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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官场小说研究的拓新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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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振华$龙其林&权力那些事儿,,,肖仁福笔下的权力江湖'一书!对肖仁福官场小说世界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

究!并以此为基点!对当代官场小说创作涉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追问和思考!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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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场小说异常火爆#官场小说研究却未见起

色的当下#读到梁振华&龙其林两位博士撰写的+权

力那些事儿***肖仁福笔下的权力江湖, !以下简

称+权力,"一书#颇有眼睛一亮的感觉' 读其文#

如行山阴小道#时有胜景映入#令人目不暇接#其选

题立意&行文论证&结构布局往往能独辟蹊径#启人

深思' 出版商言其-开启官场小说品读新潮流.#并

不为过#笔者以为#这是近年来官场小说研究最具

分量的成果之一#值得学界关注和重视'

一

%& 世纪 B& 年代中后期以来#取材于国家公共

权力机构#以揭露批判官场腐败#描绘官员生存本

相#表现官场权力争斗为题材特征的官场小说#成

为此一时期最为流行的类型小说之一' 在此一时

期的诸多官场小说作家之中#肖仁福先生无疑是其

中最具实力&最为活跃的作家之一' 早在 %& 世纪

B& 年代后期#他以官场生活为题材的系列中篇小

说+局长红人, +裸体工资, +空转,就蜚声文坛#其

后的一系列长篇官场小说+官运, +位置, +待遇,

+心腹,+仕途,等更是受到读者的喜爱和追捧#在

各大图书排行榜上风光无限#一再创造销售神话#

他也因此被称为-机关小说第一人.' 显然#在当代

文学尤其当代官场小说创作领域#肖仁福先生是特

殊的-这一个.#他对官场生态的描摹和透视#他对

官场文化的揭露和批判#他对知识者在当代权力场

中境遇的思考和同情#在当代官场小说作家中是极

具典型意义的' +权力,一书#运用审美批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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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叙事学等多种批评方法#对肖仁福创作尤其

是其官场小说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肖

仁福笔下那个多少有些玄妙的权力江湖#经过两位

论者的精心破译#在读者眼前逐渐变得清晰下来#

呈现出一幅精彩纷呈而又井然有序的权力图谱'

论者的破译#不仅是对肖仁福官场小说世界的解

读#同时也由此对当代官场小说创作涉及的一系列

问题#诸如中国官场文化传统的演化&知识分子精

神的嬗变&士道传统的时代性遭遇#等等#进行了严

肃的思考和追问#这或许就是+权力,一书选题命意

的独特价值所在'

二

肖仁福的官场小说在当代文坛自成一格#独领

风骚#广受市场和读者的好评#缘于其深厚的思想

意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权力,一书的第 H 章-官

场生态的描摹和反刍.和第 $ 章-士道传统的时代

性遭遇.#通过肖仁福与同一时期以张平&陆天明&

周梅森等为代表的反腐作家的创作比较#对此进行

了令人信服的解读' 作者认为%-与张平&陆天明&

周梅森等反腐作家不同的是#肖仁福的作品并未

2立意3反腐#也不主题先行#更不塑造2高大全3式

的反腐英雄#而是立足于当代官员们的生存现状#

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揭示权力和金钱导致的人性

异化#并以娴熟的笔调将官场规则对人们价值观念

的毒害进行细腻入微的描摹#深入思考了官场腐败

的深层原因#借以引起社会对造成这一问题的现实

因素&文化传统加以重视'.

(!)KB IB&众所周知#以张

平+抉择,&陆天明+省委书记,&周梅森+绝对权力,

为代表的-反腐小说.#站在反腐倡廉的立场上#对

%& 世纪 B& 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愈演愈烈的权力

腐败和社会不公进行正面表现和无情批判#因而产

生了极为强烈的社会反响' 但正如众多论者所分

析的那样#这类-反腐小说.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

主题先行#题旨过于意识形态化$构思模式化#往往

用-正邪对立. -邪不压正.叙事形式来结构作品$

人物几乎都是属于扁平人物或性格人物#欠缺人性

的深度和复杂性$主要人物更是-高大全.式&-卡

利斯马.化#作家的-清官情结.跃然纸上'

(% I$)所有

这些#严重消弱了-反腐小说.的真实性#也使得其

艺术魅力大打折扣#进入新时期以来#其影响日渐

式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与之相比#+权力,一书

认为%肖仁福的官场小说极力祛除意识形态的遮蔽

和干扰#不满足于对一般意义上的官场腐败的揭露

和官场正气的弘扬#而着意于官场复杂人性的表

现#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人性深处奴役与反奴役&人

性与反人性的纠缠#将官场中人的乐观与绝望&高

洁与卑劣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示'.

(!)KB极力还原官

场文化的本来面貌以及官员生活的真实状况#为读

者提供了当代官场绝对真实的蓝本$同时#透过官

场人生的书写#对以-权力崇拜.为核心的当代中国

官场文化和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官员的

权力赋予和运行&监督机制的缺陷方面#表现出了

深入的思考'.

(!)KB在人物塑造方面#与-反腐小说.

模式化和脸谱化形成对比的是#他更加注重人物内

心世界的刻画和性格复杂性的表现' 与-反腐小

说.形象塑造的-清官崇拜.这种传统和虚幻的道

德主义思维不同#-好官主义.成为肖仁福的官场小

说人物塑造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追求' 比之于-反腐

小说.中完美无缺的-高大全式. -清官.#-这种所

谓的好官不是绝对的好官#事实上也难有绝对的好

官.#

(C)

-也就是说真正的好官#不是不谋权用权#

与权力躲得远远的#一尘不染#刀枪不入#仿佛不食

人间烟火似的#而是谋权用权时必须尽量做到英国

学者亚当/斯密斯所说的行为的适当性#通俗的说

法就是懂进退#知取舍#可得失'.

