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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文化部部长 
 

王蒙 
 

 

一 

那几年，每天下班回到家，我常常感到语言信号的高度疲劳，我 怕的就是回到家里有人与我说话，因

为听话说话看文件（无声的话），我已经搞了整整一天。 
 
风风雨雨的一九八七年我收到过天才地（乡土）才兼人才鬼才的同行贾平凹兄的一封信，

这是他给我的不多的信里的一封，他夸奖我说:“你不仅得了道，简直还得了‘通’……” 
虽说是好话，回想起来或有美滋滋的一面，但他还是说早了，他没有看到我兹前兹后尴尬

狼狈的许多故事。我的面子永远是快乐的光明的通达的与无限开阔的。里子就不好说，个中甘

苦，谁人与知?当然与前辈们相比，我的难处，我的尴尬狼狈，实在算不了什么，人们是一代更

比一代幸福了。 
官场云云，这个词里说不定有无政府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我从小就极其厌恶官场

呀，仕途呀，升迁呀这一类的话。有一位文艺界领导干部曾经在一个场合发言，指出作家们说

什么“官方”，乃是立场有问题，因为今天的领导本来就是代表人民的，哪里来的什么官方?他这

也是美丽的理想主义。 
去文化部时我倒是说过一句话，官员也是，至少是正当职业。这已经务实多了。当然，这

里远远不仅是正当职业的问题，中国有的或者说是应运而生的是一个强势的政府与强势的执政

党，它是中国的发展与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治乱、兴衰、进退与存亡的关键。这是任何

人不能否认的事实。 
越是升官越是感到自己的官小，这是第一个感想。当官方知己太小，掌权方知权有限。有

一位兄长，刚升了官，一见到我就说“咱们人微言轻啊”，我当时听着挺扎耳朵，转眼自己就体

会到了，他说的是实话。对于中央来说，你的事不是什么太大的事，你的话分量相当有限。有

一个“怪话”，就是说文学文艺云云只有在需要整顿的时候才可能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新疆

文学》办了多少年，从来没有什么人过问过，而“文革”一开始，全自治区领导都来谈论这本刊

物的“问题”，对它的主编王谷林的批判登了党报两版，而且全区上下表态，一直表到一个生产

队麦子割得再好，由于没有及时批判王谷林，硬是得不上红旗（见《半生多事》）。《人民文学》

杂志，也是只有在一九八七年，由于刘心武担任主编时发表了一篇名叫《伸出你的舌苔或空空

荡荡》的有问题的作品，刘被停职，《人民文学》杂志云云居然上了各大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

甚至连副主编周明的名字也上了标题。这样的盛举肯定是此生难再了。而且，为了与广播电台

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同时发布，延迟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到了全套节目播完后，

宣布将有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其规格登峰造极。 
第二，你升官的结果是接触到了更多更大的官，更高更管事更权威也更掌握资讯的机构部

门。 
第三，部门也罢，组织也罢，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已经存在了三十多年，它的运转，它的

规则，它的人马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章法格局。 
琢磨自己官小并不是急于“做大”，而是明白了谦虚谨慎的必要，请示报告的必要，遵守规则

纪律的必要，知道自己许多事做不成不能做的必要。 
升迁与惩罚体制对于维持官员或官场的运作不可或缺。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这样一个

系统就像体育竞技，打了预选赛还想打小组赛，打了小组赛还想争区域名次，打了地区还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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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打了全国还想打亚洲，打了亚洲还想打世界杯，进入了半决赛当然不能止步，要进决赛，

进入了决赛就是要争冠军。这与其说是野心家不如说是驱动程序，驱动能源。是运动员就无法

不对这个系统起意。而一进入官员这个阶梯，你自然会产生登堂入室——更进一层门儿的愿望。

咱们也有这方面的规则，例如参加国庆天安门城楼上的观礼活动，第一感觉是场面何其宏伟，

事业何其伟大，第二感觉是与尊敬的层层中央领导同处城楼之上，你这种小萝卜头儿是何等自

惭形秽。 
而责任是一个沉重的词儿。那几年，每天下班回到家，我常常感到语言信号的高度疲劳，

我 怕的就是回到家里有人与我说话，因为听话说话看文件（无声的话），我已经搞了整整一天。

我无法想象那些习惯性加班加点的工作狂们是怎么样工作的。我其实是怕吃苦的人。 
由于林业部的事件，我专门拿出多少天到故宫、恭王府（时由艺术研究院与中国音乐学院

使用）等地检查消防。每到夏季雷雨闪电，我就心惊肉跳，生怕故宫火灾。无官一身轻，戴乌

纱好比是囚人的帽（河北梆子《辕门斩子》唱词），从反面说明了官的责任。 
外国也一样。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一九八二年以在野党领导人身份访华，我在中联部

