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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读书》

内容概要

本书是著名作家王蒙以“读书”为核心内容的散文随笔集，真实纪录了王蒙先生近年来的读书历程，
以及由此引发的深层次思索与感悟。

读书，著书，以书为乐，王蒙先生在此向读者敞开心扉，畅谈他的“读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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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读书》

作者简介

王蒙，当代作家。河北南皮人，生于北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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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事青年团的区委会工作。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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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了10多年。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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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职。这时期著有大量文学作
品如10卷本《王蒙文集》等。其中有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获奖。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
国外出版。王蒙的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他也由初期的热情、纯真趋于后来
的清醒、冷峻，而且乐观向上、激情充沛，井在创作中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新，成为新时期文坛上创
作最为丰硕、也最有活力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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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读书》

章节摘录

　　这辈子哪本书是属于自己的（代序）　　这辈子哪本书是属于自己的（代序）/王蒙　　　　关于
读书，我随便说一点。　　第一，我读书不是读得最好的，有很多书别人读过，我都没读。　　还有
别人非常热爱读的，我老读不完。比方说《战争与和平》，写得好，我也好多次看，但是读不完。还
有《百年孤独》，我也读过，有一次我都读到五分之三以上，快到五分之四了，我死活不读了，因为
我觉得这位大师的路子已经被我给掌握住了，就不想再看了。当然还有《追忆似水年华》，很多人我
问了半天都跟我一样没有读完，在座的有没有读完的？　　人老了以后，回想一辈子到底读过几本书
，印象真正深的没有几本，包括被反复阅读过的。《毛泽东选集》是反复背，不仅用汉文背还用维文
背，印象很深。毛主席的逻辑、句法，包括反毛泽东的那些人，都在跟毛泽东学。还有《唐诗三百首
》，不管编得多么差，有什么缺点，都是理论家说它有缺点，作为读者，没有什么别的可以代替，你
编一个新的《唐诗三百首》别人不愿意看。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熟读《唐诗三百首》，见了《唐诗三百
首》不读的人很少。　　真正读的一个是《红楼梦》，一个是《道德经》。庄子好看，但是看多了起
急，因为有的地方分析得绝，有的地方发飘，不如老子，一句是一句，能砸出坑。真正爱读的书，真
正算读过的书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一个人总要找几本自个儿最爱读的书真读，其他的只能算浏览或
者是获得一些信息。　　第二，工具书，什么都可以省，工具书不能省，特别是像我没有多少真才实
学的人，全靠工具书，我不管想一个什么问题都先查《辞 源》，查完以后，我的学问立刻就大了，不
但查《辞源》，而且查汉英辞典，学问就更大了，再查《百科全书》。我想起我女儿小时候的一个名
言，她那时候看我老查辞典，就问她妈，这是什么书这么厚？我老伴说这叫辞典。她说辞典是干嘛的
？你爸爸不认识的字就找它。我女儿说，我爸爸这么多字都不认识啊？她算抓住问题要点了。很多字
其实咱们都不认识，中国人又特别讲究字。　　每一个人要掌握自己最佳的读书人生阅历的平衡点。
中国有一些人，不读书但是鬼精鬼精，非常聪明，也很干练，也很狡猾，甚至很有能耐，甚至比读书
读得多的人还能耐。为什么读书读太多反倒显得傻呢？因为中国的现实不按书本办，书本也不一定按
现实写。如果你读得太多了绝对傻，但是不读书，你的本事再大，再干练，确实还是低水平。但是每
个人的平衡点不一样，钱钟书就以读书为乐，但是这个人绝对聪明，绝对不是傻子，够精，该得道了
，成仙了。有的偏于务实，读的书有限，但是有限的书能够理解出花来，能用出花来。就这几本书陪
他一辈子，你就觉着他的学问对他来说就相当够了，要什么有什么。每个人的平衡点不一样，但是你
要找自己最佳的。现在书太多了，一年出十九万到二十万种新书，不要说这些书读不完，读这些书名
都读不完。　　还要寻找一个平衡，所谓博与专的平衡，这视个人情况而定。读书与人生有一个自相
矛盾之处，我始终解释不了，我在书里写了，我给天才下一个定义：集中精力；但是我又提倡一个人
应该多有几个世界。到底怎么把它解释清楚？我说不明白。有时候我到大学讲课，　　很多人给我提
一个问题，现在大学课程要学英文，中文水平都越来越低了，可还把精力用在英语上。对此我又信又
不信，信是因为错别字一大堆，中文的报纸、刊物、书籍，包括咱们自己的著作，你连看都不看，令
人生气，语文水平降低活该。可是另一方面，我一想起那些历史上双语、多语的人物。外语学得好，
你能有辜鸿铭学得好吗？他的中文怎么样？谁敢说比辜鸿铭的中文好呢？你外语学得好，你有林语堂
学得好吗？林语堂双语著作，一些作品都是用英语写的。可是你看林语堂用中文写得怎么样?钱钟书外
语也好。我想，外语越好中文就越好，因为如果外语你一点都不懂，中文的妙处你不知道，中文的特
色你不知道，必须两相参照。另外，如果你的中文基础坏，外语能学好吗？连母语，一句人话都说不
清楚，你能学好外语吗？根本不可能。跟老婆打架，那么点小事都解释不清楚，你改用英文解释你能
解释清楚吗？更不清楚。你如果能用英文解释清楚，前提是你已经用中文把它解释清楚了。所以，母
语好是学好外语的条件，外语好是回过头来加深母语的条件。可这是理论，是理念，具体到一个孩子
身上就麻烦。　　第三，好读书不求甚解。我最近也有亲身体会，不求甚解是什么意思呢？有一类特
别伟大的语言，包括《道德经》里边的那些语言，比如他讲到大道，那意思是在战争当中兵器伤不着
他，到了水里水淹不了，到火里火烧不了。看这个你要一较劲，就这一段你能较三年，头发白了都不
能理解。我觉得这是一种审美的理想，这不是一个操作规程。　　我看书，有的是为了补充自己的知
识，有的是为了融会贯通。融会贯通我也举一个例子，有时候我看小说，这样的小说我已经看过许多
，一个短篇或中篇小说，说这个人寻找旧友，寻找他童年时代或者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但见面以后
，旧友已经不是当年的人，几经岁月，已经找不到当年最天真或者最爱恋、最纯美的东西了。　　我
既相信自然流淌，我也相信一种驱动。你没有驱动装置，不给它一定的指令，等着电脑自个儿运行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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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读书》

