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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言：似曾相识应该说王晓方与著名作家顾怀远神交已久，因为王晓方非常喜欢顾怀远的作品，特别
是顾怀远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驻京办主任》，颇让王晓方艳羡，甚至有些嫉妒，因为写一部类似的
力作一直是王晓方梦寐以求的事情，让王晓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每当他心中酝酿一个选题时，总是
让顾怀远捷足先登，在王晓方心中，顾怀远犹如一个幽灵始终窥视着他的内心世界，他大有&ldquo;既
生瑜，何生亮&rdquo;的慨叹！
当然王晓方一向认为顾怀远不仅是中国最勤奋的作家之一，更是少有的难得的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家，
王晓方不仅欣赏顾怀远的才华，更感佩他犀利的笔锋，他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真话的孩子，
总是以童言无忌的心态道破天机，相比之下，王晓方认为自己过于浮躁，总希望通过文学获得一些虚
荣，不像顾怀远一直执著于文学的彼岸，因此王晓方认为，顾怀远应该是一位生活在小说中的人，他
应该每天生活在小说里，或者说他是一个以小说为生命的人，不如此，就无法解释他那些关于小说的
小说。
或许顾怀远从未在现实里出现过，但他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小说，他把自己囚禁在小说里，小说已经
成为他思想的监狱。
不，不是这样的，王晓方认为被囚禁在小说里的恰恰是自己，对于顾怀远来说，小说不是监狱，而恰
恰&ldquo;是他的世界通向另一个温柔、光明、美丽的世界的出口&rdquo;，正如纳博科夫在《庶出的
标志》的序言中所指出的，这部小说是以一块明亮的雨水积成的小水坑开始的。
这个长方形的小水坑形状上像一个要分裂的细胞，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要么是一块墨水迹，要么是泼
出来的牛奶，要么是一个脚印，而在小说的结局，则是&ldquo;灵魂在空间留下的印记&rdquo;。
毫无疑问，顾怀远在效仿纳博科夫，试图将他的小说当成一个个细胞抛给读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
细胞开始分裂，他的小说就这样获得了生命。
王晓方之所以对顾怀远如此感兴趣，不仅仅缘于同为作家的敏感，更由于自己不能像顾怀远那样找到
小说之狱的出口，王晓方一直试图通过研究顾怀远，找到其心灵深处通往虚构世界的秘密通道，他认
为只有在这条通道上，才能遇上真实的顾怀远。
其实在王晓方的人生旅途上，曾经有两次与顾怀远擦肩而过的经历。
一次是他进入政府工作之前，另一次是他从政府辞职之后，这两次与顾怀远擦肩而过，唯一不同的就
是，第一次他还是个文学青年，第二次他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家了。
记得第一次与顾怀远擦肩而过是二十年前的事，地点是大学校园。
令王晓方十分不解的是，当时的顾怀远相当年轻，应该在二十岁刚过，而他已经是不惑之年了。
在校园小树林里，顾怀远坐在长椅上晨读，王晓方在不远处打形意拳，他隐隐约约听到有人正在背诵
赫拉克利特的那句名言：&ldquo;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rdquo;王晓方很喜欢这句名言，便收住拳脚，闻声寻了过去。
透过斑驳的树叶，他发现不远处的长椅上，坐着一个年轻人正捧着一本书晨读，年轻人的样子让他感
到似曾相识，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他很想凑过去攀谈几句，但是发现林中小径宛如一条小溪，却怎么
也走不到年轻人的身边。
这时，走过来一位漂亮女生，王晓方赶紧问：&ldquo;坐在长椅上的是谁？
&rdquo;女生咯咯笑道：&ldquo;连顾怀远你都不认识，他可是我们大学的著名诗人。
&rdquo;王晓方恍然大悟，前天还在校报上看过他写的诗，便想认识，大呼道：&ldquo;是顾怀远同学
吗？
&rdquo;顾怀远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对王晓方的喊声充耳不闻，他合上书，用欣赏美景的目光环顾
四周，然后伸了个懒腰，起身而去。
此时王晓方的耳畔似乎听到一个声音：&ldquo;昨天的人已不是今天的人，某个古希腊人早已断言。