组织的贵宾与中国知识界人士会见的活动中见到过他，有所交流。密特朗先生签名送给我一本

他的著作《此时此地》，作为回报，我之后寄给了他我的法语版《蝴蝶》，收到了他的亲笔签名

的回信。收信的“该时该地”，他已经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了，我感到荣幸。 
几个月后，密特朗先生以法国总统的身份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我应邀参加法国使馆为总

统访华而举行的晚宴，里三层外三层，随员一批，保镖一批，重臣一批，应邀参宴的中方客人

排着长队等候与总统握手，热气腾腾，汗流浃背，其景象当然与数月前来时大不相同，那么“此
时此地”，我只能退避三舍，自动放弃了与总统阁下拉手的机会。 

一九九八年我在美国康州三一学院任高级学者时，曾有机会聆听克林顿总统夫人希拉里的

讲演，礼堂里水泄不通，大家比通知的时间早一小时左右提前到达，夫人比预定时间迟三刻钟

到来，使我认识到政要就是政要，不论怎样强调民主，官就是官，大官就是大官，元首就是元

首。 
那还用说，民也就是民。 

     

二 

 
官有官的效率、方便和办事服务系统；官当然也有官的麻烦……幸亏我还有一个写作的身份，而且自己

很看重这个身份。 
 
一年我访问印度，一天晚餐后，由于总理瓦杰帕依的车队要在此时此地此路经过，交通处

于严格管制之下，我们只好干等了一个小时才能动弹。后来我们原定的访问泰戈尔国际学院的

计划也因近期该国总理将去视察而取消。 
中国的官方活动当然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巨大的合影， 多时可达数千人，整个参加人民

大会堂会议的全体人合照一张照片，分三次揿快门，再通过技术处理连结成一长卷照片。遇到

拍摄这样的照片时，那些荣幸地襄此盛举的人，要提前两个多小时集合上车，到了地方，按图

纸在梯形排排长条凳上站好，每个人只能露半个身子，略带倾斜地站成一排，如不倾斜站不下

那么多人。这样的亲密接触使人如置身烤炉中。 
比较危险的是 后一排，一是太高，二是后面没有挡头了，如立悬崖，脚一软或头一晕就

会出事，为此安排了一个个年轻机敏的武警战士立在后面待命，照顾好照相者的安全。 
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政治在相当程度上是盛况空前的政治，是人山人海的政治，是人民

的政治:其规模，其气势，其热烈，其雄壮威武都是少有的。 
说实话，不要说我们的社会风气与某些方面的体制被讥为“官本位”，就是在一个多元的社会

里，官员仍然是一个被人仰视的角色。能干成大事，能决定别人的命运，自己使劲就会带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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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人使劲，自己消极就会带领一部分人消极。官员，不仅是你自己，而且是政权（一个有机

