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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丛书收录的对象，都应该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过较大影响的作家。
每一位作家编为一卷。
尽管每一位作家的研究情况有些不同，总体上，每一卷资料集都包括以下这些内容：一是作家自己的
生平和创作谈；二是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和观点辑录；三是主要作品梗概；四是作家作品总目；五是
研究论文论著总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朔研究资料>>

作者简介

王朔，1958年出生于南京。
曾用名王岩。
1965—1969年就读于北京翠微小学。
 1971年就读于北京东门仓小学。
1972—1975年就读于北京164中学。
1975年借读于太原5中。
1976年毕业于北京44中学。
1977—1980年在海军北海舰队服役。
 1980—1983年在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工作。
 1983年辞职从事自由写作至今。
中篇小说：《空中小姐》1984年第2期《当代》，曾改编为电视剧。
《浮出海面》1985年第6期《当代》，曾改编为电影，有日、德文译本。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1986年第2期《啄木鸟》，曾改编为电影，有英、法瑞典文译本。
 《顽主》1987年第6期《收获》，曾改编为电影，有日、德文译本。
《一点正经没有》1989年第4期《中国作家》。
 《永失我爱》1989年第6期《当代》，曾改编为电影。
《动物凶猛》1991年第6期《收获》，曾改编为电影，有英、意大利文译本。
《你不是一个俗人》1992年第2期《收获》，曾改编为电影，有法译本。
 《许爷》1992年第4期《上海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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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放下读者，看见文体（对话）第一辑 王朔眼中的文学世界我和我的小说我的小说王朔自白创作谈（王
朔答问）《王朔文集》自序不是我一个跳蚤在跳——《王朔自选集》自序现在就开始回忆——《看上
去很美》自序他们曾使我空虚——《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序我的文学动机我看金庸我看王朔我看
鲁迅写作与伪生活文学语言的泛政治化死亡有没有不猥琐的性描写我的最大弱点：爱自己——而且自
己知道——答何东问第二辑 评论家眼中的王朔王朔的知识分子观王朔电影的文化构型及其负面值黑色
的颓废——读王朔小说札记倾斜与补偿：王朔电影的都市二重奏论王朔的“顽主世界”王朔与他的“
顽主”人生叙述“大院”里的孩子们个人写作与青春故事绝不承担责任风险的名利追求——论王朔的
创作“文化边缘人”的怨怼与尴尬——论王朔的反传统思想王朔：一无所有的尴尬亵渎与逍遥：小说
境况一种——王朔小说剖析权威与王朔小说的话语语言神话的终结——王朔作品中的调侃及其美学功
能论王朔小说的反讽艺术第三辑 争议中的王朔第四辑 王朔研究论文摘要第五辑 王朔代表作品梗概第
六辑 王朔研究论文、论著索引第七辑 王朔主要作品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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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放下读者，看见文体(对话)    葛红兵王朔    葛红兵：你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
，你的小说无论是在创作观念还是在语言上对当代文坛都有颠覆性，你的思想观念对中国当代社会也
构成了巨大冲击，许多中国当代文学事件、中国当代一些重要思想事件也与你有关，比如“新市民小
说”、“人文精神大讨论”。
关于你的争论之广泛和持久，对于你的评价之矛盾和对立，在中国文坛上几乎前所未见，这一切甚至
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坛独特的“王朔现象”。
因特网上关于你的条目有九万四千多条，是一般中国著名作家的三到四倍。
国内外对你的研究也非常之多，我看到的以你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不下10本，国内关于
你的论文以及专著更多。
总的来说，海外研究者对你的评价比较高，国内研究者许多人则低估了你的价值。
在我看来，你(在文学领域)和崔健(流行音乐领域)构成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文化景观，代表了
一代人的精神取向和价值选择。
当然，这一切现在还远没有到给出定论的时候，不过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听听你对这一切的看法。
    让我们从你自身开始吧。
