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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多一分廉，民增一分福。近些

年来，党中央惩治腐败成效显著，受
到热切肯定。反腐败事业的推进，
让人们再度看到扫除腐败雾霾，迎
来风清气正社会氛围的希望。当代
反腐题材文艺作品回应党中央反腐
败决策，以现实主义的担当与勇气
触及尖锐社会矛盾，表现出鲜明的
时代精神、忧患意识，体现了强烈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事实上，当代
文学创作对反腐斗争的表现，从题
材、体裁、取向等方面，均经历了
一个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持续
为社会增添着正能量。

替社会和民众代言立言

反腐题材文学创作反映了作家对
国家命运的深沉思考，对重大社会问
题的敏锐捕捉，对社会生活前进发展
过程中出现曲折的焦虑，那种“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的理性担当，那种
为社会为民众代言的充沛激情，曾经
是一个时期反腐文学表现出来的主要
特征。在世纪之交的那些年代里，以
张平、陆天明、柳建伟、周梅森等为
代表的一大批富于强烈使命感的作
家，以现实主义的笔法，用自己的创
作对社会问题、腐败阴暗进行猛烈的
正面强攻。他们的创作有着明确的意
图，那就是要以自己的作品构建起宏
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直接表明自己对
转型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法制等方
面反映出来的矛盾问题的立场和态
度。在他们的作品中，正义与邪恶、
真理与谬误的激烈较量，是时代进步
潮流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而在这
些较量里，勇敢弄潮者们总是以国家
民族发展为己任，置个人利益于不
顾，他们的精神风貌就侧面反映了在
时代前进中的大趋势。

无论是张平的 《抉择》、陆天明
的 《大雪无痕》，还是柳建伟的 《英
雄时代》、周梅森的《中国制造》，之
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首
先在于集中体现了干预生活的现实主
义勇气。这些作品的创作大多经历了
认真的深入生活与实地采访，有着作
家个人的理想贯注。这些作品往往围
绕一个企业、一个地方的具体行政运

作、生存环境进行叙事描写，实际上
把握与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面貌，社
会发展中的波折、大的社会生活场域
中善与恶、忠与奸的搏斗，都在作品
中化为具体的情节。张扬社会正气、
鼓舞人们迎接挑战、战胜丑恶，是作
品充溢刚性经典力量的重要原因。这
些作品不仅直接回应现实提出的问
题，较为深刻地揭示出普通百姓对理
想社会生活的期待，具有干预现实的
坚实力量，而且将社会问题典型化、
集中化，以其现实主义艺术构思，为
后世留下了一幅幅世纪之交堪称中国
社会全景图的生动画面，其史诗性、
深沉忧思至今具有不可替代的认识价
值，显现了这一代作家长期观察生
活、参与现实的厚积薄发。这些作品
一经发表，往往就会产生一石激起千
层浪的效应，迅速改编为影视作品，
社会影响继续再度攀升，显现出极强
的群众基础和生命力。

转型与新变引人注目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反腐题
材文学创作出现新的特点，那就是逐
渐走向转型及深化。此类创作大多在
更为细腻入微、更为日常化的叙事
中，揭示反腐斗争内在的惊心动
魄。生活场景的精雕细刻、人物
心态的准确描摹，成为作品在
构思之初即已经确立的基本
思路或主要出发点。以往那
种宏大社会背景的描绘，
波涛汹涌、大浪淘沙式
的善与恶的争斗，退
为作品大的社会背
景。作家在家庭、
单位等小范围单
元中进行“一
叶 知 秋 ” 式
的刻画，无
疑已经成
为 这 些
新 型
反腐
题

材文学创作的显著特点。比如尤凤伟
的小说 《金山寺》，巧妙地围绕一场
花费 10 万元的烧香拜佛法事线索，
揭示了造成腐败的原因，以及人们对
待腐败现象的复杂心态。一场作为贿
赂出现的法事，耗资竟然有 10 万元
之巨，但追查的人因不敢得罪作为
一方事主的佛，使一件腐败案不
了了之。小说以暗含讽刺的笔
法，通过“佛贿”风波，透
视人物的灵魂。邵丽具有世
情 小 说 风 貌 的 《第 四 十
圈》，没有正面描摹公务
员的腐败，而是通过
写社会的疾苦、社会
的 病 象 ， 揭 示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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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常现象，说明
反腐倡廉的任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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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反腐小说创作