&rdquo;王晓方猛然一惊，他险些将正在读的博尔赫斯的小说忘在长椅上。
这件事发生后，王晓方未对任何人说起过，他之所以保持缄默，是因为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那条校
园小径是不是一条闪烁着阳光的河流。
毕竟&ldquo;在人的记忆中具有自然可塑的形态&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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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与顾怀远擦肩而过是他在政府工作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王晓方在家反省了三年。
有一天他闷得无聊，便独自去了离家不远的一家书店，这家书店内部设计得很有特色，与博尔赫斯笔
下的通天塔图书馆很相似，有许多六角形的回廊，&ldquo;回廊的格局一成不变。
除了两个边之外，六角形的四边也各有五个长书架，一共二十个，书架的高度和层高相等&rdquo;，稍
稍高出一般书店管理员的身高。
&ldquo;没有放书架的一边是一个小门厅，通向另一个一模一样的六角形。
&rdquo;&ldquo;门厅里有一面镜子，忠实地复制表象。
&rdquo;王晓方走过门厅时，透过镜子发现一个比自己年龄长十来岁的人，许多人围着他签字，口口声
声称他为&ldquo;顾老师&rdquo;，王晓方也想凑过去看个究竟，无奈&ldquo;图书馆是无限的、周而复
始&rdquo;，而且是个球体，恰如纳博科夫笔下的时间之狱。
既然时间的监狱是球形的，人就应当诗意地栖息。
这时，王晓方透过门厅的镜子听&ldquo;顾老师&rdquo;对众人说：&ldquo;从古希腊的先哲到阿拉伯哲
学家，从中世纪的修道士到艾萨克？
牛顿，从伽利略到麦克斯韦，都未怀疑过时光是以完美的几何图线运行的，是爱因斯坦改变了人类三
千年来关于光是直线的。
后记透过心灵极目远眺当代西班牙著名画家米罗说：&ldquo;我需要一个引发点，不管它是一粒尘埃，
还是一线阳光，都能给我许多生生不已的东西。
&rdquo;有一个引发点是所有艺术创作的前提。
我说过，我不属于创作，我属于创造，因此我的引发点只能是思想的火花。
我喜欢感受思想的力量美，为了获得这种美的享受，我必须透过心灵极目远眺。
小说是一种思想游戏，所谓游戏就是一种心灵历险，这恰恰是创造的巨大魅力。
小说创新不仅是小说家创作心理上的一次大的探险，也是读者阅读心理上的一次大历险。
优秀的小说家首先是个思想家，当然他的思想一定潜藏于作品之中，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言行、心理得
以表现，这种开掘与阐释的过程是阅读的价值所在。
正是由于人类透过心灵极目远眺，才发现了与现实并存的艺术世界。
人类对世界与人自身的认知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因此艺术的创造就永无止境。
创造并不是否定，或许是在否定基础上对继承的再认识。
通过再认识，发现美、研究美，在捕捉美的过程中实现创新。
作为一名坚持寻找小说文体特性的作家，我一直试图突破和超越自己，《驻京办主任四》是一次新的
心灵历险。
从小说艺术问世以来，小说的形式和内容就一直是一对矛盾。
但仅就创新而言，相对于小说的题材和内容而言，小说的形式被赋予更加重要的意义。
因为每一次形式试验，其实都是对人性、对政治、对哲学、对社会、对心灵的提问。
小说的意义不在于&ldquo;写&rdquo;本身，而在于&ldquo;如何写&rdquo;。
正因为如此，小说的形式往往会揭示小说的内容。
我强调小说家首先要是个思想家，并不是想在小说中解决所谓哲学问题，哲学是阐释实现了的美，而
小说是发现未发现的美，两者是互相质疑或互相补充的关系。
有了这种关系，我们就可以用小说的形式讲述哲学家们用哲学形而上的方法提出的问题。
我无意成为哲学家，我痴迷的是如何开拓小说创新的无限可能性，创新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
文学的灵魂。
这个灵魂的内核恰恰是思想。
改革需要解放思想，文学创作更需要解放思想，但是人们的思维定式一旦形成，很难冲破思维之狱。
从这个角度说，《驻京办主任四》无疑是一次大胆的突围。
创新是化腐朽为神奇，是置于死地而后生，是勇敢、果断地走进现实，走进生命本体，并以突破思维
之狱的勇气和胆识将自己拥抱的现实与生命本体转化为诗意的形式。
艺术直觉告诉我，《驻京办主任四》是一次文体的冒险，是一次思想的游戏，是一次语言的探析，是
