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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纬度战栗》

前言

我的文学三十年祭    三十年了。    我的文学创作又走过了三十年的路。    是“一竿风月”，还是“一
蓑烟雨”，抑或是“波涛万顷”？    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说我要当“作家”
。我上学早。写作文的那年我七岁。我那个被多年的肺痨病已经折磨得几乎要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父亲
，看到我的那篇作文，非常欣慰地说：“好啊。我儿子也想当作家了。”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要当作
家。但不幸的是，他是巴金笔下“觉新”式的人物，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子，终归屈服于生活的压力
，为了顾全家族的生活“大局”，无论哪方面，都“痛苦”而又“自觉”地放弃了他个人的理想。    
三年后，他死了。还是死于肺痨。死的时候才三十岁。    在此之前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并不知
道他曾经想当一个作家，并不能体会那天晚上他站在写作文的我身后，所发出的那一声喟叹里所饱含
的全部伤感意味。也许他活着时，觉得我太小，就没想到还有那个必要跟我细细地说说这些。    又过
了十年，我离开上海，离开母亲，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母亲为我准备行装。全部的
行装就是一个旧帆布箱和一个旧铺盖卷。她却把父亲十九岁时发表的一些小说和诗歌，还有抗战时期
他流亡昆明一路上写的日记当作唯一的“遗产”放进了我的行李里。    我这才知道自己和毕生经商的
父亲在精神上一度是多么地接近。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挣扎生涯，让我觉出许多的心酸和沉
重。所幸我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变革的大洪流中去了。我可以活得和父亲不一样。虽然，我也
曾得过肺结核(是父亲传染给我的？说不清)，但我可以不再用一个“旧时日肺痨病人”和“只属于一
个大家族”那样的苍白软弱和绝望去处置自己的一生，去处置自己的文学梦。    大西北农场难以想象
的艰苦贫瘠，不仅让人同样难以想象地彻底治好了我的肺结核，还给我心底铸进了西北汉子常有的那
种倔强和愚拙。大概就是因了这种“倔强和愚拙”，农场十二年，我一次又一次主动放弃了种种充满
另一类诱惑的人生选择，执著地在那戈壁荒漠上做着文学梦。    一九七三年，在到农场的第十个年头
，我终于写出了平生第一部“大作品”，一个知青题材的四幕话剧《扬帆万里》。这部作品引起了方
方面面的关注。西安电影制片厂要将它拍摄成电影，上海要发表它，兰州北京西安乌鲁木齐以及东北
和别的一些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剧团将它搬上舞台演出。其实那时候，我一共只看过三个国产的剧本：
《槐树庄》《第二个春天》和《年青的一代》。只看过一个话剧演出，还是那个永远激动我的《年青
的一代》。那还是在离开上海前看的。后来在农场宣教组仓库里，翻捡到一本契诃夫的戏剧集，半本
易卜生的剧本集。记得当时反反复复地读，一直到把它们读破。也就是像罗兰·巴特说的那种“抬头
阅读”，读一段，抬起头来默想细究，“将其切割，亦因迷恋，又将其恢复，并从中汲取营养⋯⋯”
我的倔强和愚拙，同时也体现在：我写作，只是觉得自己心里有话要说，要对这个世界表白什么。我
要叫喊。要喊出属于我的那一声来。在底层的十多年生活，面对这个世界，我总觉得自己心里有太多
的话要说，有太多的声音要发出。总是直觉到，这个世界需要这样一种声音。这愿望，这直觉，这冲
动和向往极其真诚而又无比强烈。甚至强过初恋时的那种可以说无与伦比的冲动和向往。至于这样喊
出的“声音”是否时下或教科书上界定的那种“文学”，我不管。也许正是因了这种愚拙的真诚，我
的这第一部“大作品”在当时确实打动了不少的人。后来，也是因了这部作品，我才被北京一个专业
文艺团体看上，把我全家调进北京。我也因此开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专业创作生涯。    但我创作上真
正的新生，却开始于“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让起步于“文革”期间的我，有可能开始一
场彻底的“蜕变”。这对我个人，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在精神上，具有哈姆雷特式的“绝对意义”：
“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大坎。当文学艺术的春天重归人间，文学艺术创作将
充满艺术个性地回归到它的本真意义上来。因为时代使然，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一度失去过，或者说忽
略过自我和艺术个性，而要重新找回自我，谈何容易！要重新确定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同样“谈何
容易”啊！我们必须要像幼蛇蜕变那样，从紧紧包裹束缚着自己的“旧壳”中蠕动挣脱出来，必须先
用锋利的“手术刀”细细地解剖自己。需要认真地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而在这个世界上最难
的事情，恰恰是认识自己和认识“人”这样一种最复杂又最完美的“东西”。是自己拿着刀，一刀一
刀地切割自己的肌肤；舐食自己的血水，以此去重新获取新生的力量。    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彻彻底
底地沉到一个钢厂里去生活。每天跟着工人三班倒，春夏秋冬、日日夜夜，以重新获得普通人的生存
感觉，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重新认识眼前的这个世界，借此来摆脱那个旧我。同时又大量阅读能找到
的新小说、新理论著作。并且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阳》，用它来回顾自己这一
代人是怎么失去自我的，以从容地告别过去；然后又写了那个《泥日》，以确立自己新的创作定位。
学会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只凭自己的心灵感觉和感悟去创作。寻找一种完全属于那个叫“陆天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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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纬度战栗》

