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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石》

内容概要

九十年代初，李志明从偏僻的山村考上政法大学，像多数农家孩子一样，以为怀揣的梦想就是现实。
毕业后他成为一名法官，真正的现实从这里开始⋯⋯
到处充斥着权力与金钱的味道，李志明所在的滨海市中级法院也没能独善。机关里的潜规则、职场上
的尔虞我诈，法律与权力的对弈、金钱与美色的交换⋯⋯难道这就是必须要眼睛看惯和心境处之泰然
的现实？
法官、律师，原告、被告，官员、奸商，各色人等悉数登场；正义、歪恶，法理、人情，坚守、妥协
，鲜活人性精彩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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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石》

作者简介

符志平，男，湖南人，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先在湖南省衡阳市两级法院工作十年，历任该院法
律业大教师、基层法院副院长等职；后在广东省深圳市法院系统工作十三年，历任审判长、副庭长等
职。工作期间办理各类案件上千宗，曾被评为衡阳市首届杰出青年法官。现已辞职下海，从事法律服
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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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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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石》

精彩短评

1、一本纪实小说，很惊喜！
2、谈书名《鱼石》

    看书名，我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猜，是说书画的？或者谈古董的？
读内容简介，才知道是写法律人的故事，是一部职场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官场小说。
《鱼石》讲述大时代背景下法律人所处的特殊位置，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在一个人情社会、熟人社
会、官本位颇为浓厚的国家，如何使“情、理、法”有机统一，如何应对体制内外的干扰，如何抵抗
各种诱惑，是目前许多法官面临的现实问题。在现实中，法律人和其他官场人一样，有坚持良知和底
线的，有腐化和堕落的，有彷徨和无奈的。但司法部门和法律人与其他官场尚有一定的区别，有一定
的神秘性，民众一直无缘窥知，这部小说，从法律人的私人生活和工作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为
读者提供了一个见识的机会。
我边读边想，为什么书名是《鱼石》呢？读到结尾，看到女主人公米青的
3、作者已经离开这个行业，下笔自然也就少了一些顾虑，虽然这部小说对法院的生态只是浅层次的
揭示，但最起码是真实的，在这个充满了道貌岸然的假大空的系统里，单单这点就难能可贵了。
4、一本写实的书
5、真实，有嚼头
6、俗套的职场，不俗的描写
7、基层法官良心与仕途的考验，退一步心也开阔了~

8、侧面了解执行局的威力。#214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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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石》

