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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蒙作品精编》收入当代著名作家王蒙的代表作，其中小说18篇，散文随笔24篇，诗歌5首。
王蒙的小说，其初期的热情、纯真，后来的清醒、冷峻，在艺术上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新，表现出作
家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的富于激情的思考。
王蒙的散文随笔，感情真挚，富于哲理，以强烈的现实参照，凌厉铺陈的文风，睿智的人生洞察见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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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蒙（1934-），当代作家。
河北南皮人，生于北平。
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1956年因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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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
长等职。
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季节系列” （《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
《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青狐》等，中篇小说《布　　礼》、《蝴蝶》、《在伊犁》
系列小说，小说集《冬雨》、《坚硬的稀粥》，散文集《轻松与感伤》、《一笑集》，文艺论集《当
你拿起笔⋯⋯》，专著《红楼启示录》，自选集《琴弦与手指》，以及10卷本《王蒙文集》等近千万
字。
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获奖。
4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作品被译成英、俄、日、法、德、意、西、韩等二十余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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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蝴蝶Z城小站的经历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济南阿咪的故事杂色选择的历程夜
的眼海的梦风筝飘带卡普琴诺虚掩的土屋小院淡灰色的眼珠一嚏千娇坚硬的稀粥春堤六桥散文·随笔
四月的泥泞清明的心弦忘却的魅力宰牛雨谁是挨打事件的最大赢家拎不清的书名黛玉开始很乖如果你
的老板是宝二爷做一次明朗的航行心碎布鲁吉2004·俄罗斯八日余音绕梁的长剑歌时间是多重的吗？
谈学问之累文化传统与无文化的传统“抄检大观园”评说人·历史·李香兰我心目中的丁玲诗歌在吕
贝克教堂昕音乐畅游琴弦与手指的对话断桥扶风法门寺附录：创作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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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一　　三月，天空中纷洒着的似雨似雪。
三轮车在区委会门口停住，一个年轻人跳下来。
车夫看了看门口挂着的大牌子，客气地对乘客说：“您到这儿来，我不收钱。
”　　传达室的工人、复员荣军老吕微跛着脚走出，问明了那年轻人的来历后，连忙帮他搬下微湿的
行李，又去把组织部的秘书赵慧文叫出来。
赵慧文紧握着年轻人的两只手说：“我们等你好久了。
”这个叫林震的年轻人，在小学教师支部的时候就与赵慧文认识。
她的苍白而美丽的脸上，两只大眼睛闪着友善亲切的光亮，只是下眼皮上有着因疲倦而现出来的青色
。
她带林震到男宿舍，把行李放好、解开，把湿了的毡子晾上，再铺被褥。
在她料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撩一撩自己的头发，正像那些能干而漂亮的女同志们一样。
