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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良伟

/ 诗 篇

在太行山上

（组诗）

雨花石

每一颗小小的石头

都含有江南的灵气

我不忍抚摸它们

怕化成掌心的水

漫了秦淮河就不好了

坐在玄武湖边

月亮就格外明亮

有金陵女子缓缓走过

石头们也闻到了异香

与它们体内的

没有什么不同

在太行山上

我坐在一块石头上

远处的村庄是条条幻河

体内的血液跳动

它们此起彼伏

甚至冒出植物般的热气

呼吸里阳光闪烁

当我闭上眼睛

有条条道路通向故乡

听 雨

这是夏天的雨

来得快走得也快

像街口的路人

轻挑的

随风飘摇

实沉的

砸进泥土

落在屋顶的

是一个活脱脱的登山人

啪啪的

啪啪的

不是小沈阳的口头禅

是来自

真实的雨的声音

请 求

我们的天空正在消失

来来往往的人是无边的森林

我有一个美丽的梦

是你口中吐着的火焰

而现在，我和黄河离得很近

东去的流水是我体内的血液

一切激情澎湃的浪花终将平

静

如果现在我还可以爱你

那就请你不要远去

其实你更加知道

我常常感受一种孤独

有人曾这样对我说过

我现在也这样对你请求

南京长江大桥

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

站在豫北的太行山上

我再次向你眺望

向多年以前的自己眺望

迎面而来的风

是江边吹来的风

从十二岁到现在

多次坐车从上面路过

有半夜时分

也有大白天

每次都要掀开窗帘看一看

过往的船只或灯火

像是真的看见了过去的自己

那个别人眼中的少年

●

刘瑞清

/ 诗 篇

雪夜低语

你的牵挂有多重

我的勇气无法丈量

你捧给我的是鲜花

鲜花的重量，足以让我沉陷

不是时间可以承载， 所有的

重量

无法预知，却节拍分明

当鲜花，走进风的视线

注定要在寒夜中徘徊

我真的无能为力

任你在风中漂泊

总有许多目光，在夜里沉睡

我却触摸着时间，反复的陈述

你的光芒很重

压碎了今夜的星辰

●

基 民

/ 似水流年

卖菜时光

1970

年 ，我

13

岁 ，正上

5

年

级，却摊了一件差事———卖菜。

卖菜，现在看稀松平常，赖好

是个人，只要情愿，挑担青菜街面

一站，生意就做开了。那时，“革命”

正热烈， 连鸡屁眼都严加防范，怕

生出“资本主义”，自家鸡蛋都不准

变卖。可是，“革命”不顶饥，饭还是

得吃。 而土地也打别，不好好长庄

稼，农人守着田园缺粮吃，得靠糠

菜填补。 城里人优越，国家供应粮

食。可光吃粮也不中，还得配菜。于

是，队里被获准种菜。 菜农把菜园

子打点得齐格整整，每天出产几百

斤黄瓜、西红柿等青菜。 公社说是

“爱国菜”，允许卖给城里人，不算

资本主义。

拉菜进城，得走

10

公里路。出

村一溜国道，一路漫下，几百斤菜

一人拉车满行。 可卖菜得俩人，一

人揽客过秤，一人看摊收钱。 一开

始，派俩爷们，觉得浪费，便调换一

妇女，还嫌浪费，只比爷们少记

1

个工分。 最后换成小学生，一天能

省

7

分———当时学校不上课，学生

整天筛沙捡石子劳动锻炼，队长钻

空 子 说 通 了 校

长。

3

个学生先

后 跟 堂 哥 卖 菜

后，都没被相中。

轮到我时， 才卖

一天， 堂哥便找

队长说：“叫我卖

菜， 就让小安跟

车。 其他娃账算

不清， 摊也看不

住。不然，我没法

干！ ”

