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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剑美：给人的灵魂美美地剜一剑 

———魏剑美近期创作综论

陈仲庚

（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湖南 永州 ４２５１００）

［摘　要］魏剑美原名“建美”，他之所以要改名为“剑美”，就是要以文字之剑和思想之剑为武器，“对不公平的现实，对丑恶
的人性，对腐败的官场，对媚俗的教育，对堕落的世风”等等不良现象进行深入的剖析，并将这些现象背后的丑陋灵魂赤裸裸

地暴露在大众面前。“剑美”剑锋所指的重点则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极为突出的痼疾：“官本位”和特权思想。“官位”决定一

切，官运通而一通百通，官位废则一废百废；官位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名誉和地位，也是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更是引诱一

个人堕落的渊薮。魏剑美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无情的解剖和深入骨髓的刻画，其目的就是要提醒人们“换个起点，换个活法”。

［关键词］魏剑美；思想之剑；解剖灵魂；剜出痼疾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０３－０４

ＡＮｉｃｅＧｏｕｇ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ｌ
———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ＷｅｉＪｉａｎｍｅｉ’ｓＬａｔｅｓｔＷｏｒｋｓ

ＣＨＥＮＧＺｈｏｎｇｇｅｎｇ

（Ｓｈｕ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ｉｎ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Ｙｏｎｇ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２５１９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ｅｉＪｉａｎｍｅｉｏｎｃｅｗａｓｎａｍｅｄ“建美”ｗｈｉｃｈｍｅａｎ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ｗｏｒｌｄ．Ｂｕｔｎｏｗ“剑美”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ｈｉｓ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ｉｄｅａｌ，ｔｈａｔｉｓ，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ｓｔｏｄｉｓｓｅｃｔ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ｏｆ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ｃｏｒｒｕｐ
ｔｉｏｎ，ｍｏｒａｌｄｅｃａｙ，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ｐ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ｗｏｒｄ”ｏｆｅｓｓａｙｓａｎｄｉｄｅａｓａｎｄｅｘｐｏｓｅｔｈｅｈｉｄｄｅｎｕｇｌｙｓｏｕｌ
ｔｏｐｅｏｐｌｅ．Ｈｅｒｅｖｅａｌｓａｎｅｘｔｒｕｓｉｖ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Ｉｔｓｅｅｍ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ｆ
ｆｉｃｉ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ｓｕｃｈａｓｆａｍｅ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ｅｖｅｎｉｔｂｅｃｏｍｅｓａ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ｏｎｅ’ｓ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ｏｎｅ’ｓｄｅｃａｄｅｎｃｅ．ＷｅｉＪｉａｎｍｅｉ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ｔｏｒｅｍｉ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ｅｉＪｉａｎｍｅｉ，ｔｈｅｓｗｏｒｄ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ｌ，ｇｏｕｇｅｏｕｔｔｈｅｉｌｌｓ

　　魏剑美堪称全才，他读书很厉害，从小学、中
学、大学、硕士到博士，把学历教育的书全部读完

了；文学创作更厉害，诗歌、散文、杂文、小说，各种

体裁样样皆通，特别是杂文和小说，可说是艺压群

芳、技盖群雄，其观察事物的敏锐度、揭示问题的深

刻度，尤为特立不群，难有与之比肩者。

　　一　一柄犀利的美剑

文如其人，人如其名，魏剑美其名、其人、其文

是一个高度的统一体。他的这种统一，当然不是偶

然的巧合，而是刻意追求的结果。

剑美原名“建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

的他，父母所寄予的希望自然是“建设美好生活”，

所以给他起名为“建美”。但他“成长在一个极其

闭塞、落后的小山村，从小就见惯了权势者的威

风”，这不仅让他看到了社会生活并不美好的一面，

同时也让他产生了怀疑：“我们的社会秩序难道就

建立在权势、官位的划分上？”［１］２４０这种怀疑，引发

了他对社会深入的思考，他感觉到，那些权势者的

威风与美好生活的建设是格格不入的；而权势者的

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２８
作者简介：陈仲庚（１９５９－），男，湖南祁阳人，湖南科技学院教授，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舜文