一次审美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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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叙事视角在小说叙事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决定了小说的叙事结构。
一般一部小说只有一个固定的叙事视角，要么是第一人称，要么是第三人称，很少有以第二人称作为
叙事视角的。
我在《驻京办主任四》中充分运用了叙事视角，融合了三种人称叙事的优点，使小说同时具有了第一
人称的主体性，第二人称的对话性和第三人称的全知性。
三种人称视角综合运用、巧妙切换，构建出一个独特的叙事结构。
《驻京办主任四》直接采取了多个视角的叙事技巧，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线性结构，而且可以从多个视
角上观察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实现了文本叙事向空间逻辑的转变。
这不仅让我在创作中感觉到有足够的创造自由度和灵活度，而且给予了读者阅读的挑战性和自由想象
的空间。
在《驻京办主任四》中，不仅采取了多个视角叙事的技巧，而且采取了小说套小说的方法。
在顾怀远创作的《驻京办主任》中，小说的隐含读者是专案组领导。
因此，丁则成将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坦陈自己的罪过，并且不时对自己调侃和嘲笑，第一人称的叙
述特别适合于心里忏悔，因为人称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白性。
丁则成直接将读者带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拉近了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
总之，他、我、你三个视角实际上是人的三个侧面。
三种叙事视角的融合，有利于&ldquo;我&rdquo;具有&ldquo;他&rdquo;的全知性视角，&ldquo;
他&rdquo;具有&ldquo;我&rdquo;的内在主体性，同时通过&ldquo;你&rdquo;进行对话，使得三者互为
镜像，达到自由、全面叙述的目的。
二一部小说不管用何种手法成书，思想都是它的灵魂。
这&ldquo;不是为了把小说改造成哲学，而是为了在叙事的基础上动用所有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叙述的
和沉思的、可以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
&rdquo;在这里，米兰？
昆德拉将小说显现的&ldquo;思想&rdquo;概括为是作家通过一些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思考。
小说是对人进行精神实验，当然这种精神实验是作家对&ldquo;人的存在&rdquo;的整体考察、感受的
基础上所做出的专属于小说的表达方式。
《驻京办主任四》在思考上，关注人性和人的生存状况，尖锐地批判了官本位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
深刻地指出，那些最动听的政治语言，正是社会的顽症之所在。
呈现了只有文学才能说出而政治不能说或说不出的人的生存真相。
其实真相是非常主观的东西，真正的艺术创造着自身的真相，真相存在于创造之中，存在于主观意识
之中。
我创作的中心是人、主体、自我、内心世界，着重表现人的内心生活和心理真实。
在这里，意识是绵延的思想流，具有思想性的作家不仅是社会的观察家、历史的见证人和人性的呈现
者，他必然有自己的人性观、哲学观和历史观。
《驻京办主任四》从四个方面呈现了思想的力量美。
在&ldquo;他&rdquo;章中，映对的是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将七位大师的七部名著的思想通过顾
怀远的思考散落在字里行间，这七位大师是简？
奥斯丁、狄更斯、福楼拜、斯蒂文森、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这七部名著是《曼斯菲尔德庄园
》、《荒凉山庄》、《包法利夫人》《化身博士》、《追忆似水流年》、《变形记》和《尤利西斯》
。
在&ldquo;我&rdquo;章中，映对的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将西方从古代到近代，几十位哲学家的
