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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先生曾经在新疆生活了16年。今年初我
到新疆采访姑丽娜尔·吾甫力教授，她说去年王
蒙到喀什师范学院演讲半小时，第一句话用的维
语：“孩子们，你们好吗？”当时维吾尔族学生
都疯了一般热烈鼓掌，激动得不行。然后王蒙讲
多么热爱新疆，他说得不多，但是感染力超强。
王蒙讲完后，他的书，整个喀什抢购一空。以前
他们觉得王蒙是个大作家，离他们很远，但是没
想到王蒙的维语说得那么流畅，心理距离一下子
拉近了。

要拆除语言上的障碍

记者(以下简称记)：王蒙老师，我听说，您
一到新疆，您的那些维吾尔族老朋友好多都激动
得扑到您怀里哭。姑丽娜尔·吾甫力教授说，王
蒙了解维吾尔族文化，肚子里装着维吾尔族的习
俗、理念、谚语，如果不进入核心，就不能了解
这个民族，王蒙进入民族文化的核心，他是用维
吾尔语来思维。

王蒙(以下简称王)：姑丽娜尔·吾甫力是一
个才女。我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她写了很长
的评论《以“民族志”书写方式讲述“国家故
事”》。

记：您的维语说得这么好？怎么学的？很多
人说学不好？

王：学语言，学习少数民族语言，首先从内
心深处要尊重，不尊重，永远学不好。有的人是
抱着轻视少数民族的态度去学，这怎么行？排斥
不行。就跟现在有人说，我才不学英语呢，我是
爱国。这是以无知为爱国，以愚蠢为爱国的表
现。你这不是爱国，你是在害这个国家。

说到我跟维吾尔族朋友的感情，那还真得从
语言开始。我到伊犁农村劳动锻炼，完全和维族
人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赶上“文
革”了，大家天天念《毛主席语录》，我就干脆
背维吾尔文版《毛主席语录》(采访时王蒙即兴
背诵了一段)。

记：语言是交流的基础。冲破文化之间的隔
膜，破除不同文化体之间的认知逆差，首先要破
除语言上的障碍。

王：除了语言之外，还有很多，比如饮食习
惯。现在全国好多地方在援疆，援疆工程是一个
民生工程，更是一个民心工程。在这个工程中一
定得把民心争取过来。我到过一个省市的援疆指
挥部，他们很努力，但是他们告诉我说，我们这里
很多人不习惯吃新疆的饭，我们这儿厨子都是从
某大城市带来的。我听了以后就很难过，你怎么接
近当地的人呢？群众路线，讲的是同吃、同住、
同劳动。人家的饭，你都尝不出味道来。这怎么
能打成一片呢？看着是小事，其实小事不小。

看历史上的民族政策

记：看您的小说《这边风景》，写到维吾尔
族汉族之间的融洽关系，真是美好。其中，有个
细节。说汉族一个男子，骑着自行车，突然就有

一个维族姑娘跳到后座上。
王：这是真实的。这其实都是我的经验，在

大公路上，过的都是卡车。我在公路上骑着自行
车，公路边上突然“啪”就跳上一个女孩：“老王
哥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等到了地方说一声再
见，跳下车就走了，连女孩的模样都没看清楚。

记：那时候民族关系非常融洽。
王：我现在在想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在那个

时候，毛主席他有很多极左的政策，但是有一
条，他在强调民族团结，强调民族之间的亲密关
系方面，也有他非常有效的地方。

记：关键在哪呢？
王：毛主席说，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

问题。他什么意思呢？就是民族和民族之间没有
矛盾，有矛盾的是汉族这边穷人和地主之间的矛
盾，维吾尔族“巴依(财主)”和维吾尔族的穷人
之间的矛盾。维吾尔语没有“地主”这个词，他
是从俄语吸收这个词，他本身的语言词是说“巴
依”“伯克(老爷、保长之类)”。

毛主席的理论把民族之间的摩擦，转换成各
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所以民族和民族之间亲
热，关系好。

共同奔向现代化，

共同奔小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的话是工
人无祖国，他说的无祖国，实际的意思就是工
人用不着分民族，共产党是站在弱势的这一边
的，维护工人、农民，尤其是维护少数民族的
利益。

记：现在新疆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暴恐分
子这种极端的、破坏性的、反人类的行为，影响
新疆的发展和稳定。

