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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人性勘探者的勘探
)) ) 王跃文官场小说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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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王跃文致力于官场人性的勘探与表现 ,其创作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与重视,研究者围绕着题材选择、主题

构成、人物形象、叙事方式、创作特色以及创作缺失等方面对其创作进行了深入探究。同时, 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憾

甚至空白, 诸如对其创作观念、创作心理的研究以及比较研究不足, 研究的同质化倾向严重等等, 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入和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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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跃文无疑是新时期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官场小说

作家, 其小说致力于官场人性的勘探与演绎, 塑造了朱怀镜、

关隐达、李济运等一系列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官员形象, 被

誉为 /官场小说第一人0。尽管由于其小说题材和主题的敏

感性, 主流评论对其创作多少有些有意无意的回避和冷落,

但王跃文显然是这一时期最受关注的官场小说作家。检索

中国学术期刊网, 以其创作为研究主题的论文有 60篇左右,

其中包括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4篇, 此数据在当代官场小说作

家中位居第一; 另外,新世纪以来近 20篇专题研究官场小说

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均以较多的篇幅对其官场小说进行了

评述,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在年轻一代研究者心目中的重要

地位。研究者从题材选择、主题构成、人物形象、叙事方式、

特色影响以及创作缺失等方面对其官场小说创作进行了深

入探究。但不可否认, 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十分明显的缺憾

甚至空白, 诸如对其创作观念、创作心理的研究以及比较研

究不足, 研究的同质化倾向严重等等, 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入

和完善。

一  题材与主题研究

站在非道德化的价值立场 ,以近乎写实的方式展示日常

化、世俗化的官场生活, 无疑是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取材区别

于以张平、周梅森等为代表的 /主旋律派0官场小说的重要

特征; 致力于官场人性的表现和官场潜规则的剖析是其作品

的基本主题, 王跃文官场小说这一题材和主题的基本特征得

到了研究者的高度认同。

段崇轩称王跃文的小说是 /一幅世俗化的官场图画 0,

/展示了当前转型时期一幅多侧面的、世俗化的官场图景, 在

司空见惯、和风细雨的官场生活中,却蕴含了许多触目惊心、

发人深思的东西。王跃文无意于从理性的角度去把握和表

现官场,他更痴迷的是各种大大小小的官员的生存状态和心

理流变。0 /他驾轻就熟、表现得出神入化的是那些官场生活

中的世俗化场面和情节。写普通政府官员与上级 (高一级官

员 )之间的微妙关系, 是王跃文最感兴趣、且写得最多的生活

情景。0王跃文的小说使 /我们从平常琐碎的官场生活中,感

受到的却是一个庞大、森严、神秘而又混沌、荒诞、残酷的官

场幻象,感受到的是官场与人性的冲突、调适、纠缠。0 [ 1] 75- 78

刘起林把5国画6比作是一幅 /官本位生态的市俗化长

卷0, /以当代市民社会世俗的认知敏感区、心理兴奋点、思

维习性和潜隐的内在欲求为观照视野和描述侧重点, 粗细入

微地表现官本位世相的日常生态。0 / 5国画6艺术地透视出

官场运行逻辑与人类生命逻辑的悖逆特征, 深刻地批判了官

场游戏规则对于健全人性的压抑、扭曲和异化。0 [ 2]陈兴伟

专文对王跃文系列官场小说的主题意蕴作了系统分析, 将其

概括为 /对官场道德沦落的尖锐批判、对官场人物心态的细

微刻画、对官场文化价值的深刻剖析 0三个方面, 并称 /这正

是王跃文官场小说产生较大社会效应的关键所在。0 [ 3]池永

文称道王跃文 /入木三分地写出了官场游戏规则,更写出一

种超越道德标准的官场文化。0 /他把官场中 /人脉0, /规矩0

和 /上边儿0等潜规则展示得细致入微, 把官场百态描绘得

淋漓尽致,创造出一部颇有价值的当代5官场现形记6, 艺术



地再现了现代社会的官场文化。0 [ 4]