堂哥卖菜是

行家， 凭着能把

死 蛤 蟆 说 活 的

嘴，菜卖得快，价

格还高， 队长不

打他的别。从此，

我跟堂哥度过了半年多的卖菜时

光。

卖菜使我走出乡村， 涉足社

会，时间虽短，但看到、听到和学到

的东西可不少，堪为我人生的第一

笔财富。

卖菜使我爱上了学习。

当时，读书无用正盛行，学生

娃比着不学习。 我逮鱼掏蟹很在

行，一让学习就挠头。 但天生对数

字敏感，没上学就喜欢查数。 上了

学，别人笔算半天的加减法，我脱

口就出答案。 尽管语文很差，但卖

菜又不造句作文，只要心算既快又

对。 就是这点能耐，降服了堂哥。

卖菜高峰期， 顾客搅成团，堂

哥砍价秤重，我脑眼手并用，既准

确算账收款，麻利找零，又紧盯着

不让一人“漏网”，不误一点事，没

错一铺账， 连买主都夸说我灵动。

回队交账，更是钢刀利水，分厘不

差，喜欢得会计嫂直想抱我，吓得

我撒腿紧逃———她肚子恁大，听说

装有地雷，怪吓人———后来明白那

是怀着娃儿。

菜倌当得好， 村人都高看一

眼，这使我觉出本领的重要。 别人

做不了的事，你做得了，做得好，你

就出人头地，受人赞赏。 可本领哪

来？ 本领从知识来，而知识从学习

来，可见学习很重要。 过去竟把学

习当儿戏，真是天大的傻蛋。从此，

不管别人咋胡跑野窜，我都不放弃

学习。 中学上完种地那三年，也没

断读书、看报、听广播积累知识，不

想，还真派了天大用场———高考制

度恢复时，做梦似的上了大学。

卖菜使我开阔了眼界。

卖菜使我有幸走进县城，见到

了迥异的风景：路宽地平，楼高房

大；汽车呼呼跑，火车鸣鸣叫；商店

里百货琳琅， 街面上人影密布，与

贫寒寂寥的乡村比，县城是火热的

天堂。

卖菜摊不远处， 就是火车道，

长龙似的火车不住点“哐当”。心说

爬着走就恁快，要是站着跑，还不

飞起来？这念头，现在看幼稚，那时

却很当真。 城里人的衣衫，薄如蝉

翼，透明似的，一走乱颤，仿佛那里

是凉风之源。 而村里，几百双滴血

的眼盯着一个尿素袋抓阄。 抓到

了，缝裤子都不够，只好做裤衩，又

紧窄得凸显着男性特征，一点不能

穿。 城里女人，大闺女小媳妇都打

扮齐楚，青葱水嫩。 那脸，犹红似

白，一掐就能出水。 走路，水上漂

样，敏捷，轻盈，飘逸。说话，轻声漫

语，吐气如兰。弯腰挑菜时，胸部露

出深处的白细，身上逸出迷人的暗

香，逗起无限想望。相比较，乡下女

人再年轻，脸也黑乌疙皱，走路踢

死驴，说话冲倒墙，少有温柔温存

与温馨， 似乎除了嫁人生孩子，啥

都读念不懂……此前，曾想随大流

寻个媳妇胡过一辈子拉倒，而感受

了城里人的另类风采和生活后，竟

心生不甘。尽管这是烂蛤蟆与天鹅

的距离， 但想望的种子一旦入心，

终要发芽，它击退了几多登门说亲

的媒人。 同龄人都荣幸地找下媳

妇，父母急得好言恳求，我终不肯

驯顺。 好像冥冥中有所期待，可期

待啥？ 又有啥可期待呢？ 尽管四顾

茫然，就范终觉憋屈。 人说心高命

薄，我认；说三伏天盼下雪，傻蛋一

个，我不反嘴……然而，三伏天真

能下雪！我竟等来高考，上了大学，

不管找的媳妇咋样，庆幸的是绝无

后患———我的同学或和定亲的村

姑绝交，或和已婚的妻子“拜拜”，

被手搅辫梢、泪流花花的女人当成

陈世美告到学校，有的还因瞒婚被

开除回家。

卖菜教会了我做人。

卖菜，纯是良心活。 地里卸下

的菜，不过秤直接装车，没有数量。

市场上， 菜价不是一天一个样，而

是一会一个样。 每天卖多少钱，无

法定准，只有卖菜人说了算。当时，

我和堂哥家都穷， 谁都需要钱，说

见钱不亲那是胡话。可我跟车第一

天， 堂哥就告诫说：“不该得的钱，

一分都不能要，这是做人的气节！”

