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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落木无边》王跃文自序　　　　我的客厅挂了一幅油画，家人在海外慈善拍卖场拍下的。
画的是深蓝色的花瓶，插着一束粉红玫瑰。
玫瑰正在怒放，像笼罩着一层薄雾。
　　构图有些像梵?高的《向日葵》，只是调子是安静祥和的蓝色，不同于凡?高的炽烈。
花瓶却是歪斜着，将倾未倾的样子，叫人颇为费解。
　　我似乎总怕那花瓶碎落一地，忍不住想伸手去扶。
可是，扶正了花瓶，画框歪了；扶正了画框，花瓶又歪了。
　　画出自一位高僧之手，不知道藏着什么禅机。
大约供奉此画两年之后，我才看到画框的很不起眼地方，写着小小的一个字：怕。
　　我把这幅画写进了这部小说，挂在主人公李济运家的客厅。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落木无边>>

内容概要

　　《落木无边》是王跃文时隔多年后重返官场的一部新作品。
小说通过乌柚县一名县委办公室主任的视角，以紧凑的节奏、辛辣的笔调讲述了在小小县委大院里发
生的那一幕幕滑稽的闹剧：差配干部在选举中疯掉，网络议论纷纷，媒体紧追不放，奈何家中又生事
端。
喧闹之中，老谋深算、不择手段的 “刘半间”，老实本分却因升官梦而发癫的“刘差配”，刚直清廉
却屡遭暗算的舒泽光等鲜明人物透过官场中人李济运的视野一一粉墨登场，官场百态，世间百味跃然
纸上。
　　新作《落木无边》不仅是王跃文为读者一解干渴的甘露，同时也区别于以暴露官场黑暗为噱头吸
引读者的众多官场小说，沉淀了作者多年严肃的思考。
《落木无边》以乌柚这小小的舞台真实展现出了现代中国基层官场的世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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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跃文，当代作家，湖南溆浦人。
198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溆浦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后调入怀化市政府办公室，湖南省政府办公室，都
是写官样文章。
业余写小说。
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从2001年10月起，专职写小说
。
现服务于湖南省作家协会。
有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之美称。
　　王跃文作品介绍　　199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国画》，上市一个月销量突破20万册，盗版无
数！
！
　　2001年长篇小说《梅次故事》首印20万册，上市一周后售罄！
！
长篇小说《亡魂鸟》、《西州月》上市一周即登上全国格斯的畅销书排行榜，后屡次加印，畅销不衰
！
！
　　2004年合作创作长篇小说《龙票》，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小说热销全国！
！
　　2007年，推出长篇小说《大清相国》，由本书改编拍摄而成的同名电视剧全国热播，小说持续热
销！
！
　　2009年多年酝酿磨砺，推出最新长篇官场小说《落木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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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有天刘星明下乡，到了偏远山区，见白云出岫，风过袖底，颇为快意。
只苦于不会写诗，倒是想起了前人的句子。
他也记不清那是谁的，脱口吟哦起来：“一间茅屋在深山，白云半间僧半间；白云有时行雨去，回头
却羡老僧闲。
”　　身边围着好几个人，纷纷鼓掌喝彩，只道刘书记才思敏捷，出口成章。
刘星明也含糊着，不说自己拾了古人牙慧。
他双手叉腰，远眺满目青山，发起了感慨：“真想学那老和尚，远离万丈红尘，到这深山里结茅屋一
间，还让去白云半间。
人的贪心不可太重，日食不过三餐，夜宿不过五尺。
”　　李济运正好在场，也是无尽感慨：“是啊！
钱财如粪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那么多干什么？
有些人手伸得那么长，到头来人财两空！