对不可能。两者都要有。我不相信所谓下笔万言，但我也不相信为写一个字，拈断三根须。大家都讲
推敲的故事，故事本身很可爱，但是不必要那么推敲，推也可以，敲也可以，不求甚解。读书也是这
样。有人说苦读，苦读精神真是有，头悬梁，锥刺骨真是很感动人，什么映雪、萤火虫。可都是那么
苦读我也不信，都是闲读、恬读，我也不信，学一个具体知识，背单字，没有点苦劲也是不行，没有
定法。　　我也买书，这些年也有别人送给我的书，所以我的书是越来越多。如果书摆在你家里，摆
了二十年，忽然你想起一个什么事，你想找，最后找着了，非常高兴。可能就用了三分钟，翻一下，
我认为这本书就值，这也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书也是一样，这么多书都没看，不看也别惭愧
，你不能天天都看，但是如果你真想起什么事了，一下子想起来这儿还有一本书，挺满意，挺高兴。
有一些怪知识，到时候一查就查出来了，真是高兴极了。就连找着那本书都很高兴，跟找着自己的“
往日情人”一样，你藏在这儿了？丰采依然。　　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激动的情形都能想起来
。读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也非常感动。但你别没事老去看，老去看感情就没了。你年轻时候
看着特别好的东西不见得现在就好。有的书没必要老去看，会把一本好书看坏的。　　　　2004年2月
　　　　请读片断　　《白蛇传》与《巴黎圣母院》　　　　可惜我不懂什么比较文学，要不然我一
定比较一下《白蛇传》《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与《巴黎圣母院》。　　《白蛇传》是戏，而且窃以为
是最伟大的一出戏，正像《红楼梦》是中国的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前有冯梦龙编的话本小说《警世
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更早还有民间传说。《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的著名长篇小说，改
编了电影，改编了芭蕾舞剧（不知道是否有歌剧）。《白蛇传》与《巴黎圣母院》二者都有实的背景
，中国的是杭州啊、断桥啊、孤山啊、雷峰塔啊什么的，法国的则是实有的巴黎啊、塞纳河啊、大学
区直到圣母院啊什么的。实的背景与离奇的（《白》是神奇、魔幻的）故事的反差，造成了极不凡的
艺术效果。再一个强烈的反差，就是情意绵绵的爱情故事与腥风血雨的厮杀情节，结合得奇。二者都
有个钟情、上当、终于被镇压的女子，白娘子与爱斯梅拉达，令读者为之欷歔不已乃至涕泪滂沱。二
者都有个坏事的妖僧，法海与副主教甘果瓦。本来神甫、主教并不等于“僧”，看来《巴黎圣母院》
的译者陈敬容也凑趣，把描写副主教甘果瓦杀人的那一章的标题译为《妖僧》。两个作品中都有一个
不值得爱的、背叛了爱自己的姑娘的男子，许仙与弗比斯队长。这说明，“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模式
，远远不只在中国才有地盘。最后还一个人物值得比较，就是说两部作品中都有一个忠于女主人公、
保护女主人公，至忠至诚至烈但终于没有成功的悲剧性的忠臣式人物，那就是小青与面貌丑陋的敲钟
人伽西莫多。当然，伽西莫多是男人，自己也爱着爱斯梅拉达，而小青，绝大多数版本中是女子，这
反遇了东西方文化在处理性爱、友谊乃至忠诚的时候的观念差别。但值得注意的是，川剧中，小青本
是男子，为侍候白娘子方便而幻化为女，一遇到杀伐武斗，小青又复原为男，这种东方式的灵活性、
中国式的又祭灶王又堵灶王的嘴的狡黠与伽西莫多比较一下，甚至让人想起“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
事来。　　把《白蛇传》的戏与《白娘子》的话本比较一下，也很有趣。除了戏里的许仙原在话本中
