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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品王刚故事 叹你我人生　　这是一部写了大半辈子的书，不断被新的人生体悟覆盖，直到儿子诞生。
　　书里有我的现在，更多是我的过去；　　有开心，有哽咽；有小满足，有大无奈；　　有家长里
短，有苦乐滋味；　　有岁月积累下来的谅解，也有对自己的宽恕。
　　⋯⋯　　正是：　　拍案未必惊奇，人生原本顽痴。
　　戏里戏外搬弄，半演半偈主持；　　戏说和相非我？
收藏孤独情丝；　　王刚几回故事？
悲喜轮转由之。
　　—— 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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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刚——
　　中国最受老百姓热爱的主持人和演员之一。

　　他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见证了新中国的所有风云历程！

　　他身份复杂：军人、主持人、演员、儿子、丈夫、父亲⋯⋯
　　他天资聪慧、博学多才、性格刚烈、桀骜不驯。

　　他人生精彩却又神秘：拥有三次婚姻，老来得子、收藏天下。

　　他的故事比他讲的故事更精彩！

　　《我本顽痴——王刚自传》，王刚迄今唯一自传。

　　调和着红尘的滋味，带给你我欢笑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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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 悲欢轮转：给先辈，给我的孩子们　我要给你们的这本书，就是这样一个空间——有我的现在，
更多的是我的过去。
　这个空间里，有乐呵，有哽咽；有小满足，有大无奈。
　有关心娱乐界的人士殷切期待的家长里短；有老少爷们儿能体会的苦乐滋味和“不是滋味”。
第一章 顽劣童年　人在寻找慰藉的时刻，总是把信任和情感倾注给他最崇敬的人，尤其是孩子。
　而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最崇敬的人还能有谁呢？
　对了，就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写信！
第二章 关于那个饥馑年代　经过顽劣童年，在父母、亲朋、街坊、老师、同学的关爱中，我渐渐长大
。
　不妄言苦难是“营养”，也不妄言自己承受的“代价”。
　如果命中注定要与“戏场”拥抱的话，我的“戏场”早在少年时的生活道路中就已展开。
第三章 在风暴中失落的　我第一次对于一个大时代产生的不安和恐怖，竟然在寂静的中午。
　游泳的当间儿，在一个不经意看到的画面中发生，觉得野蛮离你那么近。
　觉得洪流随时都能吞噬你。
第四章 难忘军旅生涯　和人谈起往事，总好说：“我当了整整26 年兵啊！
”　有些事虽已日渐久远，但却总不能忘怀。
只要受到什么诱发，它就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积雪的山川，蔚蓝的海疆，绵亘千里的边防线⋯⋯第五章 1976，与历史同行　中国人进入“电视复
兴时代”，进入精神消费的“盛筵时代”。
　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得益于压抑的情绪到了临界点时的历史选择。
　大多数人的命运，也在碰撞之后随之转换。
第六章 由《夜幕下的哈尔滨》开启的“书缘”　我跟“书”的缘分，更是有一番特别的意味。
　说书人王刚，曾经在形形色色的书里寄托着自己，张扬着自己。
　一切似乎都从“夜幕下的哈尔滨”发端。
第七章 “非主流”主持人　世上有种动物，走兽们不把它视为同类，认定它是一只鸟，因为它长着翅
膀；　鸟们也不屑与之为伍，因为它不下蛋，还吃奶，显然，不是它们同类。
　这种动物叫蝙蝠。