思想通过丁能通的思考散落在日记当中，用这些思想对驻京办这个特殊的政治平台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
在&ldquo;你&rdquo;章中，映对的是曹雪芹、高鹗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想不到用《红楼梦》解
读驻京办，竟然有那么多场景相似，仿佛《红楼梦》不是一部古典小说，而是现代小说似的，这不仅
说明经典的不朽性，其现代性更应该令我们深省。
在&ldquo;附&rdquo;章中，是顾怀远创作的《驻京办主任》，在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套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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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由小说主要人物创作的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其创作难度极具挑战性。
但是我并没有采取常规的创作方法，而是采取滑稽戏仿的方法，戏仿了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洛丽塔
》。
戏仿是一场游戏，强调的是对现实生活的解构和颠覆。
通过主人公丁则成忏悔式的长篇独白，将读者直接带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让读者直接潜入主人公内心
裂开的无底深渊一探究竟，从而深刻认识到，旧体制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
文学理所当然是政治的对话者，是社会的对话者，更是自身的对话者。
在《驻京办主任四》中，我不仅用第二人称进行对话，还通过丁则成与专案组领导的对话，完成了上
述三者的对话。
总之，在创作过程中，我力争使小说成为有思想的小说。
三《驻京办主任四》是一部将触角伸向人物内心的作品，正如年轻人喜欢实地旅游，而老年人喜欢神
游一样，就语言来说，我更倾向于神游，因此在这部小说中力争使意识流化为思想流，使思想流化为
语言流。
通过语言的流动，让读者体悟大河奔涌的畅快、小溪流淌的恬静、瀑布倾泻的力量。
在语言上用词以保持叙述的张力为主，力求语气轻松，使得叙述声音和所描述的对象之间获得一种情
感的距离，正如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引用法国诗人瓦莱里的一句话：&ldquo;就像鸟儿
那样轻，而不是像羽毛。
&rdquo;语言的轻松化增强了幽默感和诙谐性，使得文字有时像绅士一样&ldquo;文质彬彬&rdquo;，有
时像孩子一样活泼可爱，有时像姑娘一样腼腆秀美，有时像喜剧演员一样调侃诙谐。
当然语言的轻松不等于意义的轻松，在《驻京办主任四》中，我有在轻松语言中表达不轻松的意义的
决心。
心灵自由时，必倾心于语言，渴望于表达。
正如政治言辞如果不落实到个人，只不过是一番空话一样，我力争通过语言透视心灵，达到轻松而怡
静地写出官场原始神态的目的。
四文学的根本目的是审美，高尚的文学品味一直是我创作追求的目标。
我在《驻京办主任四》中，自始至终以审美的眼光，观照每一个场景、时间和人物，时刻不忘记给读
者以美学的品味与享受。
开篇以顾怀远突发奇想引领读者进入驻京办这个神秘的政治平台，怀着窥探天机的心理，领略了驻京
办主任丁能通的日记，通过顾怀远对日记触目惊心的解读，读者像贾宝玉畅游太虚幻境一样获得一种
照镜子的体验。
为了达到实像与虚像的相互依存，实现梦与真实的混合，我采取元小说的技巧，通过顾怀远创作的《
驻京办主任》，让刚刚照过镜子的读者绕到镜子背后一探究竟，从而达到对时间性质的文化内涵的透
视与独特的审美体验的目的。
读者透过丁则成命运的潮起潮落，体悟的是宦海俯仰沉浮的审美历程。
这是小说的诗意美。
我之所以钟情于创新，是因为常规的创作模式已经被写烂了，跳不出重复和模仿的框子，更无法把我
的感受表达通透，必须独辟蹊径。
文学创作之所以充满魅力，正在于个人的独创性和唯一性。
艺术美离不开几何图形。
笛卡尔的二元论则认为，世界上有两类实体：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
从美学角度看，《驻京办主任四》结晶成了一个六面体，这个六面体不是僵硬的，而是一个新的充满
生机的有机体。
每一个面都代表人的心灵世界，犹如镜子一样具有折射光线的魅力。
它犹如一粒细胞，通过阅读使人的心灵产生类似于光合作用似的反应。
这就是对美的感受。