王：中央屡次的表态，零容忍，要严厉打
击，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是一个方面。新疆问题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在新疆来
说不是没有代价的，不是没有矛盾的。回顾历
史，我们中原的主体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也经历
了这种矛盾，这种纠结，经历的种种变动、起
伏。那么同样在新疆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
化迅速发展当中，它会使有些矛盾凸显出来。因
为你不发展，大家都受穷是一种情况，你发展了
以后又不可能每个人都平均受益。就会产生一些
这样或那样的新的矛盾。

所以新疆的当务之急就是使边疆的各族人
民也都能够乘上现代化的这辆快车，使他们不
会感受到自己被这辆快车甩掉了，不会感到是
现代化破坏了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的生活
理念。

记：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肯定伴随着
一系列的问题，不适应，不理解，甚至还有误解。

王：我们今天对待少数民族应该有一个说
法。有一个什么说法呢？共同奔向现代化，共同
奔小康。这个现代性话题虽然学术上有很多争
论，起码对新疆的农民来说，他还是需要奔一段
的，奔完了以后，说还不足，还要再怎么修整，
怎么改，调节，那是以后的事。这是真正的命运
的共同体。

《福乐智慧》和《论语》

记：《福乐智慧》和《论语》我比较着读
了，感觉有相通的地方。

王：你应该宣传这种观念，西域文明中很大
一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福乐智慧》都
是一些做人的格言，很多都是鼓励学习、鼓励敬
老，讲礼仪、讲仁。孔子讲的仁爱之心。

维吾尔族有两部经典，值得关注。一部是麻
赫穆德·喀什噶里的阿拉伯文《突厥语大词
典》，二是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劝诫性长诗
《福乐智慧》。这两部经典，跟我们汉族的一些
经典是相通的。

不要动不动就把民族文化对立起来，也不要
动不动就把伊斯兰教和非伊斯兰教对立起来，文
化之间总有个性，有差别嘛。……但是它讲道
德、讲礼仪、敬老，讲要尊重别人。……孔子没
完没了地讲学习，其实伊斯兰教也是鼓励你学习
的。很多年前，新疆画家哈孜同志给我题写书
法，就是《可兰经》上的那句话：“为了寻找知
识，你可以不怕远到中国！”

记：我采访姑丽娜尔·吾甫力时，她就说
过，《福乐智慧》在讨论国家与幸福的辩证关
系时，指出国家安定、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
根本在于公平正义的原则，这与亚里士多德所
主张的“国家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民幸福”的
理念是相通的，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有关
公平正义原则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幸福的概念
和含义也有可相互阐发的价值。

王：姑丽娜尔·吾甫力最近有文章谈到伊斯
兰教文化和中华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的关系，
写得很好。她引用维吾尔人历代的大师的话，他
们都是反对狭隘的宗教信仰、使自己变得仇恨别
人，这种仇恨，正好是违背先知穆罕默德所提倡
的理念。首先我们是注重学习，没有说是要仇视
别人啊。

新疆少数民族是很推崇文化的。在新疆时
我在一户人家住了很多年，有一次和房东聊
天，我详细讲了自己的经历：我原来生活在北
京，很早就成为一个干部，我还写作，但是在
后来的政治运动当中出了一些麻烦，来到伊犁
农村，现在荣任副大队长。我的房东，一个少
数民族农民，他是文盲，他跟我说：“老王，
我告诉你，任何一个国家有三种人是不可缺少
的，第一个是国王，现在没有国王了，总而言
之一个国家要有一个领导人；第二个是大臣；
第三个就是诗人，一个没有诗人的国家，怎么
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呢？”

这种对文化的尊崇，这种对知识的尊崇，在
新疆随时都能感觉到。

原创的中国文化是百家争鸣时期形成的。后
来汉代学者归纳为：儒、道、阴阳、法、名、
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记者问王蒙先
生，当代影响最大的是哪几家？最该弘扬的是哪
几家？

王蒙先生说：“实际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其
次就是老庄，说是道家也可以。道家概念有点
乱，因为出现了宗教——— 道教。其实，我说的老
庄，跟宗教不完全是一回事。老子和庄子也不太
一样，庄子更多的是讲人生的选择与态度，老子
呢，更多的是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庄子更文学
而老子更政治。所以我觉得老子对人大有帮助，
而读庄子实在是难得的精神享受。其他的几家，
也都很精彩。包括法家啊，墨家啊，搞诡辩的，
那个阴阳家，名家，都非常精彩。实用性并不
强，但是它发展人的大脑。太棒了。我还喜欢看
名家，白马非马啊，公孙龙啊，‘坚、白、
石’，石头有坚、白、石三个要素组成。公孙龙