化、中国传统文化及文艺学。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总第１０３期）

威风等社会不良现象之所以能够盛行，关键就在于

几千年形成的官本位和特权的观念深入人心、根深

蒂固。因此，要建设美好生活，必须要先祛除官本

位和特权观念，这就需要用剑———文字之剑和思想

之剑，于是，从中学时代开始，他就改名为“剑美”，

他要仗剑远行，“和攀登者一起向上，和跋涉者一起

前行，也和思想者一同裸奔”（下跪的舌头·自

序），更为重要的是，他要以这柄文字之剑和思想之

剑为武器，“对不公平的现实，对丑恶的人性，对腐

败的官场，对媚俗的教育，对堕落的世风”［１］２４１等等

不良现象进行无情的解剖，让它们赤裸裸地暴露在

大众面前，其目的就是要提醒人们“换个起点，换个

活法”［１］１９４。

如果说魏剑美是一名文坛剑客，那么从中学的

青少年时代开始，到现在已有２０来个年头，他算得
上是年轻的老剑客了，文坛上的各种文体让他玩了

个遍，而且均能玩出自己的特色。中学时代开始写

诗写散文，曾获得“雨花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二

等奖；到读大学时，在诗歌和散文创作方面已是小

有名气，散文《顿悟》获得全国华夏青少年写作大赛

二等奖。读研究生时，却又改行写起了杂文，而且

一鸣惊人，很快在全国产生了影响，《杂文报》破天

荒地为他开辟个人专栏“智者乐水”，《杂文选刊》

推出了“魏剑美作品小辑”……２００８年以来，在继
续杂文创作的同时，又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不