　　她说：“我们等了你好久！
半年前就要调你来，区人民委员会文教科死也不同意，后来区委书记直接找区长要人，又和教育局人
事室吵了一回，这才把你调了来。
”　　“可我前天才知道，”林震说：“听说调我到区委会，真不知怎么好。
咱们区委会尽干什么呀？
”　　“什么都干。
”　　“组织部呢？
”　　“组织部就作组织工作。
”　　“工作忙不忙？
”　　“有时候忙，有时候不忙。
”　　赵慧文端详着林震的床铺，摇摇头，大姐姐似的不以为然地说：“小伙子，真不讲卫生；瞧那
枕头布，已经由白变黑；被头呢，吸饱了你脖子上的油；还有床单，那么多折子，简直成了泡泡纱⋯
⋯”　　林震觉得，他一走进区委会的门，他的新的生活刚一开始，就碰到了一个很亲切的人。
　　他带着一种节日的兴奋心情跑着到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的办公室去报到。
副部长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刘世吾。
在林震心跳着敲门的时候，他正仰着脸衔着烟考虑组织部的工作规划。
他热情而得体地接待林震，让林震坐在沙发上，自己坐在办公桌边，推一推玻璃板上叠得高高的文件
，从容地问：　　“怎么样？
”他的左眼微皱，右手弹着烟灰。
　　“支部书记通知我后天搬来，我在学校已经没事，今天就来了，叫我到组织部工作，我怕干不了
，我是个新党员，过去作小学教师，小学教师的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有些不同⋯⋯”　　林震说着他
早已准备好的话，说得很不自然，正像小学生第一次见老师一样。
于是他感到这间屋子很热。
三月中旬，冬天就要过去，屋里还生着火，玻璃上的霜花融解成一条条的污道子。
他的额头沁出了汗珠，他想掏出手绢擦擦，在衣袋里摸索了半天没有找到。
　　刘世吾机械地点着头，看也不看地从那一大叠文件中抽出一个牛皮纸袋，打开纸袋，拿出林震的
党员登记表，锐利的眼光迅速掠过，宽阔的前额下出现了密密的皱纹，闭了一下眼，手扶着椅子背站
起来，披着的棉袄从肩头滑落了，然后用熟练的毫不费力的声调说：　　“好，好，好极了，组织部
正缺干部，你来得好。
不，我们的工作并不难作，学习学习就会作的，就那么回事。
而且你原来在下边工作的⋯⋯相当不错嘛，是不是不错？
”　　林震觉得这种称赞似乎有某种嘲笑意味，他惶恐地摇头：　　“我工作作得并不好⋯⋯”　　
刘世吾的不太整洁的脸上现出隐约的笑容，他的眼光聪敏地闪动着，继续说：“当然也可能有困难，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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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了不起的工作。
中央的一位同志说过，组织工作是给党管家的，如果家管不好，党就没有力量。
”然后他不等问就加以解释：“管什么家呢？
发展党和巩固党，壮大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把党的生活建立在集体领导、批评和自我批
评与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
这样作好了，党组织就是坚强的、活泼的、有战斗力的，就足以团结和指引群众，完成和更好地完成
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任务⋯⋯”　　他每说一句话，都干咳一下，但说到那些惯用语
的时候，快得像说一个字。
譬如他说“把党的生活建立在⋯⋯上，”听起来就像“把生活建在登登登上”，他纯熟地驾驭那些林
震觉得是相当深奥的概念，像拨弄算盘子一样地灵活。
林震集中最大的注意力，仍然不能把他讲的话全部把握住。
　　接着，刘世吾给他分配了工作。
　　当林震推门要走的时候。
刘世吾又叫住他，用另一种全然不同的随意神情问；　　“怎么样，小林，有对象了没有？
”　　“没⋯⋯”林震的脸刷地红了。
　　“大小伙子还红脸？
”刘世吾大笑了，“才22岁，不忙。
”　　他又问：“口袋里装着什么书？
”　　林震拿出书，说出书名：“《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
”　　刘世吾拿过书去，从中间打开看了几行，问：“这是他们团中央推荐给你们青年看的吧？
”　　林震点头。
　　“借我看看。
”　　“您有时间看小说吗？
”林震看着副部长桌上的大叠材料，惊异了。
　　刘世吾用手托了托书，试了试分量，微皱着左眼说：“怎么样？
这么一薄本有半个夜车就开完啦。
四本《静静的顿河》我只看了一个星期，就那么回事。