男人的创作风格，力图发出一种只有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才发得出的声音。迈出这沉重而又必需
的一步，找回创作上的自我，我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那时我已经快四十岁了⋯⋯    不蜕变便会被阉
割。“是活着，还是死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坚持着写下来，还是得归功于自己那个最原
始的创作动机：要对这个世界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同时也要归功于一种最本真的生命动因：视天下为
己任。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总结和必须加以纠正的。但是，我们幸运地从
时代那儿获取了汇聚了又胶结了这样一种热源，把文学创作和民族命运、人民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那样，就没有人能挡住一个男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和每一代的年轻人一样，都做过一些错事，
但许多事情我们是在自己心里的真实感受驱使下去做的。错了，也该由我们自己来负责。我们的灵魂
是真实的，是完全可以面对历史的。我始终坚信，文学必须属于人民，是应该也是能够在历史的进程
中发挥它可以发挥的那一点作用的。我们不能把文学创作所必需的个性化，扩大到，以至于极端化到
私人化隐私化的地步，更不能因此极端地认为，文学只有在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完全不讲它的社会功
用和大众阅读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它的升华。这也是我在发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当代文
学不可避免地开始萎软苍白，决定实现我自己创作的第二次回归——向现实回归、向大众回归的主要
原因。它让我在整个中国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下决心要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去参
与这场变革。即便这样的写作被一些先锋的“理论家”冷落过，也丝毫不能动摇我继续实现这二次回
归的决心。这样的作品，最典型的就是《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这几部作品，严
肃、沉重、朴实，没有任何时尚元素和花哨的个性玩弄，却在大众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一版再版
，印数已达几十万，至今还在不断地再版中，不仅被收到各种集子里，还被改编成电视剧、舞台剧。
由它们而拍成的电视剧，播出时，最高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九⋯⋯即便如此，我并不认为，它们是
完美的。我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曾经被那些“理论权威”冷落，而是以我的文学感
觉和文学本真的意义去衡量，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
既被自己的人民认可，又在文学史的进程中有创造性的突破。中国的文学产生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又
要让它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它能够发挥的应该发挥的那点作用，就不能回避我们大众的阅读接受
程度。它应该是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着深层次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着当代的
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独立思考的张力，又具有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深度⋯⋯我
知道我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我将继续努力。我的《木凸》《黑雀群》《高纬度战栗》，包括最近创
作的《命运》，都属于在向这个目标靠拢的尝试之作。我在一点一点地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
一定要再向前跨那么一大步，使自己的创作真正接近这个目标⋯⋯    这些年，我常常在深夜扪心自问
：天明，你在变吗？你变了吗？是的，我在变。我变了。我不断地在变。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让我
不能重复自己，不能在原地踏步。我必须在变。但我又没有变。我要求自己不变。不变的是，我希望
自己永远能够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出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那样真切地
关注着，并全身心地融入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为争取更加美好未来的奋斗中去，虽然
老之将至，老已降至，我必将不可挽回地衰老⋯⋯一天比一天地衰老⋯⋯    去年，我回老家南通一次
。到墓园去看望了父亲。一个六十岁的儿子去祭扫三十岁的父亲。看着极其简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
那个极年轻极清瘦极忧郁极聪慧叉极无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父亲，你儿子
终于成了一个作家了。”这话好像三十年前就该说了。“我还会写下去的，直到把心里要说的那些话
都说出来为止。”这话好像也不准确，只要你关注人民的命运，心里的话有说得完的那一刻吗？“我
知道自己还没写出最好的作品，为此，我将不懈努力。”几十年了，还用得着来对父亲表这个态吗？
三十岁的父亲早就了解了自己这个六十岁的儿子：他一生的努力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写出一部
更好的作品而不惜一切。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生存努力。我和我妹妹，我和我儿子，我和我
的作家朋友们，我和我那些亲爱的读者们，我和所有还活着的中国人，中国的平民大众，我母亲，我
弟弟，我亲戚和非亲戚们⋯⋯我们不曾放弃，也不会就此止步，为了两代人的强国梦，为了那两个世
纪的复兴之路⋯⋯我将持续地用我固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写下去，而不管别人会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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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纬度战栗》