主张‘坚’为石头的特性，‘白’为石头的颜
色。眼睛看到的这块石头是白色的，手触摸到的
这块石头才知道它是坚硬的；白色由视觉而得，
坚硬由触觉而来，坚与白不能同时被认知。还有
‘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啊，太阳到了正午就要
偏西，月亮盈满就要亏缺。比喻事物发展到一定
程度，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其实，它和西方
讲的，数学悖论是一样的。

谈到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王蒙说：“现代化
对民族文化肯定是一个冲击。我们从晚清看，读
书人多么痛苦啊。也有发了疯的呀，自杀的，王
国维自杀，严复抽大烟，你看，那么高级的知识
分子，而且是中西学都精通的知识分子。活不下
去呀！痛心疾首。眼看着中华文化就要灭亡。他
们认定中华文化就是要灭亡。西方那么强大。我
们老家河北沧州那边，练硬气功的人，组织义和
团，你跟八国联军怎么打啊，中国什么时候见过
那么多机器啊。孙中山说，中国面临的是亡国灭

种的危险。我看着有时候我都流眼泪。所以，现
代化，绝非一帆风顺，过去不是一帆风顺，今后
也不是一帆风顺。”

“总体来说，我是这么样一个看法，传统文
化曾经碰到极大的困难和挑战，而且在开始的时
候无法应对，十分纠结，十分焦虑。因此我们如
果认为今天靠传统文化，半部《论语》就能治天
下，那就是自绝于现代化，就是自取灭亡。但是
反过来说呢？如果你拒绝传统文化，你就是自绝
于中国人民。为什么呢？尽管仁义道德从有皇帝
以来都做得并不怎么样。按专家们的说法，只有
文景之治实行的是王道，既是孔孟之道，又是老
庄的无为而治。但是这里头有一条，就是中国老
百姓接受了孔孟之道，老百姓期盼这个东西，老
百姓希望这个东西，老百姓希望权力系统讲道
德、讲信用，希望权力系统爱民如子，希望权力
系统懂得民为贵，亲民，止于至善。这种老百姓
的认识反过来说对权力系统有一种文化监督、道

德监督，以至于礼仪监督的作用。所以如果我们
拒绝传统文化就是自绝于人民，如果我们拒绝现
代化，就是自绝于地球。这是我的看法。”王蒙
先生说。

儒家文化的发祥地是山东曲阜，百家争鸣的
中心是在山东淄博。山东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
面应该能够作出独特贡献。王蒙先生说：“山东
在传统文化上的地位，齐鲁在传统文化上的地位
是大家知道的，无法否认的，不争之论。山东到
现在还较多地保留了对文化的敬重。它还没有完
全的变成一个商业的社会。比如我知道山东很多
人重视读书，山东很多人重视书法，山东很多人
也重视传统文化。包括民族音乐啊、戏曲啊、经
典啊，证明山东不管是在经济生活上还是在文化
生活上，都有可能在我们国家发挥越来越大的积
极作用。另外山东又是一个人口大省、经济大
省，它的一举一动影响也比较大。我祝福山东在
文化生活、经济生活上有更大的发展。”

半部《论语》不能治天下
□ 逄春阶 杨嘉昕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各民族要相互了解、

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著名作家王蒙5月22日、23日

做客山东大众报业集团，为采编人员作了一场题为《文化自信与文化定力》的报告 (内容详见本报第10版 )，他还满

含深情地谈到了第二故乡新疆。

王蒙：那里的老乡很尊崇文化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王蒙先生不是研究文化的专家，但是
他对文化现象、文化脉络的梳理却有自己
的独到之处。他的研究，是否像他在《庄
子的享受》中说的“庄子两千多年后在老
王身上发酵”，不是“我注六经”而是
“六经注我”？

王蒙先生说：“要说文化问题，文化
学，你要和人家专家相比，我读过的书连
专家的三分之一都不到。我在专业读书
上，我根本比不了那些教授。但我有很多
体悟，是从我的人生经验、生活经验、政
治经验当中得来的。我少有从书本到书本
的经验，都是从实际中得来，比如说，解
放后这么多年，好事、坏事，正确的、错
误的事，顺境、逆境，我经历的多了，我
都见过，上头我也见过，下头我也见过。
这就是我跟专家最大的不同点。”