二  人物形象和叙事艺术研究

王跃文官场小说塑造的官员形象,受到不少评论者的瞩

目和好评。 1998年, 张韧在评论他早期的中篇官场小说5秋

风庭院6、5今夕何夕 6、5夜郎西6时就称赞他 /突破了中国当

代文学曾有过的那种写干部的模式,否定了简单化的不是暴

露就是歌颂 (以至神化 )的写作。0 [5]尹季也指出: /王跃文笔

下, 一大二公的英雄形象确实难以见到, 整个官员群体失去

了神圣色彩, 呈现出世俗化特点。0/这些官员, 烙上了社会

转型时期新旧文化冲突的印痕, 具有明显的官本位思想、非

道德化倾向和世俗化的特点。0 [ 6]郝雨则称道他在官员形象

塑造上表现出宽广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小说中

的所有官员形象都不仅仅是一个好官或坏官的代表,而且具

有很鲜明的文化身份,如缪明的不停地揉小肚子、不断的给

人改稿子, 陆天一表面上的大喊大叫反腐败, 以及组织部长

范东阳的带括号的嘴巴,都有一种文化符号的意义0 [ 7]。

在王跃文塑造的诸多官员形象中, 以 5国画6中的朱怀

镜、5西州月6中的关隐达以及最近出版的5苍黄 6中的李济

运等带有 /灰色0意味的文人型官员形象, 最能代表其艺术

成就, 正如有论者所说: /王跃文率先在其官场小说中塑造了

朱怀镜、关隐达、孟维周等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文人型官员

形象, 改变了以往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书写官员形象的陈旧模

式, 生动展示了社会转型时期身陷权力场的知识分子身上人

文情怀和官场规则之间的矛盾对立,以及他们在人文情怀和

官场游戏规则纠结中所承受的精神痛苦和人格分裂,深刻批

判了官场权力对知识分子人文情怀和理想追求的侵蚀异化,

丰富了当代小说的人物长廊。0 [ 8]侯守智、陈发明等论者曾

专文对关隐达、朱怀镜这两个最为典型的灰色官员形象进行

分析并给予高度评价 [ 9, 10]。

在众多的评论者中, 段崇轩最早对王跃文官场小说独出

心裁的叙事角度进行了系统分析,他指出: /在王跃文的官场

小说中, 有一个经常出现、大体相似的视角人物:即刚刚进入

或正在进入官场的年轻干部。0 /这个反复出现的视角人物,

具有许多共性之处。他们都很年轻, 具有较高学历、刚刚进

入或正在进入官场, 他们一开始觉得官场是那样庄严、神秘,

继而便感受到了官场的虚伪、污浊和压抑。他们富有良知,

感觉敏锐, 在仕途上总是坎坎坷坷。0 /在这个视角人物身

上, 蕴含了作者本人的许多个性和体悟。0 /他深陷官场, 但

却魂系文学, 他始终以一个-边缘人 .、-尴尬人 . 的心态, 在

静观默察着官场的风云变幻、各色表演。这种心态和距离成

就了他的文学, 但也阻碍着他真正进入官场、修炼成一个地

道的官员, 因此他才有了那种痛切的 /尴尬0体验。0 [ 1] 75- 78

郝雨率先分析了其小说的叙事结构特征, 把它称之为 /流水

帐结构0, /因为他的小说叙述几乎全都是按照事件发展的

原有时序, 甚至完全是按照自然日期和常规时序来串联材

料, 他基本上不采用一般小说那样的通过巧妙地剪裁和组织

材料, 让作品中的故事时间完全服从于推动戏剧性冲突的需

要, 他也并不一味地把那些官场故事写得极端地扑朔迷离,

或者全都是生死较量。他的小说最震撼人心的力量就是来

源于其艺术上的真实性和深刻性。0 [ 7]他的这种观点为后来

的许多评论者所认可。

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其叙事中鲜明的反讽意味, 段崇

轩指出: /他 (王跃文 )特别擅长-反讽 . 手法的运用, 不仅使

一些大的故事情节具有反讽式的象征意味, 而且在不动声色

的叙述中常常产生出强烈的反讽效果, 形成了一种庄严中含

着荒诞、严肃间透着调侃、平静中饱含忧患的审美效

果。0 [ 1] 75- 78余斌,朱向军则专题探讨了其反讽叙事。他们结

合王跃文5国画6等一系列官场小说, 分析了言语反讽和情

境反讽这两种反讽叙事在其官场小说中的具体运用及其艺

术功能 [ 11]。陈兆福则认为大量使用反讽是 /作家面对转型

期中国社会所出现的诸多问题感到矛盾、焦虑、迷惘等心绪

的表征反映。0 [ 12]

三  创作特色与创作缺失研究

作为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以来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

的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对新时期官场小说发展作出了开拓

性贡献,被认为是此一时期 /写实派0官场小说创作最具代

表性的作家 [ 13- 15] ,有论者指出: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创作具

有很强的范式意义, 其题材选择、主题意蕴、人物性格、叙述

风格都对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官场小说创作产生

了深刻影响。0 [ 16]王跃文官场小说区别于同时期 /主旋律

派0官场小说最突出的艺术特征就是他的非道德化叙事立

场,而其超越其它 /写实派 0官场小说的重要标志则是作品

深厚的文化意蕴。唐欣认为: /与陆天明、周梅森、张平等以

鸣奏主旋律为旨归的官场书写不同的是,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

不是宣扬崇高的精神信念与理想主义激情, 而是超越了传统

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非道德化的价值立场致力于展现

官场世态人心。0 [ 17]