六面体内不是实的，也不是空的，而是燃烧的火焰，这是心灵炼狱之火。
六面体表面的宁静与内部的燃烧，正是人类的生存形式和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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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面体结构就是一个世界，每一个面都相当于一张网。
在网上，读者会发现故事之多种可能性的组合。
这是小说的雕塑美，同时六个章节衔接得如同音乐上的六重奏，有一种旋律美，我甚至私下里就将这
部小说称为《六重奏》。
作家以音乐的方式确定激情追求的是小说的音乐美。
总而言之，小说的本质是虚构，小说的魂魄是思想，小说的终极目的是审美，小说的出路是创新。
一个勇于创新的作家必然站在风气、俗气、潮流的彼岸，拒绝做潮流中人，拒绝做风气中人，拒绝做
功利中人，拒绝躲在思维之狱中经营自己，独创、唯有独辟蹊径，才是他艺术探索的唯一途径。
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十六时第一稿于沈阳二○○九年十月六日十七时二十分于沈阳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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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作家顾怀远鬼使神差地想写一部与驻京办有关的长篇小说，于是突发奇想地去了北京，想通过挖
掘东州市驻京办主任丁能通的心灵世界获得第一手素材，顾怀远不虚此行，出乎意料地拿到了丁能通
的日记。
通过对丁能通道破天机的日记的触目惊心的解读，顾怀远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驻京办主任》：主人
公丁则成实际上是一个颇具警觉性的驻京办主任，但是由于身处逼良为娼的环境之中，在陷害副主任
杨厚德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跌入深渊。
这部小说表面上是一个陷害与反陷害的故事，实际上是对现实的滑稽模仿。
看似丁则成白作自受的悲剧，却极富喜剧色彩，充满了黑色幽默的魅力。
本来丁则成迷恋杨妮儿的美貌，费尽心机想把杨妮儿搞到手，杨妮儿却将计就计，通过美人计一步一
步逼丁则成掉进桃色陷阱。

《驻京办主任(4修订版)》通过丁则成被双规时对犯罪过程的回忆，揭示了人性在强大体制面前的弱小
。
王晓方一直对小说的传统和形式进行反思，为此，他不断变幻和调整自己的写作策略，王晓方崇尚创
造，本书中以出人意料的文体设计和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使王晓方注定成为独领风骚的作家。

《驻京办主任(4修订版)》的叙事行为是一种新的创造，它是一部小说中的小说，不仅描绘了云诡波谲
的政治场景，展示了宏大复杂的现实画面，揭示了焦虑悱恻的人物心灵，而且通过戏仿、形式实验、
经典重述和语言探析向读者提供了耳目。
一新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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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晓方，生于六十年代，辽宁沈阳人，理学颌士，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
员。
在政府机关工作多年。
一向认为小说的历史是无法忍受重复的，文学价值要求小说家有独一无二的“发现”，看到前人未曾
看到的，说出前人未曾说出的，也就是说，只有写出文学史上未曾有过的作品，才叫创造。
而这种创造的灵魂一定闪烁着哲学的光辉。

著有长篇小说《致命漩涡》、《少年本色》、《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二》、《驻京办主任三
》、《大房地产商》、《市长秘书前传》、《市长秘书前传二》、《市长秘书》等。
《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二》、《驻京办主任三》、《大房地产商》、《市长秘书》一经出版
便跃居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引起强烈反响。
已发表作品三百万字。
长篇小说《市长秘书》(又名《心灵庄园》)获新浪网第二届华语原创文学大赛优秀长篇小说奖。