”　　刘星明又道：“济运哪，我退下来之后，就到这里来，建个小茅屋，过过清闲日子。
你们要是还记得我，一年半载上来看看，我陪你喝杯好茶。
”　　李济运笑道：“刘书记年富力强，前程似锦，结茅屋的日子还沅着哪！
”　　刘星明写得出这么好的诗，李济运不太相信。
他有回偶然想起，上网搜索了，才知道那是郑板桥的诗。
李济运文才虽是不错，但肚子里古典文学，也不过几首唐诗宋词。
刘星明是学机电的，文墨功夫照理不好。
郑板桥毕竟不像李杜，他的诗平常人知道的少。
刘星明记住了这首诗，也许是碰巧读到过。
他刚到乌柚县的头几个月，不论走到哪里都喜欢吟诵“白云半间僧半间”，都说要建个小茅屋。
李济运若是在场，就只是微笑着鼓鼓掌，不再生发感慨了。
他怕自己再说话，刘星明就会尴尬。
那等于提醒人家老说几句现话。
别人夸刘书记好诗，李济运只作没听见。
他是县委办主任，时常陪同刘星明下乡。
照说县委书记出门，犯不着老带上县委办主任，人家大小也是个常委。
可李济运年纪很轻，刘星明有事就喜叫上他。
　　没想到有人却把刘星明这些话记落肚子里去了，背地里说：“刘书记要那么多小茅屋干什么？
”于是，刘星明就有了个外号，叫刘半间。
刘星明到乌柚县转眼就快一年，该调整的干部也都重新安排了。
有得意走运的，也有背后骂娘的。
县里的干部，敢直呼国家领导人名字，却不敢把县委书记名字挂在嘴上。
哪怕背地里说起，也多会叫刘书记。
口口声声刘半间的，都是些无所谓的老油条。
用乌柚话讲，他们是烂船当作烂船扒了。
　　乌柚县还有个刘星明，他是黄土坳乡党委书记。
他也有个外号，叫做刘差配。
县政府换届，副县长差额选举，得找个差配。
差配是官场的非正式说法，指的是差额选举的配角。
这种障眼法原本就摆不上桌面，自然也不可能有个正式说法。
莫说文件上找不到，字典里都找不到。
李济运觉得好玩，去网上搜索，得到的解释是：差配，指古代官府向百姓摊派劳役、赋税。
看来差配二字，放在古代也不是个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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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星明最先想到的差配人选是舒泽光，县物价局局长，一个公认的老实人。
差配必须找老实人，这都是心照不宣的。
选差配不能太早，须得在人大会前不久。
选得太早，怕差配人员搞活动，反倒把组织上意中的人差掉了。
差掉了组织上的意中人，选举就是失败的。
眼看着人大会议渐近，刘星明找舒泽光谈话。
没想到舒泽光一听，脸就紫红如秋茄子，骂道：“莫把我当哈卵！
哪个让我做差配，我捅他的娘！
”哈卵是乌柚土话，说的是傻卵，也就是傻瓜。
　　刘星明被呛得说不出话，眼睁睁望着舒泽光拂袖而去。
他生了半日的气，还是得赶紧另找差配。
选举不能出任何纰漏，不然就是班子的驾驭能力太差。
这时候班子并不是众人，就是县委书记。
县里的干部，像床底下的咸鸭蛋，刘星明心里都有数。
摸来摸去，却不知拉谁出来凑数。
他本应该同县长和组织部长商量，却叫了李济运过来。
原来刘星明和组织部长都是外地调来的，干部们的人脉关系和个性，他俩都不如李济运清楚。
县长明阳还是代理的，他来乌柚的时间也不长，自己还得过选举大关。
代县长只是个说法，行使的就是县长权力，没有意外肯定当选。
但时代毕竟有些变了，意外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代县长要是落选，就看他上面的人硬不硬了。
如果有过硬的后台，终有办法再次选上；后台要是不太牢实，可能从此就栽了。
　　刘星明请李济运坐下，没有说舒泽光骂了娘，他不想让自己太没有面子，只道：“舒泽光不愿意
做差配，也不能勉强人家。
济运，你对县里干部可能比我还了解，你谈谈看法？
”　　李济运不好怎么说，先是应付：“选差配得慎重，应该考虑得周全些。
”　　刘星明心里着急，加上又受了气，听李济运只是支吾，便很有些不快，道：“真想不出人选？
难道让我自己出来做差配？
”　　刘星明几句气话，反让李济运眼睛一亮，笑道：“刘书记，您倒提醒我了。
我看黄土坳乡党委书记刘星明同志比较合适。
”　　刘星明略作沉吟，道：“星明同志不错。
济运，你们是老同学，你不妨先找他谈谈？
他若愿意，我们再做方案。
”　　李济运听了暗自欢喜，心想他替老同学做了件好事。
差配干部虽说只是摆样儿，但事后依例都会适当提拔。
比不上正经当选来得正路，却到底也是晋升捷径。
升官有些像排队买火车票，前面插队的不是同窗口相熟，就是惹不起的票贩子。
做个差配干部，说不定就插了队，好丑算捡了便宜。
　　这时，县委办副主任于先奉的脑袋在门口探了一下。
刘星明瞟了门口一眼，并不说话。
于先奉笑笑，说：“没事没事。
”人就缩回去了。
李济运隐隐有些不快，心想你于先奉没事老往书记这里跑什么？
有事也先得问问我，怎么直接往书记这里跑？
