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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终人在》

内容概要

一部为反腐新闻补充深层细节的小说
一部为公务员提供正能量的小说
一个好人在官场的健康心态和艰难作为
一本倡导风清气正的小说
小说用“拟纪实文学”的方式展开，开篇即说，作家周大新受省长家属委托，为省长写传记，然后采
访了省长身边的亲人、朋友、同僚甚至对手。中间穿插了一个中国官员，从乡镇一级开始做起，逐步
变成省级领导干部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压力，所经受的种种考验，以及逐步清晰的对为官使命的认
识。通过这样的经历，小说全面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纵贯线和中国官场的纵贯线，也全面展现了中国社
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官场和官员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但这不是一本官场小说，它不津津乐道于做官的技巧和官场的规则；它不讲厚黑学和斗争哲学。这是
一本官场文学，它深入官场生态内部，讲做官和做人的关系，讲官场中的永恒人性和命运，讲为官一
任的健康价值观和正能量⋯⋯在如火如荼的反腐大环境中，也许我们从新闻里知道了很多，但文学是
新闻的纵深和褶皱，这本书回到新闻发生的现场，用“拟纪实文学”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深入讲述
官场和人性的深层逻辑，让我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这本书能够为反腐新闻补充深层细节，能够为官场生态提供一些深入的反思。小说讲述官之为官的使
命和责任、道德和操守，呼唤风清气正，呼唤刚健有为，也呼唤全社会关注官员健康的心理状态，建
立正面的价值体系。这是一本既深刻反映了现实，又充满了正能量的书。在官场小说逐步庸俗化、厚
黑化的情况下，该书对现实题材的把握分寸、对官场题材所秉持的价值立场，都体现了一个大作家的
风范，可以说，这是一个大作家把握大题材所写出的大作品，展现了中国作家中难得的理性现实主义
的创作态度。
小说中，借着清河省省长欧阳万彤省长之口，有这样的表述：“我们这些走上仕途的人，在任乡、县
级官员的时候，把为官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遇事为个人、为家庭考虑得多一点，还勉强可以理解；
在任地、厅、司、局、市一级的官员时，把为官作为一种光宗耀祖、个人成功的标志，还多少可以容
忍；如果在任省、部一级官员时，仍然脱不开个人和家庭的束缚，仍然在想着为个人和家庭谋名谋利
，想不到国家和民族，那就是一个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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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大新，著名作家。1952年生于河南邓州，1970年从军，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
先后获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奖、冯牧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老舍散文奖等。
现居北京。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湖光山色》。新近的长篇小说《安魂》广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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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终人在》