我和堂哥卖菜，钱由我保管。 队里

批准每人每天七毛钱生活费，我俩

宁肯少花一毛， 也决不超花一分。

哪怕今天花了

6

毛

9

分，那一分钱

也要和其余钱一齐交账，谁也不去

瞒昧一分，甚至连一丝这样的念头

都不曾有。 一天，堂哥家亲戚进城

看病，买药差

1

块

2

毛钱，到菜摊

找见堂哥。 他先是不肯借，但看亲

戚可怜，先打了借条给我，才把钱

借走。回村交账前，堂哥直意还钱，

可自家无法凑够， 只好找亲戚挪

借，不误如期交账……这事过去已

40

多年，每次想起，仍如在眼前。

那时的淳朴民风、堂哥的正直守信

令我受用不尽……

尽管卖菜时间不长，收获却丰

硕。 它是我走向社会的启蒙，是我

洞观世情、升华理念的窗口，又是

我陶冶心智、铸造人格的淬炉……

年逾半百，回首故往，真感谢那段

可贵的卖菜时光！

●

梁发太

/ 似水流年

沁河滩，最后的芦苇荡

我的家乡在大集体的岁月里，

农闲时除了上工程：打机井，挑河，

修大寨田等， 还有相当的闲散劳

力。 让这些劳力干什么，生产队的

干部们选中了编苇席。

编苇席本不是我们本村的产

业，即便有会编的，整个生产队也

只有寥寥几户，生产队就给这几户

拿工分，请他们教。很快，编苇席就

像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 家

家编，队队编，村村编。 走进村子，

街上满是捋苇的，破笢的；院子中、

屋子里，满是编席的。 苇、笢，填塞

了村子的各个空间。

编苇席先后要经过捋苇 、破

笢、择笢、碾笢、编织、扦席几道工

序， 劳动量相对于三夏和三秋，是

轻多了。拉回了苇子，择去了苇叶，

再按苇的粗细，分捆扎好，大的粗

的方好编席。 接下来便是破笢、择

笢。 会择的一过两三根，甚至整把

整把地拉，不会择的一次一根还拉

不净。择好了笢，就要到砥场去碾。

碾笢推碌碡，不仅要力气，而且要

技术，要使碌碡稳稳的，不颠簸，直

直的，不下板，没有力气不行，两个

人力气使不匀也不行。

编席技术高的，整个劳动过程

即充满了美。 破笢时，看着一根根

笢儿“刷刷刷”地从苇刷中分出，如

同扯不断的蚕丝，又像小虫儿不停

地向前蠕动爬行，真像一个魔术师

在表演魔术。推碌碡碾笢是力气活

儿， 可有技术的人能踩在碌碡上，

偌大的一个石头碌碡，随着他的脚

掌缓缓前进，又缓缓后退，恰又似

精彩的杂技表演。 编席时，女人们

拉过一把笢来，笢儿随着女人们的

手指在女人们的怀里欢快的跳动

着，犹如音乐大师们弹奏着优美的

乐章，一会儿，在他们的身下就会

出现一片白云来。 劳动创造了生

活，生活中充满了美。

当然，编席是劳动，劳动就免

不了吃苦受罪。 破笢时小刀划破

手，择笢、编织时刺儿扎进手，疼痛

自不必说

,

编织起来连挑刺的工夫

都没有， 常常是到了大年初一，不

论怎么忙也要歇一晌的时候，几个

女人才面对面地坐在太阳下，你给

我挑手上的刺， 我给你挑手上的

刺。大冬天碾笢，笢不喷水碾不好，

喷了水，即便是热水，也很快结了

冰。 碾笢时冰渣就会粘到碌碡上，

碾笢的人就这么推着冰碌碡。数九

寒冬， 开始感觉到碌碡是凉的，推

一会儿感到手掌发烧，再推一会儿

便麻木得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冰渣

还常常将笢儿带起，清不及会把笢

带乱，清不好刀刃似的笢儿会把手

划破。碾完了笢回家，千万别烤手，

要端盆儿热水，慢慢儿烫。 手由麻

而烧，由烧而疼，才有了正常的知

觉。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大集体时

期，编苇席成了生产队的主要经济

收入。哪一个生产队的劳动日工资

上去上不去， 主要看编席的多少。

供销社专门设立了苇席收购站，使

这一产业纳入了国家的计划经济。

苇席的产量高了，本地的苇子不够

用，整火车整火车的新疆笢运过来

了。 新疆笢和本地笢相比，皮儿薄

色儿白，各生产队都抢着拉，有一

年的大年初一， 我们还去拉过一

次。 生产队专门设立了奖励机制，

一条四六席记一个劳动日，再奖励

五分钱， 比背锄头去地强多了，各

个生产队的编苇席真可以说是热

火朝天，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编苇席，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成了