于先奉年纪比李济运大，当个副主任总觉得很亏似的。
李济运也听见有人议论，说于先奉总埋怨自己屈居人下。
于先奉越是背后讲怪话，李济运就对他越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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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初看好像李济运不善识人，日久方知这正是做领导的高招。
人们慢慢的就讨厌于先奉，不再以为是李济运的傻。
于先奉为人如何，李济运其实朗朗明白。
此人满脑子鬼名堂，平目却最喜欢说：“我们于家自古多忠臣！
于谦知道吗？
要留青白在人间！
于右任知道吗？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　　李济运领了刘星明的意思，马上驱车去了黄土坳乡。
司机朱师傅等在外头，两个老同学关起门来说话。
李济运把来意说完，道：“星明，这事你自己想好，组织上没有勉强的意思。
有一点请你相信，这是县委对你的信任。
”　　“早信任我，我就不只是乡党委书记了。
”刘星明这么说话，自是官场大忌。
可同学间私下说说，倒也无所谓。
　　刘星明好像并不领情，李济运也不生气，耐着性子好言相劝：“老同学，你论能力、论实绩、论
资历，该进班子。
道理说多了，老同学会讲我打官腔。
一句话，你若能从大局考虑，从县委的难处考虑，说不定这对你个人也是个机遇。
”　　刘星明就像外行人见了古董，信了怕吃亏上当，不信怕错失良机。
他望着老同学半日，说：“济运，我听不懂你的话。
”　　李济运笑笑，说：“我是说这事对你有好处，但我不能明确对你许什么愿。
我这个老同学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处处都在帮你。
官场上的事，时时都有变数。
”　　刘星明摇头笑道：“县委真是慷慨大方！
差配出问题了，让我出来救场，却闭口不谈出场费。
”　　刘星明把话说得太直了，听起来有些刺耳。
李济运却只好当他是玩笑，道：“星明越来越幽默了！
刘书记看我俩是老同学，让我出面看看你的想法。
我相信他会有考虑。
”　　刘星明不答腔，只是嘿嘿地笑。
他给李济运换了茶叶，慢慢地重新泡茶。
桌上晃出一点茶水，他取来抹布小心地擦着。
李济运点上烟，缓缓地吞吐。
他知道刘星明慢条斯理，脑子里却在翻江倒海。
　　李济运等刘星明落座，便道：“星明，组织上选差配是件严肃的事情。
刘书记是个大好人，不然舒泽光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
”　　刘星明脸上像掠过一道闪电，先白了一阵，马上就红了。
李济运顿时尴尬万分，感觉自己有些威胁人的意思。
他奇怪自己的脸没有红，倒是刘星明的脸红了。
李济运琢磨自己处于心理优势，不免暗自快意。
　　刘星明脸色慢慢平和了，说：“济运，我话说在明处。
我不怕有人给我穿小鞋，也不想抓住什么机遇。
既然要我出来演戏，我就演吧。
”　　刘星明说这话，只是要面子，且由他说吧。
只要他肯做差配，难题就算结了。
李济运非常高兴，却又道：“星明，既然你同意，我就向刘书记正式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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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呢就不要再说怪话，别做好不得好。
老同学说话就不绕弯子了。
”　　“好吧，怪话我不说了。
你是老同学，我当然口无遮拦！
”刘星明笑笑，接下去说的尽是同学之谊。
他叙旧的话说得越多，越流露出奉迎之意。
李济运也就越是放心，不怕刘星明再反悔。
　　正是周末，刘星明随车回县城。
他老婆陈美是县妇联副主席，家也住在机关大院里头。
李济运在路上给刘书记发了短信：事妥，回来详细汇报。
刘书记只回了两个字：谢谢！
　　望着手机上简单两个谢字，李济运隐隐有些不快。
他自信不是个计较小节的人，可刘星明似乎也太拿架子了。
他难免猜测刘星明回信息时的表情，必定是居高临下的一张冷脸。
刘星明的络腮胡子很重，每日利得青青的像块生铁。
这种生铁脸色，要么显得很凶，要么就是很冷。
　　车外是冬目的田野，黄草在风中抖索。
偶尔见到油菜地，绿绿的格外抢眼。
李济运回想起小时候，冬日田野并不像现在这般萧索，不是种着草籽，就是种着油菜。
乌柚人说的草籽，就是紫云英。
这个季节草籽正好开花，漫无边际的紫色花海。
草籽花开得正盛的时候，油菜花也开了，一片片金黄。
　　一时没人说话，难免有些尴尬。
刘星明忍不住了，便说：“济运，你当了常委，我俩私人往来倒少了。
今天你要是没安排，不如到我家吃晚饭去。
”　　李济运知道这是客套话，就说：“太麻烦了吧？