　有时候我觉得自已就像只蝙蝠。
第八章  戏场，人场，粉墨乾坤　很多人想听我说说剧组里外的事，我平素谈的不多。
　一定要让我谈，只能谈谈我的直感，和人生社会的关联处，是谓“戏场，人场，粉墨乾坤”。
　尽管这里头微妙处、利益勾连处不少，然而我的总体态度还是轻松面对。
第九章 我演和珅，还是和珅演我？
　我演和珅，还是和珅演我？
这是一个问题。
　我演和珅，这话好理解。
和珅演我？
其实也不费解——　和珅让我再度名扬天下。
我不能得了便宜卖乖。
第十章 收藏天下，享受孤独　既然是江湖，你就不能不笑看，笑侃，笑忘。
　一位著名主持人说了，王刚收的其实都是“破烂儿”。
　在这个圈子里，最难克服的是攀比、傲物、好胜，以及随时可能冒出的计较心。
第十一章 我挚爱的女性　女性代表着一种家园感，一种安静的皈依，甚至是我整个人生的本源。
　女性的柔弱并没有让我体会到软弱无助，反而为我增添了男人的豪迈。
　她们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扮演了相知者的角色⋯⋯尾声 儿子的世界，我的世界　人生的平凡与不凡，
遗憾与圆满，我都历练了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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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往事，最终，全部激情都集中在儿子明亮清澈的眸子之中。
　儿子啊，老爸的一切折腾，一切打拼，一切事业，一切名分，都是为博你的赏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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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血脉传承·妈妈的初恋（1）我出生在辽宁锦州，长在长春。
出生地就离著名的锦州古塔不远，现在的锦州还有一个古塔区。
我们这个家族支系叫北镇的王家。
北镇，现在改名叫北宁市，是回族、满族相对聚居的地区，至今还有民族自治县的行政建制。
史料记载，明宣德年间，在锦州南门外火神庙东修建了第一座清真寺，这是本地区回族民族史的标志
性建筑，自此，回族纷纷迁入。
王家属北镇回民大户，却不富有，是谓“穷王” 。
然而“穷王”却懂穷乐呵，有道是“生旦净末丑，文武昆乱满不挡”；爸爸就是票友，善言派老生，
我至今还能来段儿《让徐州》，跟这种熏陶不无关系。
从老辈叙述中，脑海能依稀浮现出这些往事鳞片——王家大院儿五间正房，前院有棵大柳树，树下有
一大石桌，四周几个石鼓墩儿，围墙脚下栽种各色花草。
后院是大片菜地，还有一个羊圈。
还记得老王家的自制羊胰子，清香滑爽，胜过“力士”；还记得二婶系糙人，留存着时代尴尬的印记
：她脚裹了又放，晚辈戏曰：“二大妈脚跟粗，睡睡觉，打呼噜；二大妈脚尖儿长，吃年糕，蘸白糖
。
”20世纪80年代出现一股文学上的“寻根”热，爱好文艺的我也跟着“寻”了一把。
我的所谓“寻根”就寻到了我出生的那所房子，很落寞肃静的一栋老房子，周围芳草葳蕤，苔藓点点
，依稀就是这些印象。
那栋老房子，没有留下任何照片。
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的样子，城市建设大兴土木，老房子早就扒了。
那次旧地重游，妈妈告诉我埋胞衣的所在，我都去找了。
盘桓于里巷之间，做了哪些“怀古”，展开了一些什么想象，已经淡忘无存。
也难怪，关于北镇的王家，我父亲的这一支，在长辈的叙述中，在我的记忆里，显得很模糊。
在大离乱大动荡的时代里，父亲怎样走出了北镇老王家，和辽宁黑山肖家我妈妈的这一支融合，都已
经模糊无序。
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所有你曾经历的脉络都能理清的。
当记则记，当忘则忘。
老王家沿袭下来，出了个能说的王刚，会唱的王静。
然而我爸这人却不苟言笑。
原先我以为，我的好奇心，自我炫耀心，早早就萌发的“文艺细胞”，一定不得益于我爸，后来才得
知，这纯是主观臆断。
这里先说说我上辈中的活跃人物。