内容概要

继《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后，陆天明的全新反腐力作——文字充满悬念，笔端
直逼现实，让人欲罢不能，掩卷深思。从全新角度进入，深刻探讨产生腐败的社会根源；真实再现人
性层面上“当下无助”与“升华焦虑”的撞击；“高纬度”的背景，人心的“战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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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纬度战栗》

作者简介

陆天明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名誉会长。国家一级编剧。生于昆明
，长于上海，两次上山下乡，现定居北京。曾长期供职于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要作品
有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木凸》、《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
》、《黑雀群》、《高纬度战栗》《命运》。中篇小说集《啊，野麻花》，电影《走出地平线》，话
剧《扬帆万里》、《第十七棵黑杨》等。同期创作的同名长篇电视连续剧《苍天在上》、《大雪无痕
》、《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播出后，在国内均引起强烈反响。作品曾多次荣获五个一工程奖
、国家图书奖、飞天一等奖、金鹰一等奖等多种国家级大奖。曾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并被授于全国最佳编剧、六十年有突出贡献编剧、全国百佳电视工作者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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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黑咖啡／001 二、高纬度／012 三、瞒天过海／020 四、一场春雨，是绵绵细雨／031 五、再一次惊
愕似乎就不是来自意外了 ／038 六、江边三号码头街／051 七、木刻楞屋子里的灯光／069 八、又一次
失算／088 九、这世界到底是谁的／093 十、卡拉OK包房里的启示／112 十一、领事馆路西口九号院
／125 十二、共和国之子／137 十三、精神幻觉／149 十四、和顺面馆／167 十五、曹月芳的第一次讲述
／179 十六、曹月芳的第二次讲述／187 十七、一分寂静，半生喧嚣／206 十八、曹楠的第一次讲述
／228 十九、曹楠的第二次讲述／243 二十、看守所里的秘密／249 二十一、曹楠的第三次讲述／269 二
十二、仙客来／283 二十三、劳爷的最后一次讲述／294 二十四、回顾／301 二十五、一连串问题奔涌
般地聚集到心头／323 二十六、站在灵魂的入口和出口／345 二十七、雪花非花？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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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紧接着，公安部向全国各厅局下达了“命案必破”令，集中力量侦破多年来没能破得了的
一批“命案”。厅党组立即响应，部署执行。经省委省政法委批准，省厅随即成立“命案必破指挥部
”，由主管刑侦工作的焦副厅长亲自挂帅，调集全省刑侦队伍的精兵强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刑侦
总队毫无疑问地作为这一会战的基干力量，被推上了第一线。邵长水也临时被抽调到指挥部，作为焦
副厅长和赵总队的主要助手，忙碌在破案前线。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可以说是忙晕了，经常要同时
奔波在几个大案之间，参与研究、确定侦破方向，部署侦破力量，及时掌握工作动态，分析总结最新
规律，拟定供领导选择的下一阶段工作最佳方案等等，忙到了根本就分不清什么叫“忙”和“闲”的
程度。“陶里根之行”在他心里留下的那点撞击和创痛因此也渐渐得以平复。只有一件事，他依然耿
耿于怀，那就是领导上一直没给他定岗定职。他不知道个中原因究竟何在？是因为自己最后阶段犯的
那个“错误”，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他没法去估摸，也不敢去探问。但要说领导不信任自己，不重视
自己，怎么又会把自己放在眼前这场大会战的指挥部里，当主要助手在用着呢？想到这儿，他又稍稍
地安心了。但每每地只要一想到定岗定职的事，他又难免会心烦意乱起来。就这样，一会儿安心，一
会儿又不安心，一会儿平静，一会儿又不平静，在这交替嬗变的折磨中，终于过去了十来天。“劳爷
”的死最后被定性为车祸致死。只是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肇事司机因酒后驾驶，致人死亡而逃逸，
已被正式逮捕。但跟‘谋杀”无关。劳爷的遗体随即也被火化。焦副厅长和赵总队长代表厅党组和总
队全体同志去看望了劳爷的家属。劳爷最后供职的那个盛唐公司给家属发放了一笔相当丰厚的‘抚恤
金”，并且出资在省城著名的福德园公墓里为劳爷购买了一块墓地。骨灰安葬的那天，原计划只是由
盛唐公司和刑侦总队去几个领导和员工、干警代表，协同家属举行一个小规模的安葬仪式。却不料，
呼呼啦啦地—下到了五六百人。仅自发来跟劳爷告别的干警就有二三百人。他们一律穿着深灰色的警
服。仪式进行过程中，又一直播放着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几度风雨
几度春秋，风霜雨雪搏激流⋯⋯”搞得现场气氛相当的凝重。特别让人感动的是，现场几乎没有人哭
，却充满着一股难以化解的疑虑和悲愤情绪，像层层浓重的乌云锁住了大雪覆盖的群山。人们默默地
拥抱劳爷的妻子和他那唯一的女儿，用力地却又无奈地握着她们的手。既然事故的性质已经定了，人
们当然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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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纬度战栗》