我们家乡的支柱产业。

1983

年，大集体散了，编苇席

的产业也由集体转为个体，自买自

产自销。 后来，服装、造纸产业兴

起， 编苇席显得劳动量大而产值

低，干家越来越少，到现在，几乎销

声匿迹了。

在我们的家乡， 在沁河滩上、

在黄河滩上，曾经漫无边际的芦苇

荡，在当年编苇席的岁月里最终消

失。

●

石 语

/ 自然与人

盛有鸟儿的天地

不到田野，不到山林，你应该

不知道什么叫做鸟。

秋天的田野， 玉米收割完毕，

冬小麦已经种上。 田垄上、道路上

满是枯黄的草了。路边的树叶也脱

落得差不多了，露出一排排稀疏的

枝条， 像是在梳理天空的寸寸微

云。 整个大地呈现出一片高旷、静

穆的气度。 这时，你会看到鸟儿美

丽的飞翔。

是那种平日里灰头灰脑、躲躲

藏藏的麻雀吗？ 是那种在屋檐下

栖息、 在鸡食盆里偷食、 身披褐

色短衣的小虫 （我们家乡叫它小

虫） 吗？ 此刻， 它们似乎在举行

一场盛大的聚会。 几百只、 几千

只的麻雀聚在一起， 叫着、 飞着、

喧闹着， 离老远都能吵得你耳膜

生疼。它们一会儿集合在路旁的树

上，一会儿迅速地落在地头的草垛

上， 一会儿又飞向远方的小树林

里。 它们的队形时而像个手掌，好

像在和小河握手；时而像片被蚕儿

啃缺了边沿的桑叶， 在风中飘飞

着； 时而又像一条柔软的舌头，舔

着土黄色的田垄，滑向天边……我

真不知它们怎么了，这样兴奋这样

狂妄这样快乐。 它们是在会餐，是

在集体演唱， 还是在开快乐派对？

我无从得知。 如果真的是开派对，

那它们真是太伟大了。 以天空为

背景， 以大地为舞台， 以树林河

流为道具 ， 以晚霞为灯光效果 ，

不知道， 这世上有没有比这再宏

伟壮丽的派对了。

如果说田野里的鸟儿的派对

是立体的， 那么山林中， 鸟儿的

表演主要就是歌唱了。

山林的树木和草叶都有吸音

作用的， 所以山林里通常显得很

静。 这是我在家乡青龙峡游览时

的最强烈的一种感受。 这里没有

远处火车偶尔的汽笛声和朦胧的

车轮声， 没有鸡犬之声， 没有街

头悠长的叫卖声， 连屋子里轻微

的空调嗡嗡声和哒哒的键盘声也

没有。 只有静———这是声音的真

空， 像是树叶和露珠过滤走了一

切的声音之后， 只等着鸟儿来歌

唱了。 远远地， 声音清脆， 带有

露珠的湿润、 清凉、 甜味。 先是

一只， 一个音一个音地吐着。 后

来变成了两只， 换成了两三个音，

还能转个小弯儿。 时而对唱， 时

而合奏， 同一个音调， 却能让人

感到不同的内容： 有爱情的渴慕、

生活的愉悦、 山泉的清澈、 松涛

的回味。 彼时， 对面的山林中又

传来不同鸟儿的鸣叫。 它们有的

吐着舌头打卷儿的音， 有的能操

纵五六个音调， 七转八转， 还有

的只用两三个音符， 却清脆尖锐，

大有响遏行云之势。 和公园里人

工养的鸟儿相比， 这里的鸟鸣声

更率性随意， 有泥土气息。在林荫

道上漫步，它能陪你一路哩。

至今为止，只有传说中的人懂

得一些鸟语。 如果真有人懂得，询

问一下，鸟儿的生活趣味大概会有

这么两点：飞翔和歌唱。

难以想象，不能飞翔的鸟儿算

作鸟吗？那些被人豢养的肥胖臃肿

的鸡鸭鹅， 因为丧失了飞翔能力，

有时索性连动物的基本权利都没

有了———它们只是人们餐桌上的

一道菜。它们大多数时间在地上行

走、在水中游动，或者呆在笼子里。

偶尔它们张开了笨重的翅膀，可又

缺乏那种拔离大地的理想和与天

空亲近的勇气，只能无奈地合上翅

膀，悻悻地走开了。

和走兽相比，鸟儿就更显得美

妙轻盈了。 狼与虎的目光中，总是

凶残的光，那是一种贪婪的、时刻

饥饿的眼神，它们生命似乎只有一

个使命，那就是吃掉别的动物。 鸟

儿一飞冲天的惬意与一览众山的

视野，也应该是它们远远没有的。

●

王顺文

/ 诗 篇

●

周希江

/ 摄 影

云台赞

碧潭红峡藏深山，

一帘幽梦挂壁岩。

绝世瀑布从天降，

观景台上听雨喧。

一年四季有不同，

时时变化景常鲜。

春花烂漫夏爽凉，

秋染层林冬挂川。

●

张清林

/ 文学评论

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力作

———评杨晶长篇小说《拿钱说事》

读了杨晶的长篇小说《拿钱说事》，我很感震惊。 思前想后，比

较中外作品， 觉得小说确有许多新颖独到之处， 是一部少有的佳

作。 从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贴近度，从对社会发展的深沉忧思，

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和期盼，从艺术手法的独特、奇绝，从语言的