”　　当林震走向组织部大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放晴，残留的几片云现出了亮晶晶的边缘。
太阳照亮了区委会的大院子。
人们都在忙碌：一个穿军服的同志夹着皮包匆匆走过，传达室的老吕提着两个大铁壶给会议室送茶水
，可以听见一个女同志顽强地对着电话机子说：“不行，最迟明天早上！
不行⋯⋯”还可以听见忽快忽慢的哐哧哐哧声——是一只生疏的手使用着打字机，“她也和我一样，
是新调来的吧？
”林震不知凭什么理由，猜打字员一定是个女的。
他在走廊上站了一站，望着耀眼的区委会的院子，高兴自己新生活的开始。
　　二　　组织部的干部算上林震一共二十四个人，其中三个人临时调到肃反办公室去了，一个人半
日工作准备考大学，一个人请产假。
能按时工作的只剩下19个人。
四个人作干部工作，15个人按工厂、机关、学校分工管理建党工作，林震被分配与工厂支部联系组织
发展工作。
　　组织部部长由区委副书记李宗秦兼任，他并不常过问组织部的事，实际工作是由第一副部长刘世
吾掌握。
另一个副部长负责干部工作。
具体指导林震工作的是工厂建党组的组长韩常新。
　　韩常新的风度与刘世吾迥然不同。
他27岁，穿蓝色海军呢制服，干净得抖都抖不下土。
他有高大的身材，配着英武的只因为粉刺太多而略有瑕疵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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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拍着林震的肩膀，用嘹亮的嗓音讲解工作，不时发出豪放的笑声，使林震想：“他比领导干部还像
领导干部。
”特别是第二天韩常新与一个支部的组织委员的谈话，加强了他给林震的这种印象。
　　“为什么你们只谈了半小时？
我在电话里告诉你，至少要用两小时讨论发展计划！
”　　那个组织委员说：“这个月生产任务太忙⋯⋯”　　韩常新打断了他的话，富有教训意味地说
：“生产任务忙就不认真研究发展工作了？
这是把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对立起来，也是党不管党的一种表现⋯⋯”　　林震弄不明白什么叫“中
心工作与经常工作对立起来”和“党不管党”，他熟悉的是另外一类名词：“课堂五环节”与“直观
教具”。
他很钦佩韩常新的这种气魄与能力——迅速地提高到原则上分析问题和指示别人。
　　他转过头，看见正伏在桌上复写材料的赵慧文，她皱着眉怀疑地看一看韩常新，然后扶正头上的
假琥珀发卡，用微带忧郁的目光看向窗外。
　　晚上，有的干部去参加基层支部的组织生活，有的休息了，赵慧文仍然赶着复写“税务分局培养
、提拔干部的经验”，累了一天，手腕酸痛，不时在写的中间撂下笔，摇摇手，往手上吹口气。
林震自告奋勇来帮忙，她拒绝了，说：“你抄，我不放心。
”于是林震帮她把抄过的美浓纸叠整齐，站在她身旁，起一点精神支援作用。
她一边抄，一边时时抬头看林震，林震问：“干吗老看我？
”赵慧文咬了一下复写笔，笑了笑。
　　三　　林震是1953年秋天由师范学校毕业的，当时是候补党员，被分配到这个区的中心小学当教
员。
作了教师的他，仍然保持中学生的生活习惯：清晨练哑铃，夜晚记日记，每个大节日——五一、七一
——之前到处征求人们对他的意见。
曾经有人预言，过不了三个月他就会被那些生活不规律的成年人“同化”。
但，不久以后，许多教师夸奖他也羡慕他了，说：“这孩子无忧无虑，无牵无持，除了工作，就是工
作⋯⋯”　　他也没有辜负这种羡慕，一九五四年寒假，由于教学上的成绩，他受到了教育局的奖励
。
　　人们也许以为，这位年轻的教师就会这样平稳地、满足而快乐地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
但是不，孩子般单纯的林震，也有自己的心事。
　　一年以后，他经常焦灼地鞭策自己。
是因为社会主义高潮的推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会议的召开，还是因为年龄的增长？
　　他已经22岁了，记得在初中一年级时作过一篇文，题目是“当我××岁的时候”，他写成“当我
２２岁的时候，我要⋯⋯”现在22岁，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
，也没有爱情——连给某个姑娘写一封信的事都没做过。
他努力工作，但是他作的少、慢、差。
和青年积极分子们比较，和生活的飞奔比较，难道能安慰自己吗？
他订规划，学这学那，作这作那，他要一日千里！
　　这时，接到调动工作的通知，“当我22岁的时候，我成了党工作者⋯⋯”也许真正的生活在这里
开始了？
他抑制住对小学教育工作和孩子们的依恋，燃烧起对新的工作的渴望。
　　支部书记和他谈话的那个晚上，他想了一夜。