爸的二哥，我二大爷，豁达，幽默，讲古论今，招大家尤其孩子喜欢。
二大爷这人，真的就是一部“活的历史”，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1948年深秋，“八路”（老百姓如是称呼东北民主联军）围长春，国军（新七军和六十军）与民争食
。
据后来我三姑讲：国民党飞机空投粮食，曾将后院老徐家房子砸个大窟窿。
居民蜂拥前去抬粮，士兵开枪弹压，死伤无数百姓。
百姓饥寒交迫，猫狗耗子都吃，挖草根，啃树皮，据说还有易子而食者。
长春围困期间，我二大爷在国共两军中间地带收割后的高粱地里趴了半宿，趁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
哨兵打盹儿的当间儿，总算爬出“卡子”。
到了怀德县，身无分文卖了孩子换吃的，他刚拿起窝头要塞，被主人强行夺过，改飨以稀粥——这一
举措等于是救了二大爷的命，不然非撑死不可。
在那场浩劫当中，我父母幸在锦州，如不然，王刚也可能断送在那场“围城”中。
血脉传承·妈妈的初恋（2）翻开家里的老相册，我的父母亲，是一对洁净漂亮的人儿。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本顽痴>>

二老的漂亮、洁净和尊贵，一直保持到老。
这在阴霾重重的年代里，是很难得的。
无论再困难，生存质量再低，总要打扮得尽量利落漂亮，保持最低限度的风度，讲求内在的尊贵，我
们兄妹俩的某种气质，肯定有对父母亲的秉承。
关于这段家世，对于母亲青春时的初恋，我运用“说书人”的惯常手艺，做了一番“情境还原”式的
勾勒，也许不太符合“史家笔法”，但绝非主观穿凿，这文字浸润着“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的养
分，也寄予了我对当年“新式恋爱”的欣赏之情——妈十八岁那年，经姥爷世交——一位姓吴的小学
校长的介绍，离开黑山，到北镇与沟帮子之间的大祖村中心小学当上了教员。
大祖村实际上是个不小的镇子，学生多半是富家子弟，教员中竟有来自北平和关里其他大城市的大学
生。
估摸是因为“满洲国”出笼后，关里关外一下子成了两个“国家”，“护照”不好办，那些教职员工
也就只好留在“异国”他乡了。
尽管妈妈的学历是“国高肄业”，但在这所学校里，她算得上学历最短，年龄最小，一天教龄都没有
的“先生”，而且是该校唯一的女教员。
这年初冬，妈带着欣喜而又忐忑的心情走进了这所学校的校门。
她身材窈窕，皮肤白皙，面目清秀，留着齐耳短发，穿着姥姥亲手缝制的深灰色棉袍。
大概是为了显得老成些，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上硬架了一副玳瑁眼镜（这是我三姨出的主意）。
但无论怎样，仍遮不住这个年龄的姑娘自然流露出来的青春气息。
那年头，无论男女教员，统被尊称为“先生”。
因此我妈也被尊称为“肖先生”。
任教头一天，肖先生就遇上了难题：要给入学的新生填写学籍簿子。
日伪当局为强化对人民的控制，对档案的登记管理非常严厉，即便是小学生的学籍簿，需填写的内容
也是细致入微，从学生的个人状况，到家庭背景，乃至经济收入，动产不动产，详尽到养了几只鸭，
几只鹅⋯⋯不一而足。
初来乍到的“肖先生”哪懂这些，强压住紧张的情绪，上完了白天的课程，回到自己的独身宿舍——
校方腾出来的半间北房，便拿起那一厚摞学籍簿子琢磨起来。
其实，她完全可以去请教其他老师，人家也定会热情地帮助她。
可天都黑了，就她一个女教员，找谁去？
夜深了，只有“肖先生”的房里还亮着灯光。
那摞学籍簿子不知翻了多少遍，许多条款还是弄不明白。
明天放学后校方就要收了，今晚务必得搞出个眉目来，真的就没咒儿念啦？
⋯⋯有了！
“肖先生”终于想出辙来，她封上炉火，点着一根洋蜡，夹起一本儿学籍簿子，围上一条毛围脖儿，
开门走了出去。
早已封了炉火的教员室里又冷又黑，“肖先生”先找到自己的桌子，把学籍簿子放好，又端起蜡烛向
别处走去。
她挨个儿桌子照啊，找啊⋯⋯她终于翻到了一本人家填好的学籍簿子，如获至宝般地捧着它，回到自
己的座位。
血脉传承·妈妈的初恋（3）蜡快燃尽了，学籍簿子也顺利填完了，她哈了哈快冻僵了的双手，又悄
悄把“借”来的那本送回原处。
刚要回身，抬头看见墙上有个很大很大的人影，吓得差点儿叫出声儿来。