编辑推荐

《陆天明反腐四部曲3:高纬度战栗》为《陆天明反腐四部曲》之一，由陆天明著。有一位哲人曾明言
：在所有的悲剧中，你我都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半是受害者，半是同谋！

Page 8



《高纬度战栗》

精彩短评

1、看起来很不错的套书，经典好书值得收藏！
2、挺好看的，买了很多，做警示教育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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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整这部小说在试图触及当代人心灵深处最为敏感的区域，有些问题可能还会触及我们脆弱的神经
，让读者‘战栗’起来。“这个‘战栗’不一定是害怕，还可能是因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遇到了强
大的挫折。反腐小说以介入社会生活为基本立场，这是文学选择的自由之一，无论持怎样的文学观念
，都应当有着平等的表现权利。进入现实是文学的一个选择路径，目前并不缺乏反映现实的作品，问
题是这些作品在揭示社会新的矛盾时，如何体现出“一种对现实的深刻的洞见和把握”。当然，文学
还应当是艺术的，因为文学的最终的目“仍然是如何通过一定的审美形式来‘再现’现实”。《高纬
度战栗》虽非完美之作，然而由它开始，我们能够看到迈向这种完美的努力。“陆天明曾经接受采访
时说过：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小说脱离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已经太久了，不考虑广大民众的阅读意愿也
太久了。现在是时候了，应该让我们的文学和小说回到亿万“下里巴人”手中去了，应该让我们的文
学成为这亿万“下里巴人”精神生活不可分的一部分了。必须看到，在这一点上，广大普通民众今天
实在是太“贫乏”，太饥渴了。忽视这样一个最广大群体的阅读意愿和文学权利，必将后患无穷。同
时，作为当代一个文学人，也应该自问，良心何在？难道您不认为，让文学和小说回到广大民众中间
去，同样是一件“非常伟大和艰难的事情”吗？当然，要做到那么多的“既⋯⋯又⋯⋯”，是非常不
容易的。天舟文化就是看到了文学应该深入人民大众，应该反映社会现状，于是集结力量，重新集中
陆老的四部反腐力作，出版珍藏经典版~~~
2、我想读这本书的人大多会被它充满了悬疑色彩的开头所吸引。劳东林的痛苦，祝磊的愤怒，顾省
长的欲罢不能，还有贯穿小说始终的小姑娘曹楠......我们有太多想从这本书中探究的答案。我一直到
读完整本书，还在想，曹楠这个角色在整本书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让她周旋在一群站在政治
舞台高处的官员当中，而不被同化。后来，我想明白了，“她”代表了官员们内心深处的人性。在官
场久了之后，人很容易就会忘掉自己的本性，而曹楠便是那个埋藏在他们心底深处最柔弱的人性，也
正是这一点点柔弱的光，在引领着他们与黑暗的势力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多么重要而不
可或缺的存在啊。
3、这本书非常注重人物内心的描写，开始深究中国腐败的深层原因，对腐败分子的内心和腐败的形
成进行深刻的剖析，作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在故事的讲述手法方面，也超越了传统小说
的内心，对话，描写。接近法国意识流的风格，只要能更好的叙述故事和剖析人物内心，就不在乎传
统小说写作手法的束缚，可以算该书作者多本小说中的升华之品，值得一读。
4、：文字充满悬念，笔端直逼现实，让人欲罢不能，掩卷深思。从全新角度进入，深刻探讨产生腐
败的社会根源；真实再现人性层面上“当下无助”与“升华焦虑”的撞击；“高纬度”的背景，人心
的“战栗”。 重要的是，并非仅仅只是独立个体的道德堕落造成腐败的群体性发作，除了制度和个人
，更广大的“众”，包括你，我，他，这些普通之众，推波助澜了温床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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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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