瑰丽及其运用的娴熟，从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等诸多因素来看，

我认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力作。

小说二十一章， 章章都有许多有趣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都由

“钱”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它反映了“反右”、“文化大革

命” ，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半个多世纪的城乡生活，塑造了难以

数计的各种形象。这些形象又涵盖了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阶层。有工

人、农民、军人、官员、商人、教授。他们有的贪婪，有的吝啬，有的贫

穷，有的富有，有的贪色，有的愚昧，有的崇高，有的卑俗，更有刚正

不阿，廉政尽职，舍己为人者。作品还表达了伟大的母爱，纯洁的爱

情，仗义直言和侠肝义胆，离奇古怪的冤假错案以及受害人的不屈

抗争。当然书中还有展示出腐败者心灵的酒足饭饱后的黄段子，还

有贪污受贿者的“索钱经”。 总之，大千世界、奇奇怪怪，应有尽有，

包罗万象，不愧为一把人生百态的解剖刀，照妖镜。 这是一曲颂扬

真善美的天籁之音，更是一把鞭挞社会丑恶的钢鞭和利剑。

作者的叙事手段非常离奇而高明。正如书名《拿钱说事》那样，

作者运用童话的方式，让存钱罐里的硬币苏醒，并赋予它们生命和

人格，让它们有自己的名字和性格，然后由这些硬币根据各自经历

中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来讲述人类社会中五花八门的故事，并对

人类社会和人物展开议论评说。 这些议论评说构成了小说的有机

成分，并且语言幽默、生动、犀利、精彩而深刻，使人读后感到妙趣

横生。

小说中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和夸张， 比如让社会上各种丑恶和

腐败者长出各种不同的长鼻子，大者如柱，长者盘成一堆，甚至还

要人抬。各种颜色的鼻子是不同丑恶的标志。小说还极力赞颂了一

个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撤职干部贾海珍， 让他随孔明灯升空飘飞

到西半球的一个城堡，去搭救那里的人民，最后化作太阳而献出了

自己的生命。 书中还写了一个叫作甄德友的人，进入地府，通过他

的游历过程，见证了社会中罪孽深重者在那里受到的各种惩戒。书

中还写了一个叫如蚁的人，梦入蚂蚁国去解决冲突，治国安民的故

事。这些非现实的描写，听起来虽然有些荒唐，但在艺术的天地里，

由于作者高超的技巧，而使之有了可信的依据。

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的成功是作家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志。这

部小说的语言是成功的，作者的语言运用是娴熟的。 叙事个性化，

描写形象化，议论哲理化，整部小说精炼瑰丽，耐人寻味。

读过这本小说， 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他不遗余力地赞颂人性美、道德美、正义美，对社会上的腐败和

各种丑恶进行猛烈地批判和鞭挞，务必除之而后快。这些正是人民

所企盼的。 我们呼唤这样的作品多多益善。

●

张海生

/ 文学评论

在梦想与现实杂交的土壤里垦殖

———兼谈黄凌和他的官场小说

《进退》应该是黄凌与出版社签约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了吧。 这

五部长篇写的全都是官场，从《统计局长》到《局长滋味》、再到《政

绩》和《扶正》，一直到刚出版的《进退》。 他一路写来，写得扬扬洒

洒，他仿佛找到了一块蕴藏丰厚的油层，一管探下去，原油便喷涌

而出，汩汩不断。

我喜欢读书，也喜欢读小说，黄凌的这几部小说我更是认真地

读了。 从他这五部长篇里，我看到了他对官场的思考，对官场的批

评，对官场的期盼，对官场的研究，对官场的倾心投入。

黄凌本身就是官场里的一员，他一直在官场里斯混，二十多年

的官场生活使他写起来就特别的得心应手。 这几部小说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就是以绵密的生活细节把机关生活与领导生活从某一个