更多地伸向人的内心世
界，把主人公放在各种不

同的情境下进行考验，角度
巧妙。比如杨少衡的 《酒精测

试》 是拿当下干部喝酒做文章
——酒量不错的副书记“我”早已

名声在外，却赶上省委暗访组正在
查公务接待，接待一把手朋友时如果
被暗访组查获， 政治生命马上结
束，但如果临酒退缩，“我”这个副
书记则显然会“被边缘化”。一把手
的“酒精测试”，测的是自己的权力

是
否

有 绝
对 的 权

威，以及
手 下 是 否

绝 对 忠 诚 ，
“一把手的绝对
权力带来的绝对

腐败”，在精巧的
布局中，显得格外

意味深长。再如凡一
平的 《非常审问》，写

的则是贪腐局长万一光在
家和妻子相互进行模拟审

问，以期真正被审问时能够
蒙混过关。他希望退掉那些老

总们送来的巨款，没想到这些老
总要么不承认，要么表示“打死也

不会说”，而且继续送钱给他。后来
万一光锒铛入狱了，但并没有出现他
臆想中的审问，如山铁证已不再需要
他交代什么。作家控诉揭露贪腐之
恶、弘扬正义是与观照万一光的人格
扭曲结合起来的，似乎他惟有入狱才
能获救，重新拾回人格的健全。这些
作品不以正面构建正义与邪恶搏斗场
景为特色，而是采用了富于文学张力
的书写，对反腐斗争的揭示颇为深
刻。

深化才有出路

反腐斗争在深化，反腐题材文学
创作更需深化。其中的一个难点，是
彻底划清与所谓官场小说的界限——
从出发点、立足点到社会效果等方
面。官场小说继承谴责小说余续，立
足点是满足好奇心，低层次展示职场
官场的从业技巧，以突出厚黑、人心
险恶等博人眼球。反腐文学创作的出
发点是促进社会进步与人性完善，对
政府运作等的涉及是出于情节的需
要，其核心不是 “官场生活”得失
内幕，更不能以制造“官场潜规则”
为卖点。国家政权机构的主流是好
的，是正面的，并不是群众的对立

面，这是反腐文学必须坚持的基本
立场。反腐文学站在社会主流一边，
呼唤社会进步，在艺术上要避免官场
小说流弊，摆脱类型化、脸谱化，以
及以情节为叙事结构核心的套路。作
家要站在国家利益一边，而不是展览
社会生活中的丑恶，并采取袖手旁观
姿态。强调反腐文学回到文学本身，
就是要发扬现实主义传统，以人文主
义坚守和人道胸怀，勇于批判现实存
在的不公，为维护政体廉洁健康鼓与
呼。

反腐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净化
社会风气、形成道德人性自我约束
机制。人人都拒腐反腐，社会才有
希望。反腐文学要探究人心内里，
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反映出
在社会发展中人的精神世界出现的
新问题，而不是隔靴搔痒地简单罗
列 事 实 。 阎 真 的 小 说 《活 着 之
上》，整体上摆脱了善有善报、清
官力挽狂澜等基本模式，拒绝有意
或无意地粉饰现实从而遮蔽社会本
质揭示的做法，作品揭示了社会生
活方方面面都要“找关系”、“托门
路”，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使用或乐
于使用一些“潜规则”，反映了社
会风气净化的任重道远。优秀作家
的现实主义追求往往有对社会的深
刻洞见，而不盘桓于好人与坏人、
好官与坏官之间的简单冲突层面上
架构故事。反腐题材文学创作要克
服有思索无思想，有思考无深度的
弊端，强化对人性剖析与拷问，同
时强化反腐题材文学的大气与刚健。

高于生活、提炼主题，克服简单
化、机械化、表面化弊端，需要反腐
题材文学创作上升到复杂人性和心灵
拷问层面揭示作品主题，这才能开辟
出反腐题材文学创作的新路子。丰富
多彩的现实生活为激发出作家的政
治、历史、文化和哲学深层思考提供
了土壤，但要杜绝创作的模式化，克
服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类型化、定型
化、脸谱化，还有赖于艺术手法丰
富。如果只局限于复制生活故事，或
者只满足于展示人的卑琐，则无法达
到性格典型化，更无法刻画出人物内
心世界，无法达到审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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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增添正能量
梁鸿鹰