你在2003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集自序中提到“这几本书都是10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
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东西⋯⋯”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相信的”和“不相信的”都
有什么?    王朔：一一说有点哕嗦，也没什么新鲜的。
我这样讲其实是有感于自己的变化。
有一件意外的、纯属个人体验的事情改变了我，可以说开启了我的视野，使我看到了很多古老的传说
的东西，由不得我不信。
过去我基本上还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现在似乎正在堕入虚无，这个下降还在过程中，一时我也说不清
最终落在何处，希望不会落回原处，也未必。
我正在写这个变化，也许几年后才能回答你的问题，我也不知道。
    葛红兵：西方一些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学者认为你的小说以“最现实的姿态”叙写了中国社会存在
的问题，写出了一代人的精神状态，你本人怎样看待这种评论?你认为你的倾向在什么意义上说是有代
表性的，又在什么意义上说是没有代表性的呢?在我看来，许多中国读者对你是有误解的，因为你最最
热爱的是笑谑。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我们甚至可以夸张一点说你是少有的充分掌握了“笑”的语言技巧，理解了“笑”
的解构、抵抗功能的作家，你发现了“笑”这个游戏诸神的秘密武器。
然而也正是在这点上，中国的读者常常是缺乏理解力的，他们不能理解“笑”的隐秘精神，常常把“
笑”看成是市井气、流氓腔，对于你的“流氓作家”、“痞子文学”的评价可能也来源于这种误解。
许多人被你的“坏笑”吓坏了或者迷住了，不能深入到你的内里，这方面中国最能理解你的可能是王
蒙，他是个有智慧的作家，你说是吗?你能接受王蒙关于你的说法吗?    王朔：他当然是有智慧的作家
，但是因为他称赞了我，甚至在某种程度连累了他，我也就不便公然回应，这会把我们同时降低到那
些人的水平上。
我更乐意回应批评者，因为那样无所顾忌。
说来矫情，我确实怕听好话，哪怕是有保留的好话，可能是成长经历造成的吧，现在似乎也专有一类
文章是这样的，前人提携后人，后人感念前人，都很真诚，说着说着就肉麻了就党同伐异了，每当看
到这类文章我总要提醒自己，可别像他们那样。
——挺不容易的。
    我是在自己的生活氛围中写小说的，一直如此。
写的时候纯粹出自私心，毫不考虑也无从考虑发表后的效果。
你讲的那些“意义”，我也没想到，从保持完好创作心态的功利角度想，我也不能重视这问题，那样
会不由自主地为别人去写，试图影响别人的心灵。
你说我有代表性，那我就要警惕了，我一直努力抵制别人的影响，不惜坚持幼稚的观念，我不能走向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朔研究资料>>

自己的反面。
我觉得当作家最危险的就是当“代言人”的生理冲动，这样想的作家都走上了邪路。
人只是表面相似，如果说我“写出了一代人的精神状态”，不如说写出了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精神是
什么状态。
这也涉嫌自夸了，如果不用“一代人”这类概念，也许就可以避免这类怎么回答都不对的问题。
    你真的认为“痞子文学”、“流氓作家”是误解吗?我倒是觉得这评价很准确。
    葛红兵：一些评论家把你的小说归类为“新市民小说”(李劫)，也有评论家认为你的小说叙写了“
中国渐成的民间社会”(陈晓明)，请问你个人怎样看待这个问题?你认为自己写作的姿态是“民间”或
“市民”的吗?    王朔：我总不能说自己是“庙堂”的“贵族”的。
应该是吧，“民间的流氓”、“市民的痞子”。
    葛红兵：谈谈北京吧。
北京给了你什么呢?有人认为你小说的语言和结构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不过我不喜欢那些套用“后
现代”概念的人，我宁可认为那些语言和结构特征是北京给你的，而不是什么“后现代”给你的，是
北京的语言文化锻造了你的创作吗?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小说这种文体上，北京作家和外省作家
不在一条线上。
北京作家的语言感觉以及对叙事的理解和外省作家几乎完全不一样，北京作家有非常独特的小说“天
性”，它直接构成了小说的腔和调(它不仅是一种语言方式，还是一种精神气质)。
这种腔和调外省作家永远不会有，余华现在也在北京，但是他不会有这个，现在看来这个腔和调哺育
了你，成就了你，你得到了北京的地气。
但是，也可能这个特质会束缚你。
最近几年你在创作上的沉寂是不是和这个有关呢?迄今为止，你的小说大多还是以一个人为主人公，以
一个人一生中的～个段落为框架的，为什么呢?你是否考虑过把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几代人的人生纳入到
一个小说里，把多个人的群像作为你的描写目标，把现当代史的标志性事件作为主题或者直接就以“
北京”作为目标加以关照?    王朔：我在北京，就不特别感到北京的特别。
因为这个腔调对我来说是惟一的，所以我也无法改，不管这里有更大的自由还是更大的束缚。