精彩短评

1、只看个片段。以后再读。
2、高考前读的，形式不错，从讣告开始写，回忆欧阳万彤省长的一生，从他身边的人开始，到和他
有过接触的人，汇集不同的人对他的评价，丰富他的形象。讲述了一个人从低层干部一步一步晋升过
程中对自己信念的坚持与遭遇的挑战与诱惑。全是我看过的第一本官场类型的小说。
3、“到底欧阳万彤是个怎样的官员，还得读者自己评说。”
4、角度挺新颖的，360度测评式的虚拟传记。很现实主义，无论做任何事情，无论你最初的理想是什
么，只要落脚于现实生活，就不可能不受到现实的各种影响。
5、这是一本不太成熟的官场小说，作者想通过不同人的描述来构建一个清官的形象，只不过叙述者
的性格不太鲜明。至于从未正面发声的主角，虽然每个被访谈者都说出了自己对欧阳万彤的理解，但
依然少了很多矛盾面，可能是因为作者让不同的人说出矛盾的每一方面从而减弱了矛盾的激烈感。作
者的创新可能在于写作结构，但也可能是因为写作结构而导致整本书读起来不是那么带劲。
6、关于官场的书第一次接触，看到有评论说这本书将得太浅，反而觉得倒是十分适合我。要面对上
级、同级和下级的压力，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巧妙变通处理，人情和法理之间的抉择，对手的暗算和妻
子的思想腐化，还有作为人类本身的欲望与私心。这本书引发了我走向下一本书：驻京办主任。
7、第一次看这种模式的官场小说。刚开始是看评论去看的小说。小说中26个关联人物对主人公各方面
的评价及表述，从而在读者心中形成一个真正的属于每个读者自己的主人公。我猜想每个读者读完后
主人公的性格都是有区别的，但是重点其实都一样，官场小说在读之前就假象了自己是主人公。
8、我想应该是主题的缘故才得奖的吧。
9、文人对政治的看法如此真实独到确实让我诧异，其中提到的很多关于人性，信仰，政治的问题都
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是一部值得多看的书。。。
10、写的形式比较新颖，但在内容上比较牵强，完人式的省长并不真实。
11、作者行文的魅力在于引人入书不自觉的一页一页就读了下去，但是每个人讲的点到为止的故事总
觉得差了一点火候，没有合上书后琢磨玩味的劲儿。第一次读周大新的书是冲着矛盾文学奖去的，世
俗又任性的选了一本。
12、有些采访过假了，这种角度还原一个人新颖是新颖的，但是有些人物出场有些莫名其妙。
13、还行 一口气看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和观点  多元化的社会  只是作为一名官员有官员应尽的的
责任和义务
14、在书店翻了几页，被开头吸引住了，买回家读完后有点失望：本质上就是一本一本反腐倡廉教材
，对现实的关注流于表面、没有锐度。不同人不同视角叙述的结构貌似新鲜，实际上有些人物缺乏前
后联系。
15、宣杨党妈正能量！
16、我读完觉得挺震撼的，因为我读之前真的以为这是一本传记，刚读完立马去搜欧阳万彤这个人。
搜不到百度百科，还疑虑呢。原来这是一本仿真纪实小说。这才回味起来里面的很多戏剧性，其实人
生何不是如此。只不过我们无法站在上帝视角，因自身的局限性看不到这种戏剧性巧合性和偶然性。
书不错，我是个刚毕业的学生，第一次接触这种官场的书，可能我的认识还有局限性，我觉得书是不
错的。
17、完全就是一个主旋律yy文，只不过人家网络作家写高富帅白富美莫名其妙征服男神女神走向人生
巅峰，这本书讲一个伟光正五毒不侵的正能量。人物都太幼稚，作者只会描写三种口吻的人物：没文
化的粗人、有文化的好人和有文化的坏人。而且居然硬塞进去大段大段作者自己对国家对政治制度对
经济政策对国际关系等等等等的幼稚看法，完全出戏，感觉一个队各种事情都一知半解的退休老头拉
着你吹牛，告诉你什么事都是他最懂。情节完全没有合理性，伟光正到底干了什么可以一路升官也不
说，反正这人就是能力强。要是现实中这样的一根筋领导（即使同样五毒不侵）能升官才怪，作者到
底有没有真的接触过高级一点的领导、了解过人家高手政商合作的玩法？说来说去都是小贪官和流氓
小企业家的你送礼我放你排污的路数。
18、不仅仅是写官场，更是写官场中的人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官场有关的，我们对官场的态度，
也反映了我们自己的三观。