她下意识地想跑，可那身影也跟着她动；她晃了两下身子，那影子也晃了两下。
她吁了一口气：那分明是自己的影子嘛！
她回到自己的桌旁，夹起填好的学籍簿子，提起那眼看要烧着手的洋蜡头儿向门口走去。
不知怎么，事儿办完了，心中涌起一种好像偷了他人东西的感觉。
刚要推门 ——“啊！
”这回她真的叫出声来，手中的蜡烛，腋下的簿子，都掉到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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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挂满霜花儿的门玻璃，依稀可辨外面有一张脸，一张男人的脸，在下方一束跳动的烛光映照下，
忽明忽暗，煞是可怕。
门开了，他走了进来，弯腰拾起那本学籍簿子，拍拍上面的灰尘，看了看，递给肖先生，又捡起那段
洋蜡头儿，对着自己手中的那根儿洋蜡点起来。
刚要递过来，大概让烛火烤着了，一松手，那蜡烛头儿又掉到地上，灭了。
“啊，对不起，您还是用我的吧。
”“⋯⋯”“肖先生”没接他递过来的洋蜡，也不吭声，只是低头看着地上，不知是冷还是怕，她一
个劲儿发抖。
“瞧我，竟忘了自我介绍，鄙姓王，也是本校教员，刚刚看见教员室有亮光，我有点儿不放心，就赶
过来看看⋯⋯没想到是您，惊着您啦，请肖先生原谅。
”说着，他竟给她鞠了一躬。
“肖先生”往后退了一步，不知所措地又摇头又摆手地说：“别⋯⋯您别叫我先生⋯⋯我⋯⋯我得回
去啦。
”“好，我来送您。
”王先生说着打开门，用手护住被风吹得歪向一边的火苗，回头招呼着：“天黑风大，您尽量离我近
点儿。
”话毕，他侧过一步，用自己身体挡住前边刮来的风，再弯腰向前走去。
到了那间小北房的门前，他轻轻推开门，转身将洋蜡递给“肖先生”。
“您快进去，明天还有课，早点儿歇着吧。
”“谢谢王先生⋯⋯”她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着，掐着王先生的手空出来的洋蜡的上半截儿，接了
过来。
王先生侧过身子，将她让进门，然后说：“我回去了。
”“您的洋蜡⋯⋯”“我道儿熟，闭着眼睛也能摸着门儿。
您留着吧。
”刚要回身离去，又站定补了一句：“您刚刚来，许多人和事难免生疏。
像这学籍簿子，日本人搞得如此复杂，我刚来时也不知怎么个填法。
如果信得过我，也许我能给您一些帮助。
咱们今后就是同事了，千万不要客气，肖先生。
”“您以后别叫我先生，好吗？
”听她这么一说，王先生也乐了：“咳，老师之间叫惯了。
其实，白天同事们谈起您，还真不怎么叫您‘肖先生’⋯⋯”她好奇地追问：“那⋯⋯他们叫我什么
？
”“叫您⋯⋯”他沉吟了片刻，“叫您——小先生。
”王先生说完，自己先觉着不好意思了，头也不回地带上门，转身快步离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夜色
中。
说来也怪，刚才两个人说话时，门始终敞开着，炉火一直封着，可肖先生却一点儿不觉得冷。
血脉传承·妈妈的初恋（4）经我这么想象，描摹，还原，他们的青春故事，有没有一点点《夜幕下
的哈尔滨》的气韵？
但我最后必须澄清的是，以上并非我父母的恋爱，此王先生非彼王先生，但肖先生的确就是我妈妈。
这是妈妈的初恋，但终因民族与宗教的原因，为老辈人所不允。
五年后，妈嫁入了另一个王家。
我十几年前听妈讲了她的初恋之后，真的是感慨万千：当肖先生与王先生携手登上医巫闾山看日出时
，那该是多么难得的浪漫与幸福啊，这是在“夜茫茫”下卑微的幸福，沦陷国土上的个人风月，她与
大时代的洪流相比，只是一朵小浪花而已。
当然对我来说，却又有着另一番意义：他们多亏没幸福到底，否则没我什么事儿啦！
我有个一岁的生日照片，戴小帽子趴着，贼亮的一对眼睛往前看。
可惜照片丢了，为什么觉得可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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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记着一个印象，这张照片里的我，跟我儿子现在的模样太像了。