精彩书评

1、《鱼石》虽然多谈法律上的事，可是外行如我，读起来一点也不觉着累，从中看到更多的是法律
人这些年来的一些过往、问题、症结、痛苦，和如何地用心做事、用心做人。当然，结果未必是事到
功成、人见人爱，但用心总使人高看一眼。近300页的书，不写八卦，不肯将就成文，字字使劲全力，
满心满意都在纸上。凭一个个案例，连缀成篇，看似“小”，实则写的正是那个严肃的法律，和法律
的人。书里妙语连连，我不引出，希望大家自己去看。这是写自己，还是写中国？我不知道。不过，
只要是美的，就好。我是在一个台风的夜里读《鱼石》，可恨遭遇一场难得的感冒，读得我头昏脑胀
、鼻涕横流——更可恨的是，太阳竟出来了。推荐阅读：★★★★★  5星少有的理智、温和、倔强的
书写者。用心又用力，我会继续爱她。但因用力用心，读起来沉重，隐隐有痛。装帧设计：★★★★ 
4星
2、莫言曰：“如果男人不恋美色，女人还有什么盼头？如果婚姻只为生育，日子还有什么过头？如
果男女都很安分，作家还有什么写头？如果文学不写酒色，作品还有什么看头？⋯⋯” 《鱼石》虽然
是一部职场小说，但也“四头”，也免不了俗套，没办法，谁让我是个俗人呢？。在这部作品里，写
了主人公的校园爱情，纯真唯美，写了中年爱情，月朦胧鸟朦胧⋯⋯是在表述：爱会贯穿人的一生，
不同时期爱的表现形式也会不同。 《鱼石》是一部典型具有公务员眼光的小说，与当下中国公务员的
心理境况较为吻合，对于变化的恐惧，让维护既定秩序成为中产们的共识。在中产家庭的房门之外，
由房价、教育、汽车、生存成本、生活质量等构成的不确定性，让这个群体随时有风雨飘摇之感，而
如何抵御这种不确定性，人们却办法不多，这个时候，唯有“逃避”，才是万能的，价值观正确的。
读者会为这部小说伤感，被它感动，但一样会知道，生活不会像小说一样，生活里有着比故事复杂数
倍的矛盾、纠葛等着去解决。
3、经朋友推荐，我买了一本《鱼石》，看内容介绍，是描述当今法官职场生活的。我想，在当今体
制下，法官的职场也是官场的一种，应该是大同小异的。没想到，这本书写的很有新意， 书中主人公
李志明是个法官，年富力强且相对正直，尽管不能嫉恶如仇，也起码能独善其身，按说这就是官场之
中的善类。但是这样的人，在这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官本位浓厚的现状下，只能在博客中寻觅他
的桃花源，躲避了世俗的喧嚣和烦扰，逃脱了红尘的争斗和炎凉。官场的作品看过不少，比如《国画
》、《二号首长》、《驻京办主任》等也是写官场，不过那只是反映中上层官场的无趣、无聊、无奈
。而这本《鱼石》，是一部反映典型中下层公务员的小说，与当下中国公务员的心理境况较为吻合，
由房价、教育、汽车、生存成本、生活质量等构成的不确定性，让这个群体随时有风雨飘摇之感。我
会为这部小说伤感，被它感动，但一样会知道，生活不会像小说一样，生活里有着比故事复杂数倍的
矛盾、纠葛等着去解决。
4、拔剑四顾心茫然----评《鱼石》----------------法律人的生存状态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滨海的地方，
主角李志明是个法官，官不大不小，人不好不坏。所有的故事围绕着他来展开，层层迭进 ----《鱼石
》所反映的故事，基本上算得上当今中国司法机关的一个浓烈缩影。　　 　　这本书写得生动有趣，
作者喜欢通过主角的口来给大家讲很多段子、笑话，酒局很写实，看他写的书，就像是一群你身边的
人陪你唠嗑一样，亲切感十足。但《鱼石》却时不时的让我感到很恐怖，因为这本书里的人物所做的
事，让我寒心，比如红顶商人，比如如何理解上面的“依法办理”，比如执行难中的“老大难，老大
难，老大重视就不难”⋯⋯，等等。就算是作者留有一定程度道德底限的主角李志明，他在面对一些
过分的事会感到愤怒的时候，却为了自己的一官半职，又对这些事闭上眼睛。这种有意识或者无意识
的写作变化，让我在看《鱼石》时总觉得手脚冰凉。恐怖本身可能并不让人害怕，其恐怖之处真正在
于，把这些事当作最平常的事去面对，去处理，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鱼石》里的芸芸众生，每天
做的事几乎都是为了升迁，为了官位，为了迎合“潜规则”。这样的人在中国并不是少数，大多数有
抱负有理想的人得不到重用，最终只能辞职，有的甚至走向堕落。如此种种，不禁让人感叹！如果要
研究当今中国法院、法官的生态环境，《鱼石》是一个很好的切入面。这本所有地名和人名都纯属虚
构的小说，写的却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又真真切切的事。也许当你在电视新闻里，看见严肃的审判庭，
你会想起李志明，想起米青，想起林坤，想起《鱼石》。 
5、实事求是地讲，《鱼石》讲的故事并没有多么地出挑，无论是故事、人物、情节，并没有电视剧
那样“无巧不成书”的巧合。但有一点，却不可轻视：小说里的人物，从性格到语言到心气心事，你
稍稍关注一下，就能在身边找到这样的人。朋友多的人，捏吧捏吧，糅合糅合，书里这点事情恐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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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石》