仅一鸣惊人，而且硕果累累，连着出版了《步步为

局》《步步为局２：副市长》《做秀》《空城》等几部长
篇，每一部都能产生轰动效应。《步步为局》作为

“第一部反映高官境外赌博的官场反腐力作”，连续

三周占据畅销书榜首；《步步为局２：副市长》也因
《步步为局》的影响，上市第一周就被大量盗版。这

不仅因为他把写杂文的简练文笔带进了长篇小说，

也将杂文家的风格带进了小说创作，他仍然是那样

的寒光闪闪剑气逼人，仍然是用他犀利的剑锋解剖

社会，解剖生活，当然也解剖自己。

　　二　指向灵魂的一剑

作为文字和思想剑客的魏剑美，他要解剖社会

的不良现象，而在这不良现象的背后，关键是人的

灵魂的不良。因此，作为以写人物为主的长篇小说

创作，魏剑美从一开始就带着明确的创作目的：写

人的灵魂，重点是写人的灵魂在社会的名利场面前

是怎样由白到黑、从优良走向不良的。在《步步为

局》中，青少年时代的汪大明，是一个十分可爱而且

可敬的人物。他出生于“赌博之乡”，却能出污泥而

不染，从不沾染赌博之事而发奋读书，于是“让他成

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２］４，一直到参加工作，一直

到当上副处长，不管别人是如何地挖苦嘲笑，他都

能做到“既不恼羞成怒，也不亡羊补牢”［２］４，始终坚

守着自己１３岁时发过的誓言：“终生不再沾一个
‘赌’字”［２］４。有如此的涵养和坚毅，足可证明他的

可爱和可敬。然而，后来的汪大明却来了一个一百

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不仅在赌场豪赌，而且把官场、

情场均当作了赌博场，一次又一次地豪赌———他成

了一个十足的赌徒。他的这种转变既显得突兀又

是那样地顺理成章，因为他混迹于官场这个巨大的

名利场中，既抗拒不了名利的诱惑，也抵御不了人

情世故的逼压：

他实在无法抵制钱财的巨大诱惑，更何况丁副

处长、钱一军博士、高金金甚至还有妻子和岳母的

嘴脸变化，无不在深深刺激着他。很多时候，人其

实就是为了活给别人看的。汪大明在心里发狠，等

自己从澳门背了大把的钱回来，什么正科副处，统

统去他妈的，老子就做一个散漫自在目无领导的暴

发户又怎么样？他甚至想好了首先买一台比厅长

还牛的豪华轿车，天天神气活现地开着去上班……

这么一想，汪大明心里又止不住生出悲哀。曾

经有过的理想、目标、志向原来都这么不堪一击，最

后不得不依靠俗不可耐的金钱来维系可怜的自尊，

而且还是从赌场上赢来的金钱。好在他又迅速找到

了自我安慰的理由：我这不是赌博！生死未卜的才

叫赌博，而我这是十拿九稳的科学投资！科学投资！

他这样在心里默念了三遍，便多了些理直气壮。［２］１３

然而，赌博就是赌博，并无“科学”可言，汪大明

第一次去澳门参赌毫无收获，他所“发现”的“必赢

赌技”，并没有给他带来“必赢”的命运，但却意外

地“发现”了另一个“天大的秘密”：常务副省长陈

伟阳在澳门豪赌。于是，汪大明便不失时机地有了

第二次澳门之行，现场偷拍偷录了陈伟阳赌博的照

片和录音，并以此为要挟，逼迫陈伟阳给他加官进

爵。从此，汪大明官运亨通，由一个下岗副处长“官

复原职”，再升为网络管理处处长，不到４０岁，又升
为副厅长。在汪大明官运亨通的同时，情场也是春

风得意，在澳门赌场邂逅的小奕与他一见钟情，双

双坠入情网，小奕让他尽享风流尽显威风。从这里

我们不难看出，真正改变汪大明人生命运的并不是

他的第一个“发现”，而是意外得来的第二个“发

现”；第二个“发现”才更能体现赌博的性质，因为

它更具偶然性和冒险性。

如果仅仅从情节线索的安排来看，作者设计了

一个精巧的开头，将读者的注意力一下子就吸引到

了澳门的赌场，正可以让汪大明大把赢钱，然后让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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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彻底改变小人物的命运，过上基督山伯爵似的离

奇生活，或让他像李白那样“千金散尽还复来”，让

读者也能跟着汪大明“潇洒走一回”……然而，作

者的创作目的并不在此，作者要写赌场，但决不仅

仅是写赌场；“赌”，只是作者对某种人生的揭示，官

场、情场乃至于整个人生，都免不了一“赌”。因此，

作者将读者引向澳门赌场，这只是一个“引子”，接

下来，作者要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赌场、人生赌场来

挥洒描述，如果没有“第二个发现”，没有情节的转

换，作者就无法施展他的笔墨。从作者的创作意图

说，“第二个发现”才更见出作者的匠心：由赌场入

又由赌场出，既写“赌”又不限于“赌场”，“官场”

“情场”同样离不开“赌”，同样没有稳操胜券的“赌

技”；情节的转换，不仅为接下来的官场和情场描写

开启了方便之门，也使作品具备了更加严肃、更加

深刻的批判意义。

赌场上的“必赢赌技”并没有给他带来“必赢”