”　　刘星明道：“济运你要是讲客气就算了，不然就去我家。
”　　李济运也想同刘星明多聊聊，管他是不是客套，就答应了。
刘星明马上打老婆电话，说：“美美，我同济运在回来的车上。
济运一家来吃晚饭，你准备一下吧。
”　　李济运突然又觉得不妥，给自己找了台阶，说：“如今不是至交，哪个请你去家里吃饭？
太麻烦美美了！
还是算了吧。
”　　刘星明说：“美美别的不说，好客倒是真的。
你能去家里吃饭，是你赏脸。
”　　李济运拍拍刘星明的手，只说老同学说话怎么越来越生分。
他私下却想城里早已风俗大变，不怎么有人在家里请客了。
刘星明给老婆打电话，先说自己正同李济运一道回家，怕老婆在那边说不客气的话。
手机有些漏音，免得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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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关于新书《落木无边》　　问：王先生您好！
据悉您的长篇新著即将推出，您认为此部新著中最值得读者期待的是什么？
有哪些内容或写法突破了您以往的作品？
一脉相承的又是什么？
　　答：新的长篇小说也是写官场的。
很多读者在我的博客里留言。
希望看到我新的官场小说，但愿这部小说不会让读者失望。
《国画》出版至今。
已是整整十年。
十年间，发生了很多事情，自己也思考了很多问题。
我不可能在一部长篇小说里把自己十年间关于社会和人的思考全部融入其间，但新小说呈现出来的面
貌肯定非十年前可比。
这部新长篇自己觉得更加从容和冷静，可能同自己的年龄有关。
然而，从容和冷静并不意味着退让和圆滑。
这部新长篇里，写作的依然是触目所见的现实常态，但看生活的眼光也许发生了变化。
我任何时候写作都没有想过要告诉读者什么，觉得这是对读者的不尊重。
读者有自己的眼光，他们也是作家和作品的审判官。
　　——2009年6月9日王跃文答《华商报》记者问节选　　问：很多人曾惊叹您的创作力之旺盛、作
品之丰盛，但后来看过您的简介之后，才知道很多作品其实都是盗版与盗名之作，面对这类烦恼，您
有什么“高招”吗？
在此方面维权，瓶颈何在？
另外。
一个作家要如何对待盛名之后的种种遭际？
　　答：我也许是目前被盗版、盗名最多的作家之一，对此我毫无办法。
曾经打过一场官司，让侵权者给予了经济赔偿。
但这种事情，我不想再姑息下去。
我最近雇请了专门律师，全权委托他处理对我的侵权行为。
目前中国作家被侵杈的情况很严重。
中国地方太大，很多报刊杂志用了人家的作品不付钱，或者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给予极低的稿费。
我会让律师给自己讨个公道。
　　——2009年6月9日王跃文答《华商报》记者问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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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王跃文 10年磨砺全新长篇大作　　一部拷问官场哲学的沉思录　　一面
照亮中国基层政治现实的镜子　　王跃文答记者问　　新的长篇小说是写官场的，但愿这部小说《落
木无边》不会让读者失望。
《国画》出版至今，已是整整十年。
十年间，发生了很多事情，自己也思考了很多问题。
我不可能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时把自己十年间关于社会和人的思考全部融入其间，但新小说呈现出来的
面貌肯定非十年前可比。
　　这部新长篇《落木无边》自己觉得更加从容和冷静，可能同自己的年龄有关。
然而，从容和冷静并不意味着退让和圆滑。
这部新长篇里，写作的依然是触目所见的现实常态，但看生活的眼光也许发生了变化。
我任何时候写作都没有想过要告诉读者什么，觉得这是对读者的不尊重。
读者有自己的眼光，他们也是对作家和作品的审判官。
　　——王跃文2009年6月9日答《华商报》记者问节选　　王跃文自评：　　评论界普遍共同认为，
似乎是我的《国画》引发了一个官场小说热，而且这个热至今没有冷下来。
　　我不同意自己的小说是官场教科书的说法。
我没有这个能耐，小说也起不到这个作用。
面对读者的误读，我也很坦然。
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这是句接受美学上的名言。
　　——王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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