春中，我陪母亲
回了趟乡下的老家。
家 乡 的 水 泥 路 修 好
了，家乡人特意打电
话要在外地捐款修了
路 的 乡 亲 们 回 去 看
看。老家月亮坞是个
山清水秀的地方，村
里 房 子 多 是 青 砖 瓦
屋，每家屋前都有口
水井，井旁生着许多
不知名的野花，蜻蜓
嬉戏其中，惹得我和
表 妹 屋 前 屋 后 追 着
跑。跑累了便扑倒水
井旁照镜子，看头顶
上飞舞的红蜻蜓。

我开着车，过了
黄泥路，又是碎石小
路 。 路 不 仅 坑 坑 洼
洼 ，而 且 越 来 越 窄 。
眼 看 路 走 过 了 一 大
半，天空飘起蒙蒙细
雨，这时迎面却走来

了一个老农，手上还牵头牛，慢悠悠地走着。青
箬笠，绿蓑衣，大有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意思。

这就麻烦了，车轮刚好占住路的两边，车
没办法让人，人也没办法让车。唯一的办法只
有一方往回走或退到底，否则谁也过不去。我
希望老农倒回去，可老农牵着牛横站在路上一
动不动地瞪着车，我有些急。母亲却让我倒退，
说你没看老人家牵头牛，肯定是去早耕，一年四
季在于春，快别耽误了人家。我倒车的技术实
在不好，路又坑洼不平，但母亲的话我向来少违
拗，只得开车向后倒去，好不容易才倒出了那条

路，只听“砰”的一声轻响，车尾撞到了石头，我
忙下车去看，车尾被划出几道印痕。老头已牵
着牛从我们身边经过，竟然没看见似的。大好
的心情，一下被这牵牛的老头给破坏了。

过了碎石小路，上了一条新修的水泥路。
前方就是我日思夜想的村庄了，周边山还是那
些山，绿还是那片绿，只是路边起了不少二层
小楼。又看到村头那棵老槐树了，我想起了奶
奶，小时侯只要我们姐妹几个来或走，远远的
都会看见奶奶倚在树边等或送我们，直到背影
看不见了还站在树下挥手遥望。那时我常想等
我长大了一定要把奶奶接到城里住，可惜奶奶
很早就过世了。

进了村，乡亲们三五成群在路边迎接。我
们下了车，村民把我们围在中间，让座倒茶问
寒问暖，我的心一下热呼起来。见了表妹，更
是来了兴致，我们讲小时候的故事，在院子里
穿梭。院子的左边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竹群，竹
群几乎环绕了半个院子。院子中间是棵枝叶翠
绿的大枣树，盛夏时节树上挂满了半青透红的
大枣，似乎一伸手就能拍下满地的果实。院子
右面有片桃花林。每到春天，那片桃花林就像
天上掉下的彩霞，迎风摇曳清香怡人，闻着就
像喝醉了酒似的。踩着绿茵茵的草地，闻着泥
土的芳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夕阳西坠，依依不舍地和亲友们道别。上
了那条碎石小路，在田边又看到了那牵牛的老
头。车开到路中间，前车左轮卡在了一个深坑
里，我下车把母亲扶出车外让她在旁等着。我
上车后猛踩油门，车轮是飞出了泥坑，半个车又
冲下路去。我急忙刹车，但不敢开车门，怕车失
去重心冲下田梗。正当我要打电话喊人来帮忙
时，那个牵牛的老头跑了过来，看了看悬挂在
田边的车，挥着手对田里干活的人吆喝了几
声，立即有几个青壮劳力跑了过来。在他的指

挥下，几个人合力扛车，随着
老头一声“起”，车竟然被他们
从 田 埂 下 抬 上 了 路 。 在 那 瞬
间，我心里真是感动，忙下车
对他们表示感谢。老头呵呵地
笑着，挥挥手牵着牛和那几位帮
忙的往回走去。

天边的夕阳已成晚霞，袅
袅 炊 烟 缭 绕 在 每 片 屋 顶 的 上
空，凝成一片云香。我扶母亲
上车，晚霞中一只红蜻蜓从我
眼前飞过，我开心地笑了。

乙未年春节，一家人开车出游。沿京
石高速路南行，经河北涿州向西，到一
处，见仿古新建朝东方向的城门楼，上书

“张坊”地名。左侧城墙有一行醒目大字
“张坊宋辽古战道”。

入城，一条东西向的商业大街展现眼
前。南北两边各色商店林立，多为二三层
楼房。村里节日的喜庆，激醒了家人儿时
在农村过年的记忆，这里看，那里瞧，买
炒货、菜籽、手摇元宵，还买了一把镢头
和一个多年未见的釉面绿色陶瓷盆。走到
西街一广场，被一座高高的仿古新建镇楼
阻挡，靠北有一仿古新建的戏台。第一次
到此，笔者很有兴趣，问一老者，这儿哪
里有文字介绍的书籍？老者一边用手指出
去向，一边说：到村委会问问。村委会办
公室一位工作人员给了我一本 《张坊村
志》，我喜出望外。见过县志、省志，村
志还是第一次见，如获至宝。

