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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女生”的造星“泡沫”
很少有一个畅销书作家，会像“亿元女

生”郭妮这样，时不时被这样拿来说事儿：
她有个团队代笔故事提纲，她出镜前被教
导要“表现得像个公主”，她只是工业化模
式打造的“产物”。日前，有报道称，出版人
路金波再度高调自曝郭妮“纯属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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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有人称您为“边缘人”，您则自称是
“尴尬人”，那么您的“尴尬”主要源自什么？

王跃文：我当年在官场而写小说，既不
像官人，也不像文人，所以是边缘人。我
说自己是尴尬人，原是说自己身在官场而
写官场小说，肯定被有些人看做异类。客
观上看，我的处境自然就尴尬。内心也非
常尴尬，一面要调适自己在官场的心里感
觉，不然没法在官场待下去；一面却在写
官场小说，满纸尽是“离经叛道”之言。直
到 2000 年我离开官场，才彻底冲破这种尴
尬局面。

记者：您在博客里写到“今天（8月8日），出
版社告诉我，《苍黄》在北京图书销售排行榜总
榜排名第一、小说榜第一。 突然想起，今天是
自己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于1988年8月8日在

《湖南日报·湘江》发表处女作——散文《书房
小记》”。从1988年8月到2009年8月，这21年
里，您觉得收获最多的是什么？

王跃文：21年，苍黄翻覆。我期间写了
200 多万不痛不痒的文字，头发白去大半。
经历了一些事，见识了一些人。酸甜苦辣，
生生吞下。曾经有些争强好胜，如今通通都
放下了。我没觉得有什么大的收获。我于写

作原来是很自信的，现在却越来越惶恐。每
次翻阅新出版的书，都是无尽的遗憾。自己
明知的不足和可笑之处，又未必是下次可以
弥补或改进的。我渐渐明白怎样才是好作
家，而自己穷尽一生的努力不过是学步而
已。我现在想的最多的就是写好小说，争取
在搁笔之前写一部自己满意的小说。

记者：您现在写作大都是用电脑写吧？对
网络文学关注吗？有什么看法？

王跃文：我用电脑写作时间较长，但对网
络文学不太关注。没有关注，就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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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荆 楚 之 地 ，自 古 以 来 人 杰 地
灵。溆浦，在湖南是一个并不怎么闻名的
小县城。很少人知道溆浦曾是屈原的流
放之地，而王跃文就出生在这里。

王跃文没有太多大风大浪的经历，生活
很自然。但10多年的官场经历，让他比其他
一些作家有了更为真实的生活体验，确切地
说是官场体验。如果仅仅是安于现状，王跃
文也许现在还是某官衙的文秘工作者。现
在，我们恐怕无从得知王跃文当年弃“官”从
文的真正心理。是偶然，还是心慕文章？这
些，我们都只能去猜测。

但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正
如《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一块璞玉历幻尘
缘，最终修成正果。王跃文则是历幻“官”
缘，最终修成文章。讲起这官场之道、官人
之态的个中情状，王跃文大概不需要东施
效颦，或纸上谈兵，这是独属于王跃文自己
的财富！有这样的“以身试法”，再做这文
章，就像驶进桥头的船，“真实”和“自然”也
是情理之中。

从1989年开始至今，王跃文的文学创作
很丰盛。20年的时间，创作了近30部文学作
品，尤以“官场小说”见长，较为著名的是《国
画》《梅次故事》《西州月》等。王跃文自身的
不喜吹捧和粉饰，招致了不少争议和骂名，这
大概是一些人不喜欢他的原因。但骂归骂，
争议归争议，不喜欢归不喜欢，王跃文的文章
一样会去读。

很多人对王跃文的《国画》至今记忆犹
新，那是王跃文的成名作。此书一出版，在社
会上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之于文坛，其争议
更是不少。

有人说《国画》是一幅世相图，有你也有
我，表面的浮华，掩饰不了内心的挣扎。那些
权力倾轧下的百态人生，丑也罢，恶也罢，尔
虞我诈也罢，笑里藏刀也罢……王跃文反传
统批判之道而行，以黑色冷幽默、调侃的笔调
横贯小说，将官场的“真味”原原本本地呈
现。读者阅读的时候，心态就没有太多的大
起大落，在轻松、自然的心境中体味。“文以载
道”没有背负太多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道”
也就在俯笑之间了，道同者方知其用心良苦，
方知其“警醒”之效。