王跃文作品超越一般官场小说的文化含蕴受到不少论

者的赞赏,他们指出, 王跃文着力剖析官场上尔虞我诈的斗

争、官场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用非道德化标准塑造人

物理解人物, /其主要目的不是简单地为了再现社会现实, 而

是通过再现社会现实撕开官场人生的面纱, 透视中国官场的

文化本质, 从文化的角度赋予小说更深沉的忧思和寓

意。0 [ 18]称道 /王跃文以敏锐的洞察力, 犀利的笔触对宦海沉

浮、权力争斗中的矛盾冲突和人物性状作了极其深刻的灵魂

审视和道德评判,而且从湖湘文化、官场文化、佛教文化等方

面对其蕴含的文化意味和存在的文化根源进行了深层的发

掘与思考,既写出了社会的官场,也写出了文化的官场, 显示

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蕴。0 [ 19] 5梅次故事6被认为 /把

官场小说创作从简单地揭露腐败, 或者正面塑造反腐败的官

场英雄以及呼唤新时代的-包青天 . , 提升到从更加开阔的

文化深层表现官场现实,从人的灵魂深处寻找人在官场的种

种困惑与无奈,这无疑是对整个官场小说创作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突破。0 [ 20]

对王跃文的创作亦不乏批评之音, 最突出的是对其作品

不自觉流露出来的权利崇拜和 /诲官0倾向提出质疑和批

评。藏策批评5国画6 /与其是对官场的批判, 还不如说是对

某些官场规则的抱怨, 及对借助市场规则 (交易 )获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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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跃跃欲试。它不仅没有质疑权力, 反而凸显了权力。权力

仍在迷宫般的灯火阑珊处招手, ,在某种共同的渴望中,

5国画6既是一种公共的梦, 又不失为某种仕途宝典和升官

指南0。 /他的嫌疑是 ) ) ) 诲官0 [ 21]。武新军也认为王跃文

5国画6明显存在着 /权力决定论的思维迷失与伦理判断的

缺席0的倾向 , /把暧昧的同情给予了那些走向腐败的官

吏0 [ 22]。唐欣和马航飞则认为王跃文5国画 6等官场小说的

叙事存在着 /叙事伦理0异化的问题, 5国画6等一些作品明

显流露出这样的思想意识: /腐败是社会原因,我个人能力有

限, 只能顺应自然。0 [ 23]在这些论者看来, /这种叙事逻辑意

味着一种起码的伦理标准与道德规戒的丧失,意味着通过一

种奇妙的-归罪逻辑 . 来消除道德的内在紧张感。0/其伦理

后果则只能指向-诲官 .和-媚俗 .。0 [ 24]

四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缺憾

在诸多的研究者眼中, 王跃文的作品题材主题独特, 人

物个性突出, 思想蕴含丰富,艺术风格鲜明,是一座值得深入

发掘的研究 /富矿 0。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 对王跃文官

场小说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也不

可否认, 研究中也存在不少的缺憾甚至空白, 诸如对其创作

观念、创作心理的研究以及比较研究不足,研究的同质化倾

向严重等等, 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一 )对其创作观念、创作心理的研究相对匮乏。创作