　　就这样，林震口袋里装着《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兴高采烈地登上区委会的石阶，对于党
工作者（他是根据电影里全能的党委书记的形象来猜测他们的）的生活，充满了神圣的憧憬。
但是，等他接触到那些忙碌而自信的领导同志，看到来往的文件和同时举行的会议，听到那些尖锐争
吵与高深的分析，他眨眨那有些特别的淡褐色眼珠的眼睛，心里有点怯⋯⋯　　到区委会的第四天，
林震去通华麻袋厂了解第一季度发展党员工作的情况，去以前，他看了有关的文件和名叫《怎样进行
调查研究》的小册子，再三地请教了韩常新，他密密麻麻地写了一篇提纲，然后飞快地骑着新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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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向麻袋厂驶去。
　　工厂门口的警卫同志听说他是区委会的干部，没要他签名，信任地请他进去了。
穿过一个大空场，走过一片放麻的露天货场与机器隆隆响的厂房，他心神不安地去敲厂长兼支部书记
王清泉办公室的门。
得到了里面“进来”的回答后，他慢慢地走进去，怕走快了显得没有经验。
他看见一个阔脸、粗脖子、身材矮小的男人正与一个头发上抹了许多油的驼背的男人下棋。
小个子的同志抬起头，右手玩着棋子，问清了林震找谁以后，不耐烦地挥一挥手：“你去西跨院党支
部办公室找魏鹤鸣，他是组织委员。
”然后低下头继续下棋。
林震找着了红脸的魏鹤鸣，开始按提纲发问了：“1956年第一季度，你们发展了几个人？
”　　“一个半。
”魏鹤鸣粗声粗气地说。
　　“什么叫‘半’？
”　　“有一个通过了，区委拖了两个多月还没有批下来。
”　　林震掏出笔记本记了下来。
又问：　　“发展工作是怎么样进行的，有什么经验？
”　　“进行过程和向来一样——和党章的规定一样。
”　　林震看了看对方，为什么他说出的话像搁了一个星期的窝窝头一样干巴？
魏鹤鸣托着腮，眼睛看着别处，心里也像在想别的事。
　　林震又问：“发展工作的成绩怎么样？
”　　魏鹤鸣答：“刚才说过了，就是那些。
”他好像应付似的希望快点谈完。
　　林震不知道应该再问什么了，预备了一下午的提纲，和人家只谈上五分钟就用完了。
他很窘。
　　这时门被一只有力的手推开了。
那个小个子的同志进来，匆匆忙忙地问魏鹤鸣：“来信的事你知道吗？
”　　魏鹤鸣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
　　小个子的同志来回踱着步子，然后撇开腿站在房中央：“你们要想办法！
质量问题去年就提出来了，为什么还等着合同单位给纺织工业部写信？
在社会主义高潮当中我们的生产迟迟不能提高，这是耻辱！
”　　魏鹤鸣冷冷地看着小个子的脸，用颤抖的声音问：“您说谁？
”　　“我说你们大家！
”小个子手一挥，把林震也包括在里面了。
　　魏鹤鸣因为抑制着的愤怒的爆发而显得可怕，他的红脸更红了，他站起来问：“那么您呢？
您不负责任？
”“我当然负责。
”小个子的同志却平静了，“对于上级，我负责，他们怎么处分我！
我也接受。
对于我，你得负责，谁让你作生产科长呢？
你得小心⋯⋯”说完，他威胁地看了魏鹤鸣一眼，走了。
　　魏鹤鸣坐下，把棉袄的扣子全解开了，喘着气。
林震问：“他是谁？
”魏鹤鸣讽刺地说：“你不认识？
他就是厂长王清泉。
”　　于是魏鹤鸣向林震详细地谈起了王清泉的情况。
王清泉原来在中央某部工作，因为在男女关系上犯错误受了处分，1951年调到这个厂子作副厂长，
１1953年厂长他调，他就被提拔作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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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向是吃饱了转一转，躲在办公室批批文件下下棋，然后每月在工会大会、党支部大会、团总支大
会上讲话，批评工人群众竞赛没搞好，对质量不关心，有经济主义思想⋯⋯魏鹤鸣没说完，王清泉又
推门进来了。
他看着左腕上的表，下令说：“今天中午12点10分，你通知党、团、工会和行政各科室的负责人到厂
长室开会。
”然后把门砰的一带，走了。
　　魏鹤鸣嘟哝着：“你看他怎么样？
”　　林震说：“你别光发牢骚，你批评他，也可以向上级反映，上级绝不允许有这样的厂长。
”　　魏鹤鸣笑了，问林震：“老林同志，你是新来的吧？
”　　“老林”同志脸红了。
　　魏鹤鸣说：“批评不动！
他根本不参加党的会议，你上哪儿批评去？
偶尔参加一次，你提意见，他说：‘提意见是好的，不过应该掌握分寸，也应该看时间、场合。
现在，我们不应该因为个人意见侵占党支部讨论国家任务的宝贵时间。