《国画》使得读者，以及各家出版社为王
跃文冠以“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但无论
什么样的评价，王跃文的“文场”远比“官场”
得意。

正当人们对王跃文有所期待的时候，他
却选择了隐遁。而十年后，就传出了他“十年
磨一剑”，这“一剑”就是前不久才问世的长篇
力作《苍黄》。十年著一书，这在当今快餐的
文坛里，是不多见的。这大概又是值得王跃
文为之“得意”的一桩事。

故事里贯穿着一幅油画。画的是深蓝
色的花瓶，插着一束粉红玫瑰。花瓶却是
歪斜着，扶正了花瓶，画框歪了；扶正了画
框，花瓶又歪了。这幅画的名字叫《怕》。
颇有几分“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果”的寓
意。想必这也是王跃文想要表达的官场

“心声”吧。
这把“磨”了十年的“剑”，刺痛了世人一

度敏感的神经。故而有好事者将它比做当代
的《官场现形记》。而这个中滋味，恐怕是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

王跃文：表达官场“心声”

综述篇

记者：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给您的写作
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有人将您称做中国官场
小说第一人。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王跃文：我目前的小说创作，得益于 17年
的官场生活经历。耳闻目睹了许多人与事，这
些都成为我小说创作的营养。所谓官场小说第
一人，那是媒体的说法，出版机构也用做营销口
号。严肃地说，我是抵制任何帽子的。

说到十年磨一剑，并不是说这部小说我写
了十年。这十年，我观察和思考了很多现实问
题，这些都在《苍黄》里面有所体现。可以说，十
年磨一剑，说的是我十年的等待和思考，凝结成
这部长篇小说。

记者：有一个心理测试题说，您和您的旅
伴，还有大象、老虎、孔雀、猴子和狗，穿过一片

险象环生的森林，您必须逐一放弃您的旅伴，最
后您只能与这些旅伴中的一个从森林里走出。

在这五个动物中再添加一个兔子，用它来
代表您所钟爱的文学，那么在逐一放弃的排序
中，兔子会排在第几位？文学，在您的心目中有
着什么样的分量？

王跃文：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过这个心
理测试。我母亲选择了猴子，她认为猴子需要
照顾。我为此感慨母亲太有爱心了。

很多心理测试游戏都是有陷阱的，你不管
怎么选择都会上当。我想直接地回答您：我虽
然热爱文学，但当它同亲情摆在一起，如果需要
选择，我首先想要的是亲情。我不会因为任何
堂皇的理由放弃父母、爱人和孩子。好在我的
亲情一直是我文学追求的最大精神支柱。

我抵制任何帽子

争取在搁笔前写一部满意的小说

访谈篇

C05 智力

拍照pose透露性格特点
看照片时，大家都喜欢就姿势和表情

做一番评价。许多人无论在什么背景下，
都会摆出类似的姿势：双手抱胸；双手下
垂，身体僵硬；双手叉腰，或手反剪在身
后；肢体舒展，笑容自然；没有过多的表
情。看看你的选择代表什么吧？

C07 新知

圣女果是护眼小零食
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眼睛干涩发痒，

还容易疲劳。中国保健协会营养安全专业
委员会孙树侠会长提醒电脑族朋友，时常吃
点圣女果，也就是小番茄，能缓解眼睛干
涩。同时，圣女果中的果胶成分能增加皮肤
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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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源于梁山好汉？
据记载，有“国粹”之称的麻将牌是明朝

时一个名叫万秉迢的人发明的。万秉迢被施
耐庵《水浒传》书中的梁山108位好汉所折服，
于是想做一副娱乐工具来纪念他们。他把麻
将牌设计为108张，暗喻《水浒》中的梁山108
位好汉。

“21 年，苍
黄翻覆。我期
间写了 200 多
万不痛不痒的
文字，头发白去
大半。经历了
一些事，见识了
一些人。酸甜
苦辣，生生吞
下。曾经有些
争强好胜，如今
通 通 都 放 下
了。”

——王跃文

□晚报记者 陈泽来
实习生 张何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