环节），是社会，是比较感得到看得见的历史创造者。官员有高于一般国民的待遇，不在于表面

的工资，更在于看不太明显的一些条件，例如出差，例如治病，例如宴请与被宴请。官员容易

得到尊敬，一升官，你的一言一行一怒一笑都增加了内容与影响。 
官有官的效率、方便和办事服务系统。如果讲公关，没有什么系统比官员系统更能运用一

切公共关系，有办事、旅行、信息、医疗、研究、协调……的便利!没有这些便利与具有这些便

利，是如何地不同! 
官当然也有官的麻烦，许多会你必须参加。有时连续多少天会，我开始怀疑我的神经的坚

持能力。许多事你必须表态和负责。许多话你必须说。你常常被妒被告被“参”乃至被诬，你会

成为某些对立面的眼中钉。你必须把个人的自我的因素减少再减少，把螺丝钉、零件与部件的

因素增加再增加。所有的个人因素，累了，不快，别扭，兴奋了或者没有在意，对于旁人是完

全自然的与无可指责的，对于官员却是无用的藉口，是不可原谅的失误…… 
我曾经企图在任职期内做一两件影响全局的事，有些虽然开了头，但不算成功。一个是一

九八八年开了全国的有主管文化工作的副省（市）长或副书记参加的文化工作会议。制定了艺

术演出团体改革的文件，基本上明确了分类改革的方针，即分别哪些是国家重点扶植的，哪些

是推向市场的。这也引起了很大争论。有一次我在广东，忽听得说是报上登了，说是我们的艺

术局长说了某些文艺团体只能“生死由之”（后该局长声明并无此话），一句话，轩然大波。还有

一个青年艺术剧院，设立了艺术总监一职，事后受到严厉批评，说是艺术总监的称谓来自香港。

这也使我不服，我说岂止艺术总监，国务院、总理、部长、书记、专员、董事长、经理等称谓

哪个不是来自外国，如果要求绝对民族化，我们应改称宰相、尚书、府台、道台、掌柜的…… 
中央实验话剧院选拔新的团长，采取了“招标”方式，至今颇受争议，我还有待进一步认识。 
另一件事，是我一直希望建立国家文艺评奖与荣誉称号体系。世界各国，包括号称不问文

化事宜、连文化部都不设立的美国，都有国家奖。如普利策奖，就由总统颁发。日本的芥川文

学奖，则由天皇颁发。另外像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演员、功勋演员、列宁奖金、斯大林奖金

体系，也很隆重。我认为建立全国性正规的文艺评奖与荣誉称号体系，有助于文化艺术事业的

发展。我开了多次会，部里制定了一套方案，未克落实，搁置下来了。 
我还有过一些双向的想法，一个是吸收更多的党员文艺家到党校短期学习，使他们了解更

多的全局事业。同时，我建议研究选拔一些文艺家出任驻外文化参赞的可能性，因为我接触过

许多国家的驻我文化官员，人家都是作家艺术家学者教授，而我们的人清一色的外语干部。现

在这两方面的事都不无进展。 
有一位学富五车的教授，我说的是金克木先生，他在一次小会上讲到（旧）中国的特色，

他说那就是“官场无政治，文场无文学，情场无爱情，商场无平等竞争”。这话说得有点深不可

测，我其后也没有得到机会进一步请教。商场不必多讲。文场就是如今所说的文坛，文场无文

学，一针见血。变成了名利场、商场、官场、公关活动场、明枪暗箭发射场，还能有什么文学?
而情场变成贩卖、炫耀、比试与发泄风流的杂技场，当然也就没有了真情。 

我的有限见闻体会到的倒是有“文场多政治，官场多文学”之虞。那些年的文人谁不是政治神

经绷得比弓弦还紧?而政治问题上讲感情深不深，讲甩石头、掺沙子、评《水浒》、鸡毛上天、

蚂蚁啃骨头、神仙会、引蛇出洞、伊索寓言、东郭先生、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多么文学! 

官场无政治的说法，也可能是指旧社会官员只顾个人升迁，人事沉浮，全不关心政纲政见

政绩政声政治理念，对于同僚与上司的升降进退荣辱消长亲疏冷热行情特别敏感，甚至超过了

对于民利民瘼民生民心的敏感。国人是很喜欢讲纲目之辨的，但是历史上与事实中不乏纲目颠

倒的例子。这也应该叫异化吧?确有这样的人，只管升降，不管方针政策路线利害荣辱分寸潮流，

这倒是值得特别警惕的。从人治到法治，有很多路要走。 
有一位担任过领导工作的政协委员，曰:有三个三七开要明白，第一，个人努力与出现机遇;

第二，个人能力资质与是否被承认;第三，为领导服务与为人民服务，都是三七开。前二者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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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实，了解这一点有利于谦虚谨慎。第三句话，不太好听，更不准确，但有警示作用，有则

注意改之，无则加勉。 
幸亏我还有一个写作的身份，而且自己很看重这个身份，我从来没有忘记有言在先，我

多干三年，我从来没有忘记部长王某人是很容易取代的，换一个人，至少与王某各有长短，多

半会更好；而作家王蒙，不论你对他的评价比较高或者比较低，他是不可替代的。一个作家可

以远胜王某，比王某更深刻更勇敢更细腻更天才更浪漫或者更富有想像力，就是代替不了次一

等的王某。作家互不代替，哪怕是一个极优秀的作家也取代不了另一个作家。 
 

三 

一九八六年上任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不要沉迷于权力、地位、官职、待遇……我一直相信