我这几年没东西是因为我在上述所说的变化中，可能还要若干年才构成写一部小说的基础。
我写以前那些东西有30年的生活经验，这才几年，我不急。
老实说我现在很否定我原来那些东西，现在一写，才发现原来有多不自由，为发表写作有多装腔作势
，几乎笔笔都在伪装自己。
说来惭愧，写了这么多年才发现发表是写作最大的束缚，放下这个包袱，立刻自由了。
    我一直在写自己的一生，这就够我写了。
    葛红兵：你在《身后一片废墟》中说你不想再写那些与你无关的东西了，不想再为金钱、信仰、读
者、社会需求写东西了，如果再写你将只为你心目中惟一的读者——你自己写作。
《看上去很美》是不是你为自己写作的作品呢?看得出来，你很重视这部小说，可能读者的反应让你有
些失望了。
最喜欢你自己的哪部作品?为什么?许多读者凭直觉把你当纯情作家，他们最欣赏你的爱情婚姻小说，
也的确你许多作品在这方面特点明显。
看得出来，你对几乎所有的外部问题持怀疑态度，说你是个怀疑论者也许不过分吧?但是，你却相信爱
情。
这一点和你作为反叛偶像的色彩很不协调。
你自己是怎么给自己定位的呢?    王  朔：《看上去很美》是我为自己写的，所以我不对读者的反应失
望。
我很高兴通过这部小说摆脱了一部分读者，没有读者想读者，读者太多太杂也是负担。
    我写那些爱情小说时并不相信爱情，这是我伪善的地方，为读者写作就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是刚相信爱情的，就在前面我说过的那个变化中看到的。
我这才发现我过去对爱情一无所知，还蚬着脸写了那些爱情小说，真是欺世。
如果有工夫，我会再写一次爱情的，不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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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叛吗?我怎么觉得我比谁都正常。
过去那个中国太反叛了，反叛到人人荒谬的地步。
    这句话真把我问住了，我从来没想过要给自己定位，大家不都在天天变化么?想好好看看自己立刻就
感到头晕眼花。
    葛红兵：谈谈你的和与你有关的电影、电视作品吧。
你有很多小说被拍成电影，还有那部你自己编导的电影《我是你爸爸》，2000年的瑞士洛加诺电影节
上，被评选为当年的最佳影片，但是在国内却没有公演，我们这部资料集里也选了一些这方面的评论
文章。
也想听听你对电影艺术的理解以及对当下中国电影的看法。
    王  朔：老实说那部电影拍得不好，能在洛加诺得奖是一个意外。
国内枪毙了是件好事，我希望一辈子永远不要再有人看到那部电影。
    我就别谈电影艺术了，如果有空儿，我再拍两部电影以后再说。
    当下中国电影主要是受制于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具体作品都是对具体导演不公平。
    葛红兵：看过你《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一文，但你的小说大多为中篇，许多人认为你的中篇写
得最好，而长篇只是中篇的扩充，因为人物数量、人物关系、社会背景含量没有突破中篇的格局，你
在小说文体上，尤其是在长篇小说文体上还没有表现出独特的创造活力，这也是许多人认为你可能是
最具有争议作家，但不是最杰出作家的理由，你能谈谈你对小说文体的看法吗?    王  朔：我一直希望
找到一种无视所有小说文体的书写方式。
主要是观念吧，总认为小说应该有文体，在写作中我不断问自己：这是不是小说?说到底还是想读者，
怕他们看不懂，看着没意思，因而掉进一次次因袭当中。
人不自由，作品也不自由。
想明白容易，做起来要一遍遍剥自己的茧子。
对我而言，放下读者，看见文体。
    葛红兵：你的作品中对文化知识有低估倾向，你总是不遗余力地嘲笑知识分子。
你看到了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缺陷，对他们的人格弱点进行了批评和抨击，但在你的作品
中却有一种奇怪现象，你所抨击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按性别分的，好像都是男性知识分子啊?    王  朔
：你不认为我是在自嘲吗?知识分子要是都不能嘲笑，那还能嘲笑谁?我们总不能表现得像官员一样吧!  
                                                    200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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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丛书收录的对象，都应该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过较大影响的作家。
每一位作家编为一卷。
尽管每一位作家的研究情况有些不同，总体上，每一卷资料集都包括以下这些内容：一是作家自己的
生平和创作谈；二是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和观点辑录；三是主要作品梗概；四是作家作品总目；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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