能套得进去。我想，这是因为作者为文真诚，下笔写实，不拔高、不隐讳；男男女女有一说一，众生
平等，对各种情感立场不褒扬不贬损；态度客观，思考中立。这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很难：编故事
、讲故事也是一种抒发，剧情要进展要戏剧要冲突，拒绝高大全，写出真情实感不偏不倚就不容易。
把一个人写的有血有肉、把一种性格写的有利有弊，就是诚实，就是尊重现实，就是态度客观可信。
在阅读中，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书名是《鱼石》呢？读到结尾，看到女主人公米青的博客，她对著
名诗人艾青《鱼化石》的感慨，才恍然大悟。原来，作者借用小说人物米青之口，道出了小说的主题
，我不禁击掌，好！
6、读《鱼石》 说轮回读《鱼石》，我最喜欢它的结尾。主人公李志明知道原来上司的近况后，先是
感叹“江湖的⋯⋯”，然后久久的望着远处，“远处是山，再远处还是山⋯⋯”这使我想起宋代禅宗
大师青原行思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
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山，看水仍然是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是一种洞察世事后的返璞归真，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一境界。人生的经历积累到一定程度，不断的反省，对世事、对自己的追求
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认识到“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要放弃的
是什么，这时，看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只是这山这水，看在眼里，已有另一种内涵在内了。《鱼石
》带有作者强烈的个人主义风格，结尾的描写，它表达了一种看山的价值观——“人本是人，不必刻
意去做人；世本是世，无须精心去处世”，这才是真正的做人与处。作者意图通过这部作品，唤起都
市人对人生本身的重新认识和思想回归。 另外，在作品中，作者对家乡的描写，画面优美动人，潺潺
的溪水，姹紫嫣红的野花，憨态可掬的小狗，欢快歌唱的斑鸠，既有乡野的辽阔空灵，又有大自然生
生不息的纯净。相信读者看后，与我一样，都会有迫不及待想去那里的强烈愿望，而作为曾经在那里
生活过的人，则认为，表达了那里最熟悉和最贴切的部分。
7、鱼化石，美丽一如雨花石。当初一看见《鱼石》，很自然联想起这个。读完小说后，更是赞叹作
者的用心良苦。于黑暗中看见光明，是我们生活想要的未来。李志明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经历，
告诉人们不一样的司法界，不一样的法律人。用简单的方式解释复杂的事情，是作者的技巧，更是读
者需求的。看完《鱼石》，终于知道喊冤的人是怎样的心酸历程，终于知道官司是什么样的流程⋯⋯
当然，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所以，你需要去看看，解惑，一点不为过！
8、好久没与牛郎联系了，问他最近忙什么。他曰：最近写了一本书。顿时，眼前浮现出宋丹丹的《
月子》，心想，这老兄一直在机关整公文写作的，难道像某领导一样，将其数十年的讲话稿也整理出
书了，不禁呵呵两声，但还是很恭敬的问：什么“大作”？他支支吾吾半响，答曰：《鱼石》，刚出
版，请斧正。《鱼石》？神马东东？难道最近看“鉴宝”节目走火入魔了，学马未都恋上古董了？于
是，决定看看《鱼石》。看它，不是了解古董搞收藏，而是想看看牛郎如何自恋，嘿嘿。不久，收到
他快递过来的书，厚厚的一大本。我懒洋洋的打开，一看，就扔不下了，非得熬夜、旷工、偷时间读
完才罢。《鱼石》是一部反映法律人的职场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官场小说，讲述大时代背景下法律
人所处的特殊位置，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看罢，我惊讶了。想想吧，当今的职场（官场）小说，可
以说是臭了街的故事，但被他讲的富有新意，不落俗套。这部小说，通篇大白话的表述，事事从小入
手，从职场了无新意的生活中窥见各种暗流涌动，从细微见全貌，情节不狗血，但能让人发现一个贴
近真实的角度⋯⋯书里的人物一个个活脱地在你的脑袋里，如：主人公李志明的瞻前顾后，高中同学
的政治“成熟”，大学师妹的理想追求，上司的含糊指令，当事人或淳朴或狡诈，等等，连梦里都撇
不下他们，哪一个牵出来，都能让人魂牵梦绕、欲罢不能。它更牛的地方，是把某些“正常”的事说
得“不正常”，把“坏”人说得不是那么“坏”，有的还值得同情，令人感同身受，也认为只好如此
。其实，好的文章并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什么都正确无可挑剔的人，你会佩服，可就是爱不起来。
人如此，书也是，谁爱天天看高大全来鄙视自己虐自己呀？牛郎写职场，写法律人，当然得涉及法律
专业。在作品中，除一般文学性的描写外，还以工作日志或者散记形式进行纪实性的描述，如“案件
讨论、信访接待、请示汇报”，甚至写法律人“如何钻法律空子，如何打擦边球”⋯⋯，等等，有一
定的专业性，其意图是，揭开神秘的面纱，让外人真正步入法律人领地，零距离、全方位的感知他们
的工作、生活和内心世界。我想，一本书的价值，别人有的，你要有，别人不会的、你专业研究的，
一定得有，读者不懂，但不妨碍细看，经得住琢磨，有所启发，有所感悟。当然，这部小说仍未脱离
当今小说的俗套，也写了情场——爱情。但作为中年人的爱情描述，并没有矫情的倒牙，狗血的能浇
花，而是有话委婉着，有情暧昧着，有欲望憋着⋯⋯总之，云遮雾绕、辗转腾挪，国事、家事、情事
、性福事，在知道与不知道之间，爱与不爱之间，上与不上之间，行与不行之间，妙手空空，玩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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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石》