’好，不占用宝贵时间，我找他个别提，于是我们俩吵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　　“向上级反映呢？
”　　“1954年我给纺织工业部和区委写了信，部里一位张同志与你们那儿的老韩同志下来检查了一
回。
检查结果是：‘官僚主义较严重，但主要是作风问题，任务基本上完成了，只是完成任务的方法有缺
点。
’然后找王清泉‘批评’了一下，又找我鼓励了一下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精神，就完事了。
此后，王厂长有一个来月对工作比较认真，不久他得了肾病，病好以后他说自己是‘因劳致疾’，就
又成了这个样子。
”　　“你再反映呀！
”　　“哼，后来与韩常新也不知说过多少次，老韩也不答理，反倒向我进行教育说，应该尊重领导
，加强团结。
也许我不该这样想，但我觉得也许要等到王厂长贪污了人民币或者强奸了妇女，上级才会重视起来！
”　　林震出了厂子再骑上自行车的时候，车轮旋转的速度就慢多了。
他深深地把眉头皱了起来。
他发现他的工作的第一步就有重重的困难，但他也受到一种刺激，甚至是激励——这正是发挥战斗精
神的时候啊！
他想着想着，直到因为车子溜进了急行线而受到交通民警的申斥。
　　四　　吃完午饭，林震迫不及待地找韩常新汇报情况。
韩常新有些疲倦地靠着沙发背，高大的身体显得笨重，从身上掏出火柴盒，拿起一根火柴剔牙。
　　林震杂乱地叙述他去麻袋厂的见闻，韩常新脚尖打着地不住地说：“是的，我知道。
”然后他拍一拍林震的肩膀，愉快地说：“情况没了解上来不要紧，第一次下去嘛，下次就好了。
”　　林震说：“可是我了解了关于王清泉的情况。
”他把笔记本打开。
　　韩常新把他的笔记本合上，告诉他：“对，这个情况我早知道。
前年区委让我处理过这个事情，我严厉地批评过他，指出他的缺点和危险性，我们谈了至少有三四个
钟头⋯⋯”　　“可是并没有效果呀，魏鹤鸣说他只好了一个月⋯⋯”林震插嘴说。
　　“一个月也是效果，而且绝不止一个月。
魏鹤鸣那个人思想上有问题，见人就告厂长的状⋯⋯”　　“他告的状是不是真的？
”　　“很难说不真，也很难说全真。
当然这个问题是应该解决的，我和区委副书记李宗秦同志谈过。
”　　“副书记的意见是什么？
”　　“副书记同意我的意见，王清泉的问题是应该解决也是可能解决的⋯⋯不过，你不要一下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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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到这里边去。
”　　“我？
”　　“是的。
你第一次去一个工厂，全面情况也不了解，你的任务又不是去解决王清泉的问题，而且，直爽地说，
解决他的问题也需要更有经验的干部；何况我们并不是没有管过这件事⋯⋯你要是一下子陷到这个里
头，三个月也出不来，第一季度的建党总结还了解不了解？
上级正催我们交汇报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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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是从小参加到政治生活中，从小不管是好事坏事高兴的事不高兴的事整人的事被整的事，
都有我一份，而这些东西如果对一个敏感的善良的人来说，也是他铭心刻骨的经验，他怎么能够不在
他的作品里写到他这些刻骨铭心的经验呢?我是以一个极大的善意的见证人的身份，把我所看到的我想
到的我经历的我梦到过的我哭过的我笑过的事告诉我的读者，我相信他们会作出正确的结论。
　　——王蒙2005年11月7日于海南师院　　我是努力写小说的，但我不希望我写的小说非常地小说，
我宁愿我的小说写得像散文。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特别不好意思在小说里编造一些戏剧性的情节，特别不好意思用谎言去引诱读者。
　　——王蒙2005年11月7日于海南师院　　一个作家在作品里要不要接触政治，我想如果他是写散文
呢，也许是散文里短小精悍的杂文，那比较容易谈政治。
如果是小说和诗，那是会间接地反映政治。
所以我在想，如果唐朝的时候杜甫也办一个杂志，他又有充分的言论的自由，批评杨贵妃的话，那杜
甫就不会写诗那么含蓄来讽刺了，于是我们多了一位杂文家，少了一位大师。
　　——[台湾]余光中2005年11月7日于海南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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