19、对我来说题材很新颖。看了之后，只有感叹，权力在手无人监督，对拥有权力、一心想做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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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说，也很难。权力终会耗尽权力拥有者。
20、拥有无暇道德的形象读起来感觉少了人味儿。期待中的伏笔没有展开，有点虎头蛇尾不够痛快。
能感到作者想借芸芸众生之口表达对政治、官场、时事的思考和理想。
21、开始读时，以为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传记，读了百分之四十后才突然发现故事应该是虚构的。
开始看时只是看作者对不同人物的言语是如何构造的，后来，不禁佩服作者。每个人提供的线索都十
分精彩，有交叠，有分歧，这让小说显得十分真实。
我觉得最有趣的便是两次对常小韫的采访，开始读时觉得她是绝对的善良，真诚，淡泊名利；后来慢
慢读着，对她的态度也有改观，到最后的采访，仅仅是采访者的态度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最后的那个新闻报道也意味深长，那个清廉正直的欧阳万彤的葬礼外居然会有人拉着横幅欢送他去地
狱。真是满是心酸，那一瞬间仿佛唢呐声再次响起。
想想作者对欧阳的描写，也写了不少黑历史：他放弃灵灵，他升官之路也有关系运作，他还与演员也
有过一段（虽然他最后忍住了），他还多次表示不是不想，是不能⋯⋯
22、读完之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生前把一生贡献了给了国家，人民，得罪了利益集团，死后却还
要遭受各种侮辱，诋毁
23、纪实与虚构。更多的是非虚构。死后名声如何，都付众人说。对现在的国内形势很应景。如果要
分析，就是其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这些色彩吧。周大新的作品总会让我有惊喜，读《湖光山色》的
时候就是这样。
24、人物太正，不太真实。
25、不如沧浪之水来的深刻。
26、书不错，有些话很对很有道理。充满正能量，也写出了现实。做官不易，在财权面前控制的住的
人更不易。
27、现代故事  还算好人
28、读过心里有些发堵
29、题材和新颖，对人物的心理和官场的描写很真实
30、构思不错，抽丝剥茧为我们划了作者心中官员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边界。但是作者喜欢夹杂其中的
对一些时事的的评论实在是缺乏深入了解，有的观点看法只是照抄网络语言实在有些幼稚可笑。茅奖
只是因为正中反腐的下怀吧⋯
31、N久没有读国内的小说了，看惯了日文翻译文风的我，一开始还有点不适应。但是作者用却用最
为精致的情节把我一下拉了回来，对每一个字都好像那种浸泡在这种特色的社会里。主题上作者很讨
巧，选了一个中国人最为关注却又最为忽视的政治问题，官场里的起起伏伏、人物命运的不断交错，
都通过另一个文人来揭开。文章很有趣，但是并不深刻，并没有一种撕开当今中国文化中所形成的最
为丑陋的那一面，而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总的来说，还是值得推荐，让我度过了一个无聊的下午。
32、曲终人在
33、开头以老人的离世 卜告开场，以不同的人物角度的采访诠释人与人内心的独白⋯以不同角度来评
判一个人⋯从不同角度多方位 看清一个人一件事的事实存在⋯
34、第一次看到这种访谈录式的小说，就像是一面镜子，围绕着一个人，自然地照出官场百态。
35、比较真实描写地厅及省部以上官场的生活，尤其是人与人相处，怎样走进圈子等，文章表现形式
很新颖，内容也吸引人，有机会再看看类似小说。
36、叙事好 形式好 文学性强过《追问》三条街 津津有味讲故事 看了三篇就强烈以为会有反转 中途疑
问到顶点 最后虽然是真正的伟光正 但是太不容易了 反派的扬言宣战触目惊心 这才是文学作品应有的
责任感 人间自有正气 一股清流 以及渺小的希望
37、第一次读  对官场讲的太浅了  合理性不足的地方比较突出。而且以访谈的角度来说  废话太多  谈
的太浅  还有的没必要  关联性有了但是太脆了。