首届中国网络原创作家风云榜上榜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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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似曾相识
他：突发奇想的会面
我：道破天机的日记
你：触目惊心的解读
附：顾怀远创作的长篇小说《驻京办主任》
尾声：恍如一梦
后记：透过心灵极目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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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从他专事写作以来，连发几部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庙堂》出版后，一路畅销，名声大噪，
顾怀远何许人也？
各路媒体像马蜂一样嗡嗡地盯住他不放，终于发现，他曾经给大贪官贾朝轩当过秘书，于是舆论再一
次哗然，贪官秘书华丽转身为反腐作家，这本身就是一部长篇小说，他平静的生活由于几部长篇小说
而被打破了。
不仅如此，他还被媒体推到了风口浪尖，一时间被评论界称为官场小说的代表，俨然成了名副其实的
作家。
 人们从喧哗和躁动的现实中，是无法看见月亮的另一面的，更何况月亮那惨白的光辉是从太阳那儿偷
来的，他不止一次在梦中见过一个孤独的身影，借着微暗之火奋笔疾书，他知道，那就是自己，只是
从未觉得那个影像华丽过，倒是寂寞中透着孤独，凄凉中有些孤傲。
在他的心目中，文学就是太阳，如今的些许华丽，都是从文学这颗太阳那儿偷来的，正如太阳用他的
伟大的吸力偷窃海上的潮水一样。
他感激这些许的华丽，因为这里面不仅有他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有他与众不同的文学天才、有他异
于常人的执著与勤奋，更有上天只垂青那些有准备头脑的运气。
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运气，因为这运气中凝结着日月精华、炼狱灵魂。
 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停笔，他觉得自己一停下笔，生命就会戛然而止。
以作家的身份来说，他不想成为那个公正无私的堂&middot;吉诃德，更不想像简&middot;奥斯丁笔下
的诺里斯太太那样，&ldquo;喜欢靠破费别人来自充大方&rdquo;，因为他从拿笔写第一部作品起，破
费的就是自己炼狱般的内省。
为此，他赞赏纳博科夫的说法：&ldquo;对于一个天才的作家来说，所谓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
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结果。
&rdquo;纳博科夫一再强调，&ldquo; 小孩子听你读故事的时候会问，这故事是真的吗？
如果不是真的，他会缠着要你讲一个真故事。
我们读书的时候最好不要采取孩童般的执拗的态度。
&hellip;&lsquo;读书时幼稚地把自己同书中人物混为一体，把他们当做生活中的真人，是最坏的读书方
法。
&rdquo;&ldquo;对于一首诗或是一部小说，请不要追究它是否真实。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
&rdquo;遗憾的是，他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不仅喜欢自欺欺人，更渴望做福楼拜笔下的&ldquo;布尔乔
亚&rdquo;。
以至于他自己都产生了 &ldquo;他是个成功的庸人&rdquo;的错觉。
 在《庙堂》这部长篇小说中，他处心积虑地塑造了一位既诡谲圆滑又精明干练的驻京办主任，
叫&ldquo;丁则成&rdquo;，意思是不盯则不成，一盯则成。
 这位丁则成曾经是市长秘书，毫无疑问，这位丁则成的原型就是丁能通。
 应该说丁则成在这部小说中笔墨并不多，但是这位驻京办主任既左右逢源，又内有坚守的性格给人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他遭遇那些&ldquo;自欺欺人&rdquo; 的人苦苦纠缠这部小说中是否是&ldquo;真人真事&rdquo;时，
他执拗地对媒体说，《庙堂》表现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精妙的微积分，不是社会现实的加减乘除。
然而却无济于事。