内功，讲求的是力透纸背，隔山能打牛。在一个人情社会、熟人社会、官本位颇为浓厚的国家，如何
既顺应世情又坚持底线，一直是善良的法律人纠结的事情。由于，门外的民众一直无缘窥知，但这部
小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见识的机会，让“只有法官知道”，成为 “大家知道”。这老兄长期在司法机
关呆着，一直整公文写作的，已是八股文的徒子徒孙了，没想到，竟写出这么有意思、有深度的文学
作品来。我想，不是牛兄的文笔有多么好，而是他用心，真实的反映了社会现实，就如某电影导演说
过：“真实是最打动心灵的语言，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真正打动人，只有今天的现实中的人物，才
能引起关注。”特别想要说的是，《鱼石》我送人不下10本了——基于我抠门的品行来说，这是奇迹
呀。
9、鱼石是美丽的传说，更是美好的愿望。《鱼石》作者寄情于艾青先生的同名诗作，并有感而得此
书名。事实上，《鱼石》是一部关于法律人的小说。美好的传说、严峻的现实、神秘的法院、铁面的
法官、唯利的律师，还有各色案件当事人、信访者，看似风马牛之间，却演绎了一出善良与邪恶、美
丽与丑陋、金钱与美色、阳光与阴霾、法律与江湖、喧嚣与静好的人间悲喜剧。现实之中，公安、检
查和法院在人们的眼中是神秘的，惧而远之的。因为自古往今中国人感叹官府少青天，崇尚江湖和为
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处理矛盾纠纷的思维定式。这种定式导致了就像如今人们惧怕去医院一样，因
为他们始终觉得寻求公正和寻求健康一样艰难无望。尽管生活中人们仍然难免和它扯上关系，但那也
是因为实在无法，被逼无奈。《鱼石》主题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小说作者以曲折的故事安排、生动的
人物塑造，期待告诉每一个人，中国社会已经进步到了必须依法不能治国。作者还想说得是，法律作
为公权力，在邪恶之人手里，一定会沦为私器，私器公用，遗害无穷；在良善之人手中，则可以推动
社会迈向秩序，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才是真正和谐的社会。李志明是一名基层法院的法官，也是一个
普通人。他从大学毕业准备把毕生献给司法事业，到后来被现实将理想打得粉碎后遁形避世，再到后
来痛定思痛重新对未来充满信心。作为一名有良知的法官，他眼中的暗箱操作、人情与法、钱权置换
、权色交易，无论是明规则与潜规则，无不让他疑惑、使他消极，进而思考重生，他的职场历程步步
惊心，能让每个人感同身受。而作为普通人的他，毕业分配、上班下班、恋爱结婚、儿子升学、辞职
下海等，他确是普通人中的普通一员，因为他有普通人的生活，有普通人的思想方法，有普通人的喜
怒哀乐。法院和法官在整个社会评价体系中多受诟病，其原因或多或少是人们缺少了解所致。读过《
鱼石》之后，人们可以从中看到真实的法院、真实的法官，因为作者将一个透明的司法系统展现在了
你的眼前。作者还将人们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通过小说故事的叙述和情节的展开，彻
头彻尾地说了个明白，道了个清楚。不枯燥，不乏味，这在多数同类小说作品中也是很难呈现的。《
鱼石》作者曾经的法官工作背景，让他的小说创作极具真实性。因此在这部主题看似严肃的小说中，
每一个人物形象塑造并没有用过多的笔墨修饰，就都表现得极其鲜活，特别可信。无论是贯穿主线的
主人翁李志明，还是他身边的一群法律人。而美丽善良也好，卑鄙丑陋也罢，法院毕竟是社会生活的
一隅。阅读《鱼石》，正是在阅读一个缩影版的社会。——————————————《中华工商时
报》
10、看书名，我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猜，是说书画的？或者谈古董的？ 　　读内容简介，才知道
是写法律人的故事，是一部职场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官场小说。 　　《鱼石》讲述大时代背景下法
律人所处的特殊位置，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在一个人情社会、熟人社会、官本位颇为浓厚的国家，
如何使“情、理、法”有机统一，如何应对体制内外的干扰，如何抵抗各种诱惑，是目前许多法官面
临的现实问题。在现实中，法律人和其他官场人一样，有坚持良知和底线的，有腐化和堕落的，有彷
徨和无奈的。但司法部门和法律人与其他官场尚有一定的区别，有一定的神秘性，民众一直无缘窥知
，这部小说，从法律人的私人生活和工作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见识的机会。 
　　我边读边想，为什么书名是《鱼石》呢？读到结尾，看到女主人公米青的博客，她对著名诗人艾