我的文字比我的发言讲话更精彩，我的文字很可能长期存留下去。它的影响比任职两个任期长久多了。 
 
即使如此，一到文化部，我的新角色仍然是有魅力的。国内国外，更多的人在注意我。日

本的报纸说，俄国的农业部长，法国的内政部长，美国的国防部长与中国的文化部长，都是

难当的。我有了秘书有了专车有各个有关部门有精明能干的干部们执行我所解释和贯彻的上级

的意图。我对于天下大事的一己之见，有机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发挥解释，只要不背离大杠杠，

就可以起作用。我的某些话已经被传达被讨论，已经有人在重复我的话。有些我看不惯的现象，

例如本部门与所属司局所属单位，开一些无新意无针对性的会议，完全可以由我来阻止或者推

迟。我读到许多文件，使我大开眼界，能够更宏观地理解与思考许多事情，例如邓小平同志与

希腊时任总理的帕潘德里欧先生（同时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谈话，就大大推进了我对于改

革开放的热情与认识。我衷心地相信，新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与来之不易的 好的发展时期，

反正个人还想不起此前有过更好的时期。而我，至少在文化部范围内感到了被信任被依靠的滋

味。说话算话的感觉真好。你还从来没有这样地相信自身的确实存在。被周围的人所期待的感

觉真好。不断地思考，计划，商议，听取，决定，实行，分析，讲解，辩论，扯满智力的风帆

的感觉真好。受到优待受到礼让与照顾的感觉也不错。不论出席什么演出晚会，都是先进贵宾

室，后坐全场 佳座位。新皇冠车的音响真好。工资条的排号是 0001 也有令人一笑开颜的感觉。

到处受到欢迎和（哪怕是）讨好的感觉真好。 
张贤亮爱说一句话，说我们这些人是“三中全会路线的既得利益受益者”，他说得确实粗鄙，

但又绝对不是无稽之谈。 
……后来在写《季节》系列的时候，我调侃地说官欲如同性欲，你有，你想，并不特别地

寒碜，但是它毕竟需要文化节制，需要提升境界，需要文明化与（至少在我国）含蓄化。过去、

现在和将来，对于那些粗俗的，不知羞耻的，肆无忌惮的，只考虑一己的满足而不考虑对公众

的责任与自律的不择手段的跑官追官者，我觉得是太恶心了。 
同时，一九八六年上任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不要沉迷于权力、地位、官职、

待遇。我甚至觉得一个作家写着写着小说当起部长来了，令人惭愧，无颜见笔墨同行。 
有一次我去广东看望黄秋耘，黄秋耘毫不含糊地向我进言，说是“寄语位尊者，临危莫爱身”。

人道主义与知我爱我友我如秋耘者也已经把我当成了爱身胜过（至少是可能胜过）爱理想爱人

民的“位尊”者，岂不痛哉!我表示谨受教矣。想再像六十年代那样，到小羊宜宾胡同他的家，听

他讲文坛各种难处，彼此说悄悄话，涸辙之鲫、相濡以沫，其可能性已经一去不复返啦。从黄

的赠诗中，你已经感到了凉意。 
起码八十年代，文人们对高官有疏离感，不像现在，愈来愈多的文人认同咱们的体制与风

习，不掩盖自己谋个一官半职的心思。我与冯骥才聊起过一位热衷于写作的官员，我说，一心

当作家的官员比一心当官员的作家可爱。其实这话也说得既不准确也不明白，因为也有相反的

例子。 
我还必须承认，如果我再多干几年，也许我也不想再回到写作的案头了。这正是我 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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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的。实话明说，部长是可以做出瘾来的。官也可以做得有滋有味，权也可以掌得利国利民，

话也可以说得高屋建瓴，事也可以办得外圆内方，与自己不喜欢不一致的对手也可以练一练、

耍一耍、陪一陪，如同体育竞技，如同人格与智慧的较量，可以很投入，很刺激，很满足也很

昂扬，至少可以很有趣味——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嘛；可以动真情，生真气，燃三昧真火；可