丁丁三个月的时候来了一个月嫂，特别快人快语。
记得有一次，她抱着孩子看那些老照片，愣怔怔地插了一句嘴：“咦？
王老师，我看你这儿子⋯⋯怎么那么像他爷爷啊？
”我心中一凛，亦悲亦乐，强笑道：“怎么可能呢？
”祖孙之间，血脉也能带来穿越时空的印刻？
要知道，他跟他爷爷差了95岁。
她摇头，看着我爸爸青年时的照片出神，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边看边说：这血脉传承啊，简直太神
了。
我也经常抱着我儿子，端详着我爸爸的照片，喃喃地低语：“爸，您有孙子了。
”想象着冥冥之中血脉的连接，内心会有一种皈依家园的感觉，会觉得很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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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儿子的世界，我的世界此书落笔的时候，儿子正好度过1 岁的生日。
有了儿子，生活和展望和以前又有不同。
如今的网上流行说“回家”怎么怎么的，自己琢磨着，这“回家”挺好，回家者，回归也，几经浪荡
，归回本真也。
在闹哄哄的世道人心下，回归也是个很好的事儿。
拍《铁嘴铜牙纪晓岚》第4 部时，每逢下工的时候，我跟哥儿几个道别，总是要带出一句：“回家抱
孩子去喽！
”大家平常说“回家抱孩子”，总是用暮气沉沉的口吻，含着讽刺，显着老态，透着消极，而我挂在
嘴上的“回家抱孩子”，则透着富足，显着圆满。
“回家抱孩子去喽！
”“老态”？
“消极”？
那是不敢有的。
不能老，也不敢老。
孩子，也是我这本书的最终归结点。
如今这个全媒体时代，这个什么都可以弄来娱乐一把的时代，我的儿子是27 0 我本顽痴在媒体殷切的
关注之中诞生的。
那家杂志社手段特别逗。
我爱人的爸爸妈妈住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大院里，家里有两部电话，一个是地方线的，一个是部队线
的。
那个电话是通过部队线打进来的，所以老两口自然就少了防范。
再加上刚有了外孙子，正沉浸在快乐当中，夫妇俩也根本就没往别处想。
一接电话，对方特别热情，口气里透着那份儿熟啊——“这是郑老师家吧？
”“对对对，您是？
”“怎么样，郑老师挺好吧？
”“挺好的挺好的⋯⋯”“孩子长得像谁啊？
”“都像，取他们的优点⋯⋯”该说的都说完了，忽然觉得不对：“您是哪儿啊？
您哪位啊？
”一听对方说“我们是杂志社的”，吓得赶快把话筒放下了，老两口面面相觑。
当晚，这段音频网上就播出去了。
面对各种各样的爆料，不可能心里一点也不别扭。
可是我该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呢？
只好安慰着自己：你看人家写的，我怎么就写不出来呢？
人家也是“正面报道”嘛，虽然就像写小说一样，一波三折——得遇点波折才好看，比如写到，王刚
不准备要这个孩子，还去征询张国立的意见，张国立严肃地说：你得要⋯⋯连什么心理活动都替我操
办好了。
虽说我读到这些“报道”的时候，鼻子耳朵都不知道往哪儿搁，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不吭声也是一种选择。
只好采取低调处理吧。
有人紧追不舍的时候，顶多挠挠后脑勺，自我解嘲：人家说的都是好事，可惜⋯⋯有些好事咱们没摊
上啊。
我甚至不无调侃地想象未来：儿子明儿大了，看到这样的描绘，原来他妈妈和他老爸竟然不想要他，
会不会朝我们两口子嚷嚷：“好哇，你们当年真的很自私呃！
”儿子，其实不是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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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假如你看到那些影剧小品里“将做人父”的大老爷们儿惶恐不安一惊一乍的样子觉得特别好笑
的话，那当爸爸的我告诉你：你爸爸在产房外的表现，那抓耳挠腮的模样，不比他们更庄重，更洒脱
。