王蒙说，自己谈庄子并没有足够的知
识准备，例如古汉语与中国古代史。“我
有的是不止一种文体的文学写作实践，是
人生经验，顺境中或是逆境中生活与思考
的经验，是想象力与沟通的愿望与能力，
是不无己意新意创意的阅读的生发——— 台
湾喜欢用的词是‘发酵’，叫做庄子两千
多年后在老王身上发酵啦。与其说我是在
注什么经，不如说我在认真阅读的同时找
材料注我。恰好借题发挥、趁机谈庄是
一，借庄谈人生谈生存环境谈老王是二，
借庄谈哲学谈思想方法谈世界包括主观世
界与客观大千世界是三，借庄谈我相对熟
悉一点的文学文字是四，借庄与读者聊天
自娱自慰自己扩张自己的精神世界是
五……

一岁年龄一岁心。“我喜欢《红楼
梦》，是通过这本小说来体验人生，来把
握人生，来感受人生。我相信80岁的感受
是70岁感受所没有的，更不是30岁所能感
悟到的。”

王蒙先生的思维是跳跃的，一会儿又
跳到了老子上：“老子说：‘天下皆知美
之为美，斯恶已。’

自古以来，很多人说这话不通，为什
么美之为美就不好了呢？连钱锺书这样的
大家，说老子认为有了美就反衬出丑来
了。这个说法也不太准确。它丑也不是因
为你美它才丑，是它自己丑。可是这个
呢，你要有人生经验的人呢，一说他马上
就明白，有一次我是给北京金融业的人讲
课，说到老子的这段话，他们说这个我们
太容易理解，太懂了，大家都知道这个股
最看好，一块都钻过来以后，马上把这个
股搞臭，搞得崩了盘为止。皆知美之为
美，完蛋。实际的例子有好多，推到极
致，第一，产生虚伪。一举孝廉，伪孝廉
就出来了，‘文革’期间，读毛主席著
作，讲活学活用，各种虚伪的笑话多了。
第二，产生不平等感，本来大家都丑，忽
然选出一个美人来，他们几个丑的多难
受。是不是？第三，它产生竞争。比如我
今天讲课，我讲好讲坏大家都听得进去。
如果我们宣布，今天讲完话以后，根据听
众的表现发奖金，一等奖，100万元，二
等奖，5万元，三等奖，1万元，整个讲
课，就没有一个人听进去了。这是分化群
众嘛。可是没有这个区别，工作也推动不
了。你总得有赏有罚。什么东西搞到不恰
当的程度，就变了，斯恶已。”

王蒙还举了《官场现形记》中的一个
例子。小说写一个道台，最提倡节约的
人，最痛恨奢靡之风。他到哪里去视察，
那边都传出来了，他最喜欢官员穿着带补
丁的衣服。你要穿着一身新衣服，他来这
儿当场就给你撤掉。穿那么好的衣服干什
么，老百姓生活都那么差！大家都去买破
官服。破官服价位突然飙升，比买新官服
贵多少倍。“这是皆知美之为美，斯恶
已！层层加码。笑死你！”

独到的
体悟和见解

□ 逄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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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在大明湖畔观光。

奥巴马一家公款游玩
花费200多万美元

美国市民团体“司法
观察”指出，美国总统奥
巴马在去年六月带着家人
访问非洲期间，各种花费
达到了218万美元。

澳女子厌倦城市
独居丛林近一年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州北部31岁的克莱尔·邓
恩厌倦了现代“文明”社
会的喧嚣，独自一个人在
澳大利亚丛林生活了近一
年的时间，过着离群索居
的日子。

印度少年兴起
死亡飞车游戏

印 度 北 方 邦 首 都
Lucknow市青少年中兴起
一种“死亡飞车”游戏，
这些人沿着铁路大桥在疾
驰的列车前奔跑，直到火
车即将撞上他们数秒前才
会跳入河中远离铁轨。

澳少年自认天下第一美男
每天都被自己帅醒

澳洲17岁少年柯特，自认
是“天下第一帅”。他甚至改
装了自己的房间，好让自己每
天睁眼就能被自己帅醒。目
前，已有公司用他的形象开发
外围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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