的命运，但官场的“赌技”却被他运用得驾轻就熟、

屡屡得胜。汪大明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貌似忠

厚，其实深怀奸诈”，这正如他的同学兼官场密友郭

太宝所评价的：

我不是和你开玩笑，这官场忠厚的也有，奸诈

的更多，但很少有人能像你汪大明这样看上去淳朴

厚道、毫无机巧，其实内心里却包藏锐气、毫厘必

争，而且还懂得把握稍纵即逝的机遇一招制敌。孙

子兵法说“强则示以弱”说的就是你这样的

家伙。［３］２６

由此似乎也可证明：今天的汪大明只有外表仍

然保留着昨天的淳朴厚道模样，其内心、其灵魂则

已经完全变了，成为了一个满心机巧、毫厘必争的

官场赌徒。而他的转变又不能不说是官场名利的

引诱和逼压的双重缘由。

当然，在名利面前经不起诱惑和逼压的也不仅

仅是官场，《做秀》中的钟一鸣，作为一个搞新闻传媒

的专业人才，几乎经历了与汪大明同样的灵魂转变。

作为名牌大学毕业的钟一鸣，曾一门心思要献身新

闻事业，但却郁郁不得志：“他苦心积虑挖到的很多

独家新闻，不是被上级主管部门一道手谕给封杀，就

是被精通时事的台里领导未卜先知地枪毙掉。最痛

心的一次是他好不容易混进一家地下窑砖厂，冒着

被打死的危险拍下厂方囚禁并且殴打雇佣人员的镜

头，其中还有一个１５岁的童工因为逃跑而被活活打
死的镜头。但没等他回到台里，新闻中心主任林子

辉就打电话来说此事到此为止。气极了的钟一鸣跑

到林子辉的办公室去连砸了三个茶杯，红着眼睛质

问他还有没有新闻人最起码的良知和责任”［４］６。他

是这样地尽职尽责，事业上却很不成功，女朋友也因

此离他而去。但是，他的转变却比汪大明来得快，只

经吴姐的稍加点拨，他便“大彻大悟”了，很快完成了

“从正派君子到势利小人”的转换：

他已经身不由己，在自己先前所鄙弃、所憎恶的

路上越走越远。在坦然接受各种红包的同时，他开

始学着马如龙和阎小西的样子，拿腔拿调地暗示人

家送这送那。与此同时，他也学会了和下面地市领

导套近乎，再狐假虎威地用地市领导的名义去威吓

当地的官员和商人，居然也玩得顺溜起来。一次他

还帮一个做工程的高中同学介绍了一笔不大不小的

业务，人家塞上一个大大的红包，直夸他“到底是省

电视台的记者，说话抵得上一个钦差大臣”。钟一鸣

很有些飘飘然，陶醉于手握权柄的幻想当中。当他

回想当初乔装民工去卧底的经历，不禁有种恍如隔

世的感觉。［４］１１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此时的钟一鸣还仅仅是一

个普通的记者，还没有戴上什么官帽，但他所陶醉的

并非“大大的红包”，而是“手握权柄”的幻想。这也

正是作者所要揭示的一贯主题：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官位和权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心驰神往的。

　　三　剜出痼疾的一剑

钟一鸣当然不会仅仅陶醉于手握权柄的幻想，

在自己没有官位和权势的时候可以假借别人的权

势狐假虎威地耍威风，而一旦有机会，他自然要想

方设法谋取自己的官位，抓住自己的权柄。所以，

当电视台台长助理的官位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便

不失时机地大打出手了：先是釜底抽薪，利用公安

局的关系抓了竞争对手马如龙的“黄、赌、毒”大案，

并在“全国各地的大小报刊和网站”迅速曝光，使得

马如龙“台长助理”的希望彻底泡汤［４］１６８；接着是为

自己造势，利用女儿的“满月酒”请来了妻子的叔叔

叶副省长。专管文教卫的叶副省长对广电局局长

和电视台台长说：“一鸣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兵，你们

多培养、多督促他。”［４］１７４仅此一句似乎是随意所说

的话，就把钟一鸣“台长助理”的位子给敲定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对中国人来说为名也好为利

也罢，但最终是要谋官。因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极为

突出特征就是“官本位”，“官位”决定一切，官运通

而一通百通，官位废则一废百废；官位不仅决定了

一个人的名誉和地位，也是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标

准。在这种文化特征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人的一

种畸变心理：无不痛恨官府而又无不神往官位。

对“官本位”的揭示，魏剑美的杂文来得更为直

接而深刻，特别是《论屁股的核心地位》一文，真是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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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来之笔：