以考验自己的品质、忠贞、度量、经验、学问、沉稳、耐性、智慧、技巧、机变……这样的身

份有挑战性，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充实性，有丰瞻的作为，有大眼界，有大思维，有崇高

信念也有成就感满足感，而且，也有回报，大回报。当然，有风险，但是与巨大的重要性与吸

引力相比，一个男儿可以也应该顶得住，站得牢，走得正，有模有样，有声有色。你做得到的

我未必做不到，你做得很好的我可能做得更好，你做得不对的我可能早已看出料到……而且，

活得连一星半点的风险都没有了，他的生活是真实的吗？ 
这样的想法令我感到恐怖。我会变成另一个王蒙吗?一位外国友人，来到我的办公室，看到

我案头堆积的文件与数个电话，他叫道:“你是艺术家，这（指行政工作）会毁了你的。”顺便提

一下，他实不像有对我实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动机与意识形态背景。还有一位与我相熟的汉学家，

我说的是德国的顾彬，他早在我任职以前就问过我:“听说你要出任什么什么，你觉得你是政治家

吗?”我知道他说的“政治家”是英语中的 politician，一般译作“政客”的，而在中文里，政客绝对不

是一个好名词。我当时甚至觉得尴尬。我第一次作陪同团长在机场迎接一位外国元首的时候，

碰到一位知识界的熟人，我感到不安，面色不好，举止僵硬。所有的看到了电视新闻的有关报

道的亲友都说我的样子别别扭扭。 
我完全相信，全心全意地投入政治会使我更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勇于承担，敢于出手，不

怕牺牲，意志如钢，目光远大。而文学与艺术更多的是女性的事业，许多符号（包括话语），许

多情感，许多幻想，许多眼泪。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这是一首流行歌曲的名称与核心唱词，

也恰恰是我的特点与弱点。直至今日，如果阅读起“谢公 小偏怜女，嫁得黔娄百事乖……”我
仍然会泪流满面。听一曲京韵大鼓《剑阁闻铃》（描写唐玄宗避乱归来，归途中夜难成寐，思念

杨贵妃的故事），我会柔肠寸断，依依难舍。 
难堪的是任部长期间，我去听过一回李世骥等演员演出的京剧《哭塔》，是说白娘子的儿

子，在二十年后长大成人，到雷峰塔前痛哭母亲，感天动地， 后将塔哭倒的故事。这个故事

与精妙的唱腔令我想起白蛇与青蛇的命运，想起多少情感与愿望被法海与雷峰塔所重压，多少

人生的痛苦无法解释……我竟然泪如雨下，而且是涕泪交加。我根本止不住。这完全是失态。

要知道不是我一个人看戏，周围都是我的下属呀! 
我喜欢文学的方式，即想象的方式，虚拟的方式，总体的方式，观察思考描摹雕刻的方式，

穷根究底却又不急于做结论做决断的方式，语言修辞的方式。 
我喜欢语言，喜欢抒情，喜欢奇想，喜欢与众不同，一鸣惊人，喜欢出其不意，喜欢给大

众以冲击，喜欢大开大阖，喜欢拈花不语，含泪而笑，欲说还休，摹桑画槐，横看成岭侧成峰，

草蛇灰线，却道天凉好个秋。我喜欢自由、自在、谈笑风生、潇洒诙谐、多一点个人与个性，

我做不到太严肃，太不幽默，太组织化纪律化（虽然我从来遵守组织与纪律）。 
我希望靠自己的本事而不是一个强大者的撑腰来出成绩。我一直相信我的文字比我的发言

讲话更精彩，我的文字很可能长期存留下去。它的影响比任职两个任期长久多了。我必须对得

起文学（争取成为真正的文学大家），对得起作家同行，对得起历史也对得起读者。 
我一边当着部长一边不忘写作。一边当着部长一边设想着下来的那一天。我甚至在与外国

官员会见时，听到人家介绍我“文化部长，并且是一位作家”的时候，用蹩脚的英语补充说:“I'd like 
to correct the saying: I am a writer，meanwhile I am a minister.”（更正确地说，我是一个作家，同

时是一个部长。）我还说过，“I was a writer，I am a writer and will be a writer only.”（我过去、现

在和将来，都只想当一个作家。）这样想起，我又不能不感到愧对我们的共产党，愧对那些信赖

我任命我的领导人，更愧对文化部的同仁们与文学界的同行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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