观念形成是检验一个作家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志,也是一个作

家创作研究的核心内容。王跃文之所以被称为新时期 /官场

小说第一人0,并非浪得虚名, 他是一个有着独特的创作观念

和远大艺术追求的作家, 其作品在新时期众多的官场小说中

显示出鲜明的风格特点和艺术个性。他在自己的散文集5有

人骗你6、5我不懂味 6、5胡思乱想的日子6以及 5拒绝游

戏6、5我不在意什么标签6、5活着要有所敬畏6等文章、访谈

以及大量博文中, 对自己的创作观念、艺术追求都进行过不

同侧面的阐述和解释。他的这些 /夫子自道0, 给更加深入

地研究其创作提供了珍贵的研究线索和分析材料。遗憾的

是, 从现有的研究看, 对其创作观念的研究迄今还很少有研

究者涉及, 更遑论系统的评述, 这不能不说是王跃文官场小

说研究的一大空白。同样, 王跃文独特的人生经历尤其是长

达一二十年的官场生活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其创作的

走向, 形成了他十分独特的创作心理, 对其创作心理进行深

入系统的研究是深层次把握王跃文官场小说创作的不二途

径, 但迄今为止,除了有少数论者言及 /秘书心理0对其创作

的影响外, 这方面的系统研究也几近空白。而从某种意义上

讲, 没有系统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心理分析的王跃文官场小说

创作研究肯定是不完整的研究。

(二 )比较研究有待深入。从创作风格和创作类型来

看, 20世纪 90年代的官场小说明显地可区分为两大流派,

有论者称之为 /主旋律派0和 /官场写实派0 [ 25] , 作为 /官场

写实0派的代表性作家, 王跃文的创作与陆天明、周梅森、张

平等 /主旋律0官场小说作家以鸣奏主旋律为旨归的官场书

写不同, 其小说不是宣扬崇高的精神信念与理想主义激情,

而是超越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非道德化的价值

立场致力于展现官场世态人生。深入比较探究王跃文与陆

天明、周梅森、张平等 /主旋律0官场小说作家创作在主题意

蕴、人物形象、叙事模式以及语言风格异同, 这对于诠释其创

作个性和独特意义都有重要的价值, 也应该是王跃文官场小

说创作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

看,除了少数几篇研究论文对此有所提及外, 还鲜有论者对

王跃文与其他 /主旋律0官场小说的创作进行深入的比较研

究。从网上查询的结果看, 5忻州师范学院学报6 2009年第 4

期王君梅的5 <国画 >与 <国家干部 >之比较6是目前能看

到的唯一一篇相对系统的比较研究论文。同样, 作为 /官场

写实0派的领军作家, 与当下的一些流行的官场小说相比, 王

跃文的官场小说摆脱了揭隐私、暴黑幕的俗套, 具有深厚人

性关怀和文化蕴涵; 和一些同样严肃的 /官场写实0派作家

相比,其创作也有其十分独特的个性和风格,但到目前为止,

除了佘丹清5离间现实而又浑沌于现实 ) ) ) ) 王跃文、阎真

小说并论6和5在场# 典型 # 人本 ) ) ) 王跃文、阎真、肖仁福

官场小说论6两篇比较王跃文与湖南的另外两位官场小说

作家阎真和肖仁福的文章之外 [ 26- 27] , 还没有其他类似的比

较研究,这不能不说是王跃文官场小说研究的缺憾。另外,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创作与清末的 /谴责小说0有着不可忽视

的渊源关系,对之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比较, 也是研究的应有

之义,但目前只有一篇比较系统研究论文, 即陕西师范大学

2002年文学院毛根云的硕士学位论文 5< 官场现形记 >与

<国画 >主题意向和审美价值比较6。很明显, 王跃文官场

小说的比较研究还有待深入。

(三 )研究的同质化倾向严重, 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单

一。与同时期其他官场小说的创作被研究者有意无意的漠

视相比,王跃文官场小说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 产生了

数量不菲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不可否认, 这些研究成果客

观存在着严重的同质化倾向。仔细研读这些论文, 在不少论

文中不难看到因袭重复乃至克隆抄袭点的痕迹。5小说评

论6杂志 2001年第 2期段崇轩的5官场与人性 ) ) ) 评王跃文

的小说创作6和5理论与创作6杂志 2002年第 2期郝雨 5展

现官场中人的灵魂走向与轨迹 ) ) ) 谈近年反腐小说的人物

塑造问题6两篇论文, 是发表比较早、影响比较大的两篇王跃

文官场小说研究论文,两篇论文的主要观点在后来很多王跃

文官场小说研究论文中不断的重复、衍生,更有甚者, 某些文

章的主干内容就是重复这两篇文章的某些为一般研究者熟

悉的观点,这种情况在涉及到王跃文官场小说的一些硕士学

位论文中尤为严重。此外,对王跃文官场小说的题材、人物、

叙事结构、创作缺失, 大多数的文章观点也大同小异, 真正有

创意有新意的研究不多。其二, 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也相当

单一,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从传统的社会学批评出发, 对其创

作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内容解读和艺术评价, 如 5淮南师范学

院学报6 2005年 1期藏策的5 <国画 >的话语分析 6这种从

结构主义 /话语0理论出发进行研究的成果寥寥无几。王跃

文在自己的文章中曾一再声明其官场小说的 /政治文化小

说0属性, 却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应有重视,也很少有研究者

从政治文化这一视角对其创作进行认真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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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作为对湖湘文化特别是湖湘官文化有着切身体验

和深刻认识的湖南作家, 湖湘文化特别是湖湘官文化对其创

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样, 作为一个湘西作家,他作品中

充盈着浓烈的湘西地方文化色彩,但这些方面同样缺乏深入

系统的研究。所有这些都有待研究者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

深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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