38、先在新华书店翻了一本流行的网络电视剧的原著，读了一会儿，感觉无趣。后来在发现该书的腰
封是CCTV推荐，就抱着尝试的心态看。作者以通俗的文字从26个人的视角描述了一个“不一样的省
长”欧阳万彤。作者行文流畅，让我有想一直读下去的冲动，然后我就在书店一直把这本书读完了。
39、这个省长太理想化了，但是写作手法很好，引人入胜，我几乎一口气读完。
40、访谈录式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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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较新颖的叙事方式，清河县县长死了，通过他朋友圈26个人对他的回忆，有了这本接地气、反映
现实社会的官场小说。。
42、在《人民文学》上第一次读到周大新的小说。长篇《曲终人在》，语言很顺，故事性很强，但作
为文学作品，思想性稍微浅了点，通俗性和传统性又过了点，文本上几乎没什么形式创新，讲起故事
来又有点像故事会。另外，既然是官场小说，作者的功课还没做细，比如到底是“原市纪委书记”还
是“市纪委原书记”？还有唉，作者对官场想象的痕迹真心太明显了。。。
43、之前没看过官场小说，而这貌似不是完全意义的官场小说，我觉得还可以
44、人走茶凉和曲终人散原本是国人的势利和薄情之处。想做到曲终人在，为人所感念实属不易，需
要为官的智慧和做人的高度。为官不易，为好官则是履冰涉险。
45、还可以 三星半
46、故事架构肯定是特别的。但第一章就看不下去了，感觉太戏剧化，一点儿不真实，很多情节太典
型太直接了。
47、一般
48、有能力，想做事，不同流合物的领导形象。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有点脱离现实，有些地方
带过的有点快，总的来说还是慢慢的正能量。掌阅2015年度好书推荐的，一个星期业余时间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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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周末两个下午躺在床上看完了，脑海中自己勾勒出了一个欧阳万彤的形象，像极了（平凡的世界
）里的田福军，田晓霞的父亲，农村里走出来的官。整本书描绘给我的欧阳万彤是一个灵性，有趣，
智慧，有抱负，有思想的，能控制自己欲望的人，接近一个完美的人，我总是怀疑这样的人会真的存
在吗？我身边没有这样的大官，我也没有跟当官的人打过交道，所以我不了解。但就这本书来说，我
想说不管这本书的文笔如何，它只做到了一点，我一直耐心地把它看完了，就那样一页一页翻着看完
了。但是这本书的某些情节太过老旧，没什么新意，感觉作者的火候还是有一点点欠缺，因为整本书
有的地方的情节安排在我看来并没有让人觉得很自然舒服，这可以算做一点遗憾吧。从内容来看，这
本书基本达到了想要的效果，勾勒了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从26个人嘴里讲述出了一个欧阳万彤，我
自己觉得虽然有对他的不满，但是这好像是从侧面赞扬了他，这个人是一个完美的人。不过一想到它
是本小说也就释然了，毕竟文学里的人物出于生活，却也高于生活，勉强可以接受这个人物的存在。
另外我对书中提到的一些观点保留意见，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2、很多作家会把自己写进小说，《曲终人在》也是如此。在这部长篇小说里，赫然呈现着两个周大
新，一个是小说真实的写作者，另一个是小说里的虚构人物——受人之托为去世省长欧阳万彤立传的
作家。然而，即便看上去泾渭分明，虚构的周大新和真实的周大新之间也会被故意制造出一些模糊不
清。在全书最起始的《致网友》里，署名“周大新”、落款于“乙未年（2015年）早春”的作者写道
：“如果有哪位正巧在出版社工作，觉得这本传记有出版纸质书的价值并有卖钱的可能，请与我联系
。我的条件是，首印五万册，版税百分之十二”，这段似真似假的“招标广告”，既可以被认为是书
中传记作家的寄语，当然也未尝不能想象成小说印行之前作家周大新的对外通告——这种“清”与“