通过认真的科学研究和理论归纳，我终于获得

一个伟大的发现：屁股同志才是人类最重要的身体

部位！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身世命运的是伟大的

屁股，而不是看上去高高在上的头部。

道理很简单，现实社会中，为什么我们都规规

矩矩听领导的？是领导的脑子特别聪明，或者脸面

特别帅气漂亮？答案都不是，而是领导占据了一把

好交椅。

一座看上去广大无边的江山，其实是被压在一

个或肥大或干瘪的屁股下面，任你或智或愚，或仁

慈或残暴，只要“坐下去”了，立马就可以发号施令，

草菅万民。即便是梁山水浒这样的江湖之野，也仍

然要摆出１０８把在编的好汉交椅，由１０８个形状各
异的屁股来分享。当然，也有朝廷被推翻，位置被

篡夺的，那是因为他的屁股“没坐住”，责任当然在

屁股，与头脑、德行、政绩无关。所以民间嘲笑此类

败家子是“陀螺屁股”。［５］

真是入木三分。屁股的地位之所以超越头脑，

说到底都是“官本位”的文化特征使然。坐上交椅的

官僚可以不用脑子随意地发号施令颐指气使，没坐

上交椅的万民更不必用脑子只需惟命是从就行了。

久而久之，本是区别于动物、决定人的本质的大脑便

用得越来越少，其地位当然也就越来越低了。

当然，说国人从此不再使用大脑肯定也是不对

的，因为对万民百姓而言，除了惟命是从之外，还得

想方设法去与官员套套近乎、拉拉关系，这溜须拍

马的功夫也还是颇费脑筋的。对溜须拍马的揭示，

魏剑美更是畅快淋漓：“老魏自学过马屁心理学，知

道马屁可以让领导心情舒畅、感觉良好、信心倍增，

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自己实在没有理由不将拍

马屁事业进行到底”；仅仅有“拍”的决心还不行，

还得“拍”在点子上，“老魏知识渊博，无所不知。

领导刚打个饱嗝，老魏就有数据表明打饱嗝有益身

心健康；领导理个平头，老魏就出示资料证实平头

引领最新时尚；领导的衣服要是红色的，老魏就强

调红色的喜庆；要是黄色的，老魏会突出黄色的祥

和；要是黑色的，老魏则坚信黑色的威严；某一天领

导打了个喷嚏，老魏立马恭喜道：巴西的最新研究

成果表明，常打喷嚏者患癌症之几率远远少于常

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是赵高是老魏的领

导，老魏也一准会用大量的数据、理论、学说无可辩

驳地证实鹿确实就是马的一种”［６］。如此高水平的

马屁专家，不费一番心思，不经过一番钻研，是很难

成“才”的。而对国人来说，无论是有交椅的无交椅

的，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钻研和运用“马

屁心理学”，其目的则只有一个：获取官位和特权或

靠近官位和特权。

与“溜须拍马”相类似的是拉关系走后门，这同

样是为了谋取特权，一篇《关系王》，可以说画绝了

这一类人的嘴脸。老王是小区里的灵泛人，但凡碰

上个事，都要指望他来摆平，因为他会找关系，懂得

关系的重要性：“在美国有事找律师，在中国有事找

关系，关系才是硬道理，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

步难行”。于是，老王将各种各样的关系运用到极

致：开车超速罚款２００，他宁可花２０００元请客以免
去２００元罚款；坐公共汽车１元钱，他宁可花几元
钱打电话，也要免去这１元钱；吃了关系户的过期
月饼腹痛如绞，服下关系户“包治百病”的神丹妙药

更加重了病情；为了免去８０元的出诊费而舍近求
远找过关系户医院，结果耽搁了抢救时间；临死之

前还不忘嘱咐“记住找一下殡仪馆的老许和陵园管

理处的小丁啊，至少可以打七折……”［７］拉关系拉

到这种程度，真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老王”是

作者所提炼的一个典型，是国人的一个缩影。国人

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拉关系？说到底仍然是官本位

和特权思想在作怪，对于当不了官、行使不了特权

的“老王”们来说，通过拉关系来享受一下特权的优

待，这似乎也是一种人生尊严与人生价值的体现。

诚如是，老王为了一点点优待的特权才那样不计代

价，因为这是他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笔者认为，似“老魏”“老王”这样的形象很值

得进一步挖掘和演绎，特别是“老王”，如果塑造得

好，其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揭示，对中国文化痼疾

的针砭，无论是从历史的深度或现实的广度说，都

不亚于“阿Ｑ”形象的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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