读《张坊村志》（下称《村志》），同
时查阅有关资料，得知张坊村就是镇的所
在地。距北京80公里，是房山区西南一边
村、边镇，与河北省交界。拒马河环绕，
流经张坊铁锁崖分流为南北两拒马河，北
京十渡景区就从这里一渡开始。西靠黄土
高原与华北平原分界的太行山。张坊，既
是古代、近代一军事争夺重地，又是一商
贸交流的集散地。过去，每五天一集，月
末有大集。1980 年，恢复农历每月初三、
初八大集，一度衰落的古城正在换新颜。

首先想了解这里历史文化渊源。为何
称“张坊”？《村志》多处记载说，西晋末大将
军刘琨在此驻防，沿拒马河帐房林立，年长

日久，后谐音称张坊。为抗击上党羯人石
勒（十六国时，于公元 319-351年建后赵政
权）骑兵来袭，沿河用竹、木、铁等支撑交叉
连结做障碍物，此河后称拒马河。

《村志》 记述宋辽时期的传说：宋将
杨六郎从雁门关北上，驻军房山地区 （张
坊），迫使幽州辽军固守。张坊古战道可
能是宋军屯兵所筑，在古镇楼地下，深 4
米，内有藏兵洞，青砖铺地，地道留有照
明灯具等遗存，现已开发为旅游景点。至
于何时、何人所修，尚无定论。

《村志》 还记一事：北宋雍熙三年、
大辽统和四年 （即公元 986年），“李继宣
战契丹于拒马河上，追至孤山口，契丹引
去。”宋、辽在这一年发生激烈战争，确
有古史为证。宋军从几条战线同时攻辽，
在拒马河一带作战的主帅是曹彬。战争开
始互有胜负，争夺涿州激烈，反复易手。

《村志》开卷写明：“本志记述内容贯
通古今，明古详今，重点记述新中国建立
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内
容。上限追溯事物发端，下限断于 2010
年。”全书设 15章，有自然环境、隶属沿
革、军事、经济、旅游、居民生活、文化
等，共20万字，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一部丰
富多彩的村史，展现了共和国60年农村发
展史。这里，解放前绝大多数村民过着饥
寒交迫的日子，1948 年底房山县全境解
放。1949 年春，进行土地改革。经过 60
年艰苦奋斗，虽有曲折，这里换了人间是
无可争辩的事实。简略抄录几组数据：

村民饮食结构情况统计表明，1950
年，主食占 80%，蔬菜等副食占 20%。

2010年，吃粮食减少了，吃肉类等副食增
多，占50%，表明生活质量的提高。

村民家庭耐用消费品，从上世纪70年
代开始，有了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摩
托车、电风扇；1980 年开始有了电视机、
冰箱。90年代以后，又增添新的电器设备
和通讯、交通工具。全村人均住房面积基
本达到30-50平方米。文化程度有较大提
高。到 2009 年，已为 1887 位村民办理养
老保险。村民 100%参加了农村合作医
疗。80岁以上的老人和残疾人受到照顾。

村民不仅吃饱、吃好，穿暖、住宽
敞，还开始实现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
所医。《村志》列出的一组组数字，印证了全
村历史性的变化，让人喜悦、敬佩。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范围内城镇化建
设的速度大大加快。保护古村落和名镇的
舆论应运而生，“记住乡愁”成为新闻媒
体响亮的口号，学者们惊呼历史有名村镇
再不保护就悔之晚矣！我们不可忘记，村
落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居于祖根地
位。《史记·五帝本纪》记述虞舜的事迹中
有一句话：舜耕历山，一年所居成聚 （即
形成村落），二年成邑 （小城镇），三年成
都 （大都城）。这句话，反映了虞舜受老
百姓拥戴而集聚变化快的盛况；也概述了
人类文明起源的历程。人类随着农耕文明
的发展，进步的时间是漫长的，不是一年
一个样，但都是先从固定居住村落开始
的。“记住乡愁”，既需要保护现存的实体
建筑，也需要有文字图片留存。情系各地
古村落的有心人，像张坊村那样，组织力
量编写“村志”，可能是有效的举措。

读《张坊村志》
薛 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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