永远忘不了，当那个护士大声地说“男孩啊”，听到这个，我的眼泪哗就下来了；第一件事就是给妈
妈打电话：“妈，您有孙子了⋯⋯”我妈说不出别的话，一个劲儿说好啊好啊。
永远忘不了，掀开那个小被角看见儿子的第一次父子相见，宝贝儿子侧着脸，眼睛闭着，眼线长长的
，小耳朵的轮廓跟我的一样。
我一字一顿地说：“儿啊，是爸爸。
”骄傲的小家伙没答理我。
推着孩子的是个男护士，问：“王老师，您是在这儿等您爱人出来，还是？
”我有点不解：“什么还是，怎么的？
”“我们现在要上8 楼去给孩子洗澡，然后量体重、身长，还有诸多的指标。
”他指着门，特意关照了一句，“要通过走廊再上电梯，得先出这个门。
”“出这个门”意味着什么，彼此心照不宣。
男护士好心地再提醒：“走廊都是人。
您是在这等您爱人？
”我说：“不不不，我跟你走。
”“可外面有人⋯⋯”2008 年，儿子刚出生半小时留影。
272 我本顽痴我口气急促：“没关系，爱谁谁！
⋯⋯我就守着这车！
”上到8 楼，门口有一个布帘，我不自觉地还要往里闯，这回男护士真不干了。
“王老师，这儿不能进了。
”“里面几个啊？
”“放心吧，里面就您这一个孩子。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点点头说那行，我就在这儿等着。
擦擦汗，定定神，还是忍不住鬼鬼祟祟地瞄那门帘。
恨不得眼睛戴了一个潜望镜，跟过去，罩着我的儿子。
说出这个心理状态，确实有着几分堪笑处：我真是怕给丢了，怕给换了。
我不是正主持《王刚讲故事》吗？
里面好几个案例都是讲被换了孩子的悲剧，还有无意中抱错的事故。
接下来就是伦理的冲突，突如其来的打击，感情的崩溃、重整⋯⋯虽然在节目里，我是置身事外地讲
，可轮到自己站在产房外，那是一副什么状态呢？
说句有点不太妥当的话，真有点“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滑稽感。
这些故事对我心理上的影响太大了，弄得我都有点强迫症了。
记不得当天下午，我再去棚里说《王刚讲故事》的时候，表现跟平常有什么不同。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期节目恰好有讲婴儿、讲孩子的故事，感觉大不一样了。
就记得辽宁台这个栏目的编导赵飞对我说：“王老师，你今天讲的，特别那啥⋯⋯讲得太感人了，那
感情老真挚了⋯⋯”儿子跟我一个属相，天干地支皆同，都是戊子年生人。
莫非这也是一个轮转？
妻子请教过医生，医生的观察分析是：这孩子好奇心浓厚，将来可能适合探索性强的工作——比如说
，研究性的工作。
两口子既高兴又有点心有不甘：孩子这么漂亮，让他自由发展，没准儿是个炫目的人杰啊。
研究性的工作，会不会⋯⋯寂寞了一点？
哈。
总之是矛盾重重，总之，是在无限欢喜中的瞎操心。
最强烈的感觉：他就是你，你的生命就由他延续了。
我和爱人，曾在《送子观音图》前默祷：希望我们的孩子是健康的、聪明的、漂亮的、活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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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更大的福祉，只求平安。
只求延续。
任何一种祝愿，都免不了蹈入窠臼，可是，还能祈愿什么呢？
那一天儿子的百日宴上，主持人张国立要大家“民主议决”：希望王刚的儿子长成以后做什么？
“做演员？
”在场有二百多人，竟没一个人举手。
“当主持人？
”零零星星三两个赞成。
张国立看我一眼：“当收藏家？
”稀稀拉拉也就十几只手。
张国立好像很无奈地点点头，看了一下我爱人，仿佛很泄气地撂下一句：“大提琴演奏家？
”哗——全场沸腾，掌声雷动。
我和张国立两人孤独地站在那里，做面面相觑状。
尤其是我，显出一副无比尴尬的神态，透着“怯”，透着卑微。
大伙儿笑得更欢。
我看着爱人，内心充满了骄傲和感激，她刚刚给来宾们演奏过圣桑的《天鹅》。
一位幸福的经常抱着儿子喜极而泣的母亲，此刻恰如她当年的硕士论文的题目——《人琴合一》了，
那她奏出的每一个音符怎么能够不动人魂魄呢？
