，全世界就会风行洋泾浜式英语。天啊，幸亏中国现在还不是头号大国，已经开始计
划用洋泾浜式英语一统天下了，是不是还要用大清国的朝仪或者“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一统天下
呢？学语言就要尽量学好，口语和文字都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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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道理-全五册》

编辑推荐

　　作家的软实力　　部长的硬道理　　谈笑间花开万朵　　明白处雾散八方　　我喜欢感受与描绘
形象，也喜欢激活与抒发情感，我喜欢享受神思与幻梦，也喜欢拈量与分析道理。我喜欢戏剧性的猜
测与挂牵，也喜欢抽象概括的挖掘与追问。我赞美太阳、月亮、星星、爱情、婴儿；也赞美哲人额头
的皱纹，尤其赞美那些深邃的、勇敢的、巧妙的、迷人的、有时候是惊人的雷霆一样、闪电一样、春
风一样与小树一样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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