不清”的混淆，正是小说家刻意制造并试图传递给读者的。《曲终人在》在小说布局上是一种“一点
对多点”、类似于伞形的结构。“多点”自然是书中的26位受访者，他们都是主人公六十九年生活的
“局中人”，与欧阳万彤之间、或者相互之间都有着理不清的利益关系或亲疏之别，因此，这些记录
于纸上的字字句句也就理所当然地会被认为带上了主观情绪。不过，居于“一点”的传记作者，倒是
书中唯一一个和他们没有交集、不事先持有立场的“局外人”。这个清醒的旁观者，一方面是所有谈
话的倾听者和记录者，另一方面也是把读者带入小说情节的向导，他正以客观之眼，分析和定义着人
性的饱满和诡谲。通过书中人物相互印证、相互比对的谈话，旁观的传记作家（也可以是书写小说的
周大新本人）虽然已经清晰地划分了他们的“善”、“恶”阵营，但又不简而单之地将其归于“扁平
”。就算是被小说家称为“寄托了自己对政界全部理想”的欧阳万彤，在管理妻子、教育儿子等方面
，也不能不说不是一个失败者，同样，虽然从个别谈话和私人藏物等方面来看，他是一个确切无疑的
清官，但在其死后的追悼会门外，又有人敲锣打鼓，竖起“热烈欢送酷吏欧阳万彤去地狱报到”的红
色横幅，这既可以理解成利益受损者的报复，同样，也不免让人猜疑，是不是可能还有提供反正证词
的重要受访人被遗漏了？相反，魏昌山这个全书中最为反面的典型，却又会时时闪现出“善”的人性
之光。在个人陈述中，他细致且饱含感激地回忆了欧阳万彤对自己的帮助，而事实上，这些帮助深藏
功利，甚至完全可以认为是少年欧阳万彤在为自己今后的政界发展排兵布局；但在魏昌山眼里，不良
的动因都被滤去了，同学之情、兄弟之情才是他所认同的唯一出发点；谈话中，魏昌山还说：“万彤
在生活上给了我那么大的帮助，而我帮他的时候却很少”，魏昌山的帮助数起来只有三次，但这三次
援手，无一不是在欧阳万彤遭遇重大挫折或者面临重大人生机遇之时，这些足以决定个人命运的鼎力
相助，从魏昌山口中讲出，却都轻描淡写，自认为顺理成章。身处迷局之中的人，对人和事的认识难
免单一和片面，而周大新正是通过传记作者这个旁观者的冷眼和公正之笔，呈现出了局中人无法洞悉
或窥见周全的真实，而这种真实也赋予了人性更多的诠释和可能。《曲终人在》的着墨点大多都是官
场事迹，也毋庸置疑可以被归类为宏观概念下的“官场小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周大新说：“我
当兵几十年，接触了很多官员，也和很多官员成为了朋友，得以近距离观看政坛上的风景。”但毕竟
只是“近距离观看”而非涉身其中，周大新的这本人生第一部官场小说，还是充斥着诸多旁观者的“
不清”。比如小说中“原清河省常务副省长”、“天全市市委组织部”的说法都有违规定表述，同僚
间“焦副部长”、司机口中“欧阳万彤省长”的称呼也不太符合习惯用法和当事人身份，而欧阳万彤
在履新后第一次省长办公会上讲出的“我们的职务虽然不是通过全省百姓普选获得的，而是上级决定
的”更是与“党委提名候选人、人大选举任命”的基本规程相违背。另外，小说中一些官场情节的设
置，比如，巨贪魏昌山家的志愿兵会请前来拜访的陌生人搬运成箱成箱的茅台，让来者得以窥见其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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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地下酒库；比如，魏家被查封，哨兵对素不相识的围观者开口就说：“姓魏的和他的秘书已被带
走，恐怕他以后当不成首长了”，这也不符合最基本的政治纪律；再比如，水利专家对欧阳万彤提出
的两点解决水资源变少的对策，一点是注意节约用水，另一点是学会保存雨水和雪水，两点建议似乎
都过于普通，与水利专家的身份，显得有些不符。“小说”最基本的属性就是“虚构”。然而，虚构
的小说又常常会掺入很多现实存在的地名、人名，以及另外一些含混因素，来故意打破虚构和真实之
间的清晰界限——《曲终人在》文本内外的两个“周大新”就是如此——但诸如上文列举的这些例子
，又是对小说模糊性的一种伤害，既然有一些既定说法和可能性描述不那么准确，那么小说家——这
个官场之外的旁观者对官场生态的描摹，是不是也会折损读者的信服度？（《文汇报》）

Page 8



《曲终人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