称许宣，戏里增加了饮雄黄酒吓倒许仙（话本中白蛇打破了雄黄罐），盗仙草救活许仙（死去活来的
爱情，太棒了，《牡丹亭》也是如此），最后金山寺大战等戏剧化的情节外，最根本区别在于，话本
中实写了白娘子是妖物：“一阵风”“卷出一道腥气”“青天打一个霹雳”“吊桶来粗大白蛇，两眼
一似灯盏”“大蛇张开血红大口，露出雪白齿，来咬先生”“白鳞放出光来”。直到法海禅师痛斥“
业蓄”，白娘子“复了原形，变了三尺一条白蛇”，种种将白娘子当作妖孽写的段落词语，贯穿全篇
。开始是正不压邪，终于是邪不压正，叫做欲擒还纵。蛇妖化作美妇人，而且“春心荡漾”“放出迷
人声态，颠鸾倒凤，百媚千妖⋯⋯”更是传说的“女人是祸水”的中国阳痿文人心态的观念表现，与
把妲己写成狐狸精并无二致。不同的是，话本的题目不是“法海师神威捉妖”，也不是“许宣贪色险
丧命”，甚至也不是“白蛇妖现形伏法”，而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就有点意思了。“白娘子
”三字一下子把她的“人”的性质肯定了，“永镇”云云可以说是带着遗憾的至少是客观的描述。这
样，这篇话本就与包括《聊斋志异》中的《画皮》与《西游记》中的白骨精在内的众多的描写女妖女
祸的文学作品显出了区别，当然，《聊斋志异》不乏正面描写“女狐”之可爱的作品，但这些作品中
的妖（或蛇或狐）、人、佛（僧）的冲突，远远没有尖锐到《白娘子》的程度。　　到了话本变成戏
就渐渐把同情心置放于娘子一边了。蛇也罢，毕竟比和尚可爱。解放以后，爱憎更加分明了，白蛇青
蛇成了正面人物，和尚成了反动派，而许仙是中间人物，合乎我们的政治模式。不知是不是受了阶级
斗争理论的影响，解放后的各种剧种的《白蛇传》，无不是扬白（蛇）贬法（海）嘲许（仙）的。许
仙愈来愈像一个动摇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典型了。可以看许仙而思陈独秀了。　　《巴黎圣母
院》的爱憎也是强烈分明的。埃及女郎与敲钟人是那等纯洁美善，妖僧与队长是那等可恶。《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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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读书》

，白、许、法是三种色彩，而在《巴》中，只有黑白分明的两种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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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读书》

精彩短评

1、王蒙先生的读书随笔，为我进一步品味读书提供了很大的滋养，可以说让我如坐春风。
     同时更多的是引发我的思考，他提到的几本书我已经通过查阅有了大概的了解，以后的时间会挑选
几本，细细读后，再与王蒙先生的理解做比较。
2、书都不错！每次在当当买书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书到了本地迟迟送不到，我都会很费心
的自己去邮局找，这个事情搞的我很头疼！！
3、王老师真是个可爱的老头：)
4、有些说教,有些分享,有些喜欢的字句,有些喜欢的书本推荐
5、我看过，老王的书果然不错啊
6、王蒙的无知有点让人吃惊
7、大师的文章总是令人回味无穷，百看不厌
8、什么什么么
9、算是蒙学吧！
10、王蒙读书人生
11、前言比正文好看 作为书评来说还不错 但不适合一口气读完
12、稍深奥了点 结合现实的不多
13、补记  当年也不知道为啥就买了这本书 real奇怪。。。怎么都不记得理由 看了朗读者有王蒙做客 发
现这老爷爷有趣 果敢 浪漫
14、睿智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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