(!)&BK

-好官主义.

可以说是肖仁福官场小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签#

使得它既区别于-反腐小说.#也区别于时下一般流

行的官场小说' 对此#+权力,结合具体文本和肖仁

福相关言论进行了系统诠释' 这种比较研究#凸显

出肖仁福官场小说的主题意蕴和艺术风格鲜明的

个性特色#也由此展示出批评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和

敏锐的批评意识'

三

在时下一些流行的官场小说中#肖仁福的官场

小说多少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这缘于其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鲜明的地域特色#这是他获得众多论者和

读者青睐的重要原因$而源源不断地吸取各种文化

养分充实自己的创作#也是他能始终保持旺盛创作

力的奥妙所在' 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有论者涉及这

一课题#+权力,第 C 章+文化特质与小说精神,#从

文化批评的角度#对此进行了专题分析#弥补了这

一研究缺憾' 在两位作者看来#在诸多的文化影响

中#中国传统的佛教文化&侠义文化&湖湘文化#对

肖仁福的官场小说创作影响最为深刻' 通过引入

佛教文化#肖仁福使自己的官场小说产生了文化精

神的突变#佛教-自贵其心&不事尘俗&

%

睨一切的

精神风格.#与其作品中张扬的-知识分子对独立精

和自由意识的要求是一致的'.

(!)!C!同时#将佛教文

化引入官场小说的创作#也影响了其创作文体%-小

说的叙述速率开始降低#作家开始对佛教文化蕴涵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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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喻&想象&象征&取譬以及现成故事的形象说法

等文学方式进行吸收#技巧更加娴熟#表现形式更

趋于多样化' 同时#佛教文化中的一些观念#如因

果报应&征兆&轮回沉淀为肖仁福官场小说常见的

情节或原型'.

(!)!C!侠义精神本是中国传统文化尤

其是民间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历代社会各阶层人

们普遍具有的一种文化心理&价值期待或情感代

偿' 侠义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更多的见之于

武侠小说&英雄传奇&复仇故事之中#诸如+水浒传,

中梁山好汉一类的侠义形象为历代读者津津乐道#

但在官场小说中这类形象是极为罕见的' 从这个

意义上讲#肖仁福无疑是个异数#他的官场小说表

现出对民间侠义文化精神的高度认同#并塑造了

+官运,中毕云天&+意图,中秦博文&+一票否决,中

周正泉&+仕途,中郭大光等一系列具有鲜明侠义色

彩的官员形象#这既是他对当代官场叙事的一个贡

献#也形成其官场小说的一个个性标签' 这种侠义

精神的传承和发扬#与他本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喜

爱#与其生活的湘西南的地域文化传统#与其个人

经历和文化气质又是高度一致的'

(!)!CK肖仁福是一

个对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高度重视并自觉传承的

作家#湖湘文化中直面现实&经世致用的精神在其

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认和发展#他构建了一个受

湖湘文化影响又具有时代特色的官场生态图#塑造

了一系列具有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特点的官员

形象' 肖仁福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一方面高度认同

以经世致用为根本的湖湘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他

又对传统湖湘文化中的某些负面因素保持了足够

的警惕' 他试图将传统湖湘文化精神与自由&民

主&开放等现代思想结合起来' 与专注于官场人事

表现的湖南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等人相比#他的作

品综合了人事关系&权力争斗和经济运作#尤其是

强调了经济运作对政府社会的独特作用'

(!)!"$应当

承认#+权力,对肖仁福官场小说文化底蕴和地域特

色根源的系统分析#给我们以方法论的启示#能使

我们得以从更高的层次领略肖仁福作品的独特

魅力'

四

正如+权力,一书的出版商所言#+权力,一书

-开启官场小说品读新潮流.' 的确#即使在内容编

排上#+权力,一书也可谓独具匠心' 该书的第 " 章

+知识分子与官场文化的碰撞***与肖仁福对话,#

并未采用通常的论著格式#而是采取了两位著者与

肖仁福对话的新颖形式' 由两位著者发问#肖仁福

先生以其幽默&风趣的语言#就诸多其小说读者关

心的问题释问答疑#让读者真正零距离地体味其创

作心路&文学思想#分享他官场小说创作的独特感

悟#给人以极强的现场感#也极大地增加了论著的

可读性' 另外#著作还采取附录的形式#收入了+好

官主义,+谋个好位置,+领导肚子里的一根虫,+文

心如茶,+论大论小, +领导也是人,等一组肖仁福

长篇小说的-自序.和-后记.#由肖仁福本人对其

几部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官场小说+官运, +位置,

+心腹,+待遇,+意图,+仕途,的创作意图&作品主

题以及人物形象等等#进行诠释说明#使读者原滋

原味地感受到他在创作这几部代表性著作时的体

会心得' 这种以肖仁福-夫子自道.的形式来介绍

其主要作品的编排方式#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

概言之#由于意识形态原因或审美偏见#包括

肖仁福+位置,+仕途,在内的一系列优秀官场小说

的独特价值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现有的研究成

果中同质性研究&重复性研究泛滥#真正有份量的

研究成果还相当罕见' +权力,一书的出版#既为熟

悉和喜爱肖仁福的读者来说#开启了一扇进一步走

进其小说世界的门径$同时#又以肖仁福创作为基

点#展开了对涉及到当代官场小说创作的一系列重

大问题的追问和反思#在相当程度上深化和拓展了

当下驻足不前的官场小说研究#值得学界尤其是官

场小说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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