孩子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欢乐，更多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的，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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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本顽痴:王刚自传》——听王刚讲述自己的故事！
很多人眼中，他是传奇的，三十年来位居演艺主持界第一线，长盛不衰；很多人眼中，他更是神秘，
三段婚姻、老来得子、却绝少绯闻；在朋友眼中，他绝顶聪明，博学多才，独善其身，桀骜不驯；在
妈妈眼中，他是孝顺的好儿子；在儿女眼中，他是仁慈的好父亲；他经历复杂，下过乡，串过联，当
过兵，说过书，主过持，演过戏⋯⋯他兴趣广泛：收藏、话剧、京剧、相声、朗诵、跳舞，器乐⋯⋯
他说自己一生可用“顽、痴”二字概括。
现在，他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书。
和您分享他的生命感悟、成功喜悦，以及不为人知的无奈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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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 王蒙：我特别喜欢《我本顽痴》，我说真会起名字，这个“顽痴”太棒了，很少有这么好的题目，
王刚用最谦虚的方法进行了自我表扬。
什么叫“顽”？
顽皮，顽强。
什么叫“痴”，痴就是精神进入巅峰状态，不管是情痴、画痴还是艺痴。
所以我要特别表扬。
我觉得这本书的文字挺干净、利落。
● 邹静之：王刚先生的自传《我本顽痴》出版了，我已先睹为快。
这是有激情、充满睿智、从容不迫的人生态度的大书。
传奇的经历和人生大关节的把握，使读后甚有气出。
● 张国立：王刚年长，学问高，懂的多，认真，还挺较劲。
我特别庆幸的是他人生中很多事件我都经历了，包括现在他出书。
虽然在他人生中我或许不是一个角色，哪怕是一个龙套，一晃而过，我也觉得满足了。
● 张铁林：我相信《我本顽痴》出版以后，特别是年轻读者看到以后，会得到一个启示，做文化工作
的人，工作实在不容易，不仅要有经历，要有思维，还要有勇气去回味和回顾，每个阶段和每个步骤
都要充满责任。
● 海岩：才华加上执着，可以造就功名。
但功名显然不足以概括王刚。
一个在文学、艺术、收藏和做人方面，都能面面俱到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优雅。
《我本痴顽》是中国文化人的一个真实标本，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才算自在和
高尚，才值得向往与揣摩。
● 崔永元：王刚是我们中国最著名的一个说书人，他说了几十年别人的故事，这样的一个人来说自己
的故事，我想全国人民都会翘首以待。
我一点不怀疑《我本顽痴》这本书的含金量。
● 水均益：以我对王刚老师的了解，他真的是大智若愚，内涵非常深厚。
我翻阅了《我本顽痴》，王刚老师母亲和儿子的一走一来触动了他。
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可能突然产生了冲动，这种冲动之下一定能够写出很多值得让我们思考、反思的
东西。
● 白岩松：我很喜欢《我本顽痴》。
我觉得文字的好应当是有性情，言之有物。
王刚以他的年龄和成就来看，在这个时候写这本书是敢说真话的。
敢说真话的书一定是非常好看。
● 张颐武：看了王刚老师的书，人生是有趣味的，人生有很多波折。
王刚老师的生命多么丰富，很多经历都是故事，值得我们所有人去看。
这本书的价值应该让所有人看到，这本书有无穷无尽好玩的事，可以让大家永远地拿起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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