青《鱼化石》的感慨，才恍然大悟。原来，作者借用小说人物米青之口，道出了小说的主题： 　　⋯
⋯曾经的鱼，是健康的，快乐的，可惜的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不幸将鱼儿年轻的生命掠夺而去
，它被尘埋了无数个世纪。此时的鱼儿，生命的内蕴已经抽空，沉默得“连叹息也没有”，“对外界
毫无反应”，看不见远天和近水，也听不见浪花翻腾的声音。这种缺乏生命灵动、徒具形式的完整又
有何意义？在莫大的天灾人祸面前，人类往往显得异常渺小和脆弱，一个活泼的生命突然覆灭，除了
深切的哀惋与沉痛的祭奠，又能做些什么？⋯⋯ 　　“天灾人祸”是什么？作者没有明说，借用当今
最时髦的词儿，那就是：你懂的⋯⋯ 　　职场也好，官场也罢，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如果读者
可以从中看到世情人生的一些刀光剑影和百转柔肠，能引起共鸣和思考，我想，对推动以后的法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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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将善莫大焉。 ——————————来自天涯社区 
11、鱼石是美丽的传说，更是美好的愿望。《鱼石》作者寄情于艾青先生的同名诗作，并有感而得此
书名。事实上，《鱼石》是一部关于法律人的小说。美好的传说、严峻的现实、神秘的法院、铁面的
法官、唯利的律师，还有各色案件当事人、信访者，看似风马牛之间，却演绎了一出善良与邪恶、美
丽与丑陋、金钱与美色、阳光与阴霾、法律与江湖、喧嚣与静好的人间悲喜剧。现实之中，公安、检
查和法院在人们的眼中是神秘的，惧而远之的。因为自古往今中国人感叹官府少青天，崇尚江湖和为
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处理矛盾纠纷的思维定式。这种定式导致了就像如今人们惧怕去医院一样，因
为他们始终觉得寻求公正和寻求健康一样艰难无望。尽管生活中人们仍然难免和它扯上关系，但那也
是因为实在无法，被逼无奈。《鱼石》主题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小说作者以曲折的故事安排、生动的
人物塑造，期待告诉每一个人，中国社会已经进步到了必须依法不能治国。作者还想说得是，法律作
为公权力，在邪恶之人手里，一定会沦为私器，私器公用，遗害无穷；在良善之人手中，则可以推动
社会迈向秩序，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才是真正和谐的社会。李志明是一名基层法院的法官，也是一个
普通人。他从大学毕业准备把毕生献给司法事业，到后来被现实将理想打得粉碎后遁形避世，再到后
来痛定思痛重新对未来充满信心。作为一名有良知的法官，他眼中的暗箱操作、人情与法、钱权置换
、权色交易，无论是明规则与潜规则，无不让他疑惑、使他消极，进而思考重生，他的职场历程步步
惊心，能让每个人感同身受。而作为普通人的他，毕业分配、上班下班、恋爱结婚、儿子升学、辞职
下海等，他确是普通人中的普通一员，因为他有普通人的生活，有普通人的思想方法，有普通人的喜
怒哀乐。法院和法官在整个社会评价体系中多受诟病，其原因或多或少是人们缺少了解所致。读过《
鱼石》之后，人们可以从中看到真实的法院、真实的法官，因为作者将一个透明的司法系统展现在了
你的眼前。作者还将人们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通过小说故事的叙述和情节的展开，彻
头彻尾地说了个明白，道了个清楚。不枯燥，不乏味，这在多数同类小说作品中也是很难呈现的。《
鱼石》作者曾经的法官工作背景，让他的小说创作极具真实性。因此在这部主题看似严肃的小说中，
每一个人物形象塑造并没有用过多的笔墨修饰，就都表现得极其鲜活，特别可信。无论是贯穿主线的
主人翁李志明，还是他身边的一群法律人。而美丽善良也好，卑鄙丑陋也罢，法院毕竟是社会生活的
一隅。阅读《鱼石》，正是在阅读一个缩影版的社会。
12、米青，《鱼石》中的一位可爱的女律师，女老师，我喜欢她。我猜作者也爱她吧，于是以美好的
鱼石寄情于她。米青作为法律中人，她不完美，但她有理想，有底线，美丽而不失本份。而当她离开
法律场来到乡村小学当代课老师的时候，满是自然的景色之中，她完美得几近天使了。但无论是律师
，还是老师，米青都是可爱的。《鱼石》讲得是作者对法律职场的迷惘，或者说是对丑陋官场的鄙视
，但他有一颗美好的心灵，因此小说中多有善良人性的光辉在闪烁，更有米青这样漂亮的女人惹人喜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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