 恰逢清江省昌山市因驻京办资不抵债而低调宣布撤销机构，昌山市的做法立即在社会公众之中引起轩
然大波，北京各大媒体更是争相发表评论，一时间驻京办究竟是该撤还是该留，成为专家学者探讨的
焦点。
他作为深谙官场潜规则的知名作家，自然不会被媒体放过，一连接受了京城几大媒体的专访，接受专
访之后，他大有意犹未尽之感，脑海中猛然冒出一个想法，既然社会各界如此关注驻京办，何不以驻
京办为题材写一部反映驻京办生活的长篇小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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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京城虽然有大大小小的驻京办六万多家，可是驻京办的一举一动在人们的心目中却扑朔迷离，
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驻京办绝不是普普通通的驻京机构，根本就是鲜为人知的政治平台。
在这座政治平台上都上演了什么戏，只有驻京办主任最清楚。
对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就叫《驻京办主任》，书名刚刚浮现在脑海中，他立即想到了一个人，就
是东州市驻京办主任丁能通。
 丁能通可是他的老朋友了，当年肖鸿林和贾朝轩主政东州市政府时，他们俩一个是肖鸿林的秘书，一
个是贾朝轩的秘书，可以说两个人是脚前脚后当上市长秘书的，本以为当上市长秘书就走上了仕途之
梯的终南捷径，没想到一场始料不及的反腐风暴致使肖鸿林、贾朝轩纷纷落马。
案子一查就是两年，丁能通由于提前离开了肖鸿林，鬼使神差地当上了东州市驻京办主任，尽管受到
一些牵连，但终究没有影响到政治前途，因此机关干部私下里都称丁能通是东州官场上的&ldquo;不倒
翁&rdquo;。
 然而在他看来，丁能通更像《鹿鼎记》中的韦小宝。
关于这一点在丁能通给肖鸿林当秘书时就已经显现出来，丁能通永远熟悉在官场上什么是应该要的，
什么是不应该要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说的，什么是不应该说的；什
么是做了要加以宣传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隐秘的；什么是大肆宣扬的而不必做的，什么是大肆宣扬
了而必须去做的。
用金庸先生的话说：&ldquo;妓院、皇宫两处，更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
韦小宝浸身于两地之中，其机巧狡黠早已远胜寻常大人。
&rdquo; 当市长秘书时，他就时常套用金庸先生的话开丁能通的玩笑：&ldquo;亦官亦商之驻京办，更
是天下最奉迎、最诡道之所在。
丁能通浸身其中，其机巧狡黠早已远胜寻常大人。
&rdquo;丁能通听了一笑了之，还断章取义地套用《鹿鼎记》第四十三回和第二十三回的两句自嘲道
：&ldquo;这就叫&lsquo;身作红云常傍日，天生才士定多癖&rsquo;。
&rdquo; 当年丁能通离开肖鸿林执意要去驻京办，其实他是暗中窃笑的，驻京办是个伺候人的地方，
官不官、商不商的，好好的局长、区长、县长不当，却要撇家舍业地到驻京办这种三不管的地方
当&ldquo;太监&rdquo;，脑袋不是被门挤了，就是进水了。
他认为，在官场上，驻京办主任是个最无聊、最微不足道、最没意思的角色，再平庸不过了，他不知
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干得津津有味。
　　&hellip;&hellip;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驻京办主任>>

编辑推荐

　　风靡全国的《驻京办主任一》《驻京办主任二》《驻京办主任三》两年销量超过百万册，并荣
获2008年中国图书榜中榜最受读者关注图书奖。
《驻京办主任四》的新颖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将会令读者耳目一新、获益匪浅。
《驻京办主任4（修订版）》通过丁则成被双规时对犯罪过程的回忆，揭示了人性在强大体制面前的
弱小。
王晓方一直对小说的传统和形式进行反思，为此，他不断变幻和调整自己的写作策略，王晓方崇尚创
造，本书中以出人意料的文体设计和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使王晓方注定成为独领风骚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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