侧面和盘托出， 从而再现了机关领导人物与一般人物的奋斗与挣

扎、正义与私欲，笔锋直抵人性幽微和情感隐秘之处，读来令人震

撼， 发人深省。 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用大量的笔墨去写机关的

“原生态”，给人以极强的真实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

《统计局长》是他官场小说的第一部，也是我国反映统计战线

上的人与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写这部小说时，他正在县统计局

长的位置上。他以自己亲身的体验为基础，虚构出一位真实的统计

局长艾吾言，写出了这位局长的矛盾、心酸、委曲、尴尬和无奈，从

而揭示出了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样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问

题。当初《统计局长》出版的时候，他最大的担心就是怕有人对号入

座。确实，《统计局长》发行后，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也给他带

来了一定的思想压力，但很快就平静了。 统计局长写《统计局长》，

这在全国恐怕也少见，应该需要一些胆量和底气吧。黄凌说，在《统

计局长》里，我个人的影子应该是有一些的，但现实是现实，小说是

小说，我和艾吾言绝对隔着相当远的一段距离，包括小说里的常务

副县长、前任局长、农调队长等，仅仅只是小说里的一个元素、一个

符号而已。《统计局长》出版发行后，他接着又创作了两部反映统计

生活的《局长滋味》和《政绩》，先是在网上走红，并相继与出版社签

约出版发行。这样，在官场小说的圈子里，黄凌就有了一席之地。

三部以统计为内容的长篇出来之后， 黄凌就把目标放在了更

远处，构思出了百万余字的《官场三部曲》———《扶正》、《进退》、《局

势》。 目前，《扶正》、《进退》已出版，《局势》也已杀青，并交付出版

社，正在印刷出版。 官场小说有正面颂扬的，有揭露阴暗面批评鞭

挞的，黄凌的官场小说，总体上应该是“揭露鞭挞”类的。《官场三部

曲》 围绕江河经济发展责任追究局综合处副处长赵进科的升迁变

化，塑造了一群职务高低不等，思想境界各异，各自言行独特的复

杂生活群像，从而写出了机关人际网络的构织、人事关系的复杂与

勾心斗角的弊病，全篇始终彰显了人的良知与机关正气，是一部书

写机关正道的现实主义力作。这三部小说总的来讲有三大特点，其

一：写官场沉浮，刻画了主人公赵进科如何升官，如何罢官，又如何

官复原职，攀上省政府高官后人们对他的态度如何转变，写他如何

被局长当作与省政府领导联络的桥梁并如何被推上副局长之位，

写他如何为市委书记副省长摆平算命仙儿之死一事， 写他如何划

圈拉拢手下人为己所用， 写他如何撺掇省领导子女靠官吃官与组

建公司如何发官财，写他受到规劝回心转意却又屡遭暗算，写他与

局长磕磕碰碰中如何取而代之成为代局长等的仕途轨迹； 写官员

之间的勾心斗角，突出了“斗官要术”，再现了官场“原生态”；写美

女闯官场的辛酸。作品以赵进科的升降为主线，巧妙地把其他官场

元素融为一体，字里行间还原了当下的官场，这是与其他官场小说

“单打一”写法的区别。其二：故事一波三折、扣人心弦，小说揭开官

场的面纱，直抵官场中的人性，呈现给读者的是官场“浮世绘”，文

笔真实而又细腻、大胆而又犀利，读之让人欲罢不能，引入深思，有

淋漓尽致之感。 其三：小说的真实感比较强。 作者以自己为官近二

十年的亲身感受与对官场的思考，真实地再现了官场，文中没有做

作，没有作秀，与那些非官场中作者所写的官场小说有着明显的区

别。

黄凌不是专业作家，身为一局之长，工作是比较忙的，加上一

些应酬，他创作的时间大都是在业余，晚上和星期天大都用来读书

写作。他说自己爱好读书写作就像别人爱好跳舞唱歌打麻将一样。

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读书写作计划即一周读一本书， 每天写两千

字。 他每天晚上十二点以前很少睡觉，晚上都在自己的书房写作，

星期天几乎全天写作。 所以这几年来，他的计划没有落空，这是非

常难能可贵的。到目前为止，他所写出来的文字加起来要有

300

多

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