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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枝乱颤》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描写官场腐败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品从“我”——一个保卫科长的角度，由于他特殊的身份
和工作条件，得以窥视作为市委秘书长吴大德的种种丑行。文中还设置了两个性格、人生观完全迥异
的女科长袁真和吴晓露。作为表姐妹，她们的感情很好，但她们的处事观和行为准则却格格不入。袁
真正直清高、精神上有追求，而吴晓露为了往上爬，不惜用肉体作为天梯，从一个打字员一步步顺利
地登上了风光的位子，而袁真正因为她坚持独立的人格，不屑混迹于肮脏的讨好、巴结和交易中，尽
管文章写得好，被公认为才女，却十多年始终在科长的位子上“晾”着，受到了不应有的冷遇，最后
心灰意冷，毅然决然离开了献出十多年青春的机关，放弃了“铁饭碗”，只身到了南方某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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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枝乱颤》

作者简介

少鸿，本名陶少鸿，湖南安化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副
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梦土》、《男人的欲望》、《情难独钟》、《骚扰》、《溺水的鱼》，小说集
《花冢》、《文艺湘军百家文库·少鸿卷》等，曾获首届毛泽东文学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现居湖
南常德，供职于湖北某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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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枝乱颤》

章节摘录

书摘　　袁真遇到了一场意外。　　若是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意外，袁真是断然不会跑到楼顶去的——
这里所说的跑只是一种修辞，她其实是以极其缓慢的步速上楼的。那条作为安全通道，很少有人光顾
的楼梯里弥漫着油漆与涂料的气味，她的脚步发出瓮声瓮气的回音，让她觉得有人跟在后面，她甚至
还回头看了一眼。后面除了空空荡荡的楼梯，当然什么也没有。于是她就慢慢慢慢地爬到了楼梯顶部
。那里有一扇通往楼顶的门，那扇门按说是应当被管理人员锁着的，可它却一反常态地敞开着，明亮
的天光从那里倾泻进来，让人莫名地生出喜悦。袁真迎着那天光，轻轻地迈了一步，就跨到了楼顶。
　　楼顶很开阔，楼顶之上秋日的天空更是辽阔无边，而且是那样一种纯粹的淡蓝，蓝得让人想融入
其中。袁真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向东端走去。她脚下这幢新落成的办公楼被玻璃墙包裹得严严
实实，虽然不高，才十层，但是在莲城鳞次栉比的高楼簇拥下，显得特别打眼。原因很简单，它是这
座城市管理者的办公地，是莲城政治生态中的第一高楼，所以它天生就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气势。　　
袁真走到了东端的边缘。她居高临下，看到了院子里的草地和蓊郁的香樟树，她将目光放远，越过一
片参差不齐的房顶，眺望远方起伏着的山脉。楼顶的边缘没有护栏，只有一道高及她小腿的象征性的
坎，可以说，她处于了某种危险的境地，只要她再往前迈出一步，或者有一阵晕眩，都有可能像一片
树叶一般坠下楼去。但是，她显然不在意，或者说她沉浸于某种情绪中而忘记了惧怕。她久久地凝望
着不能企及的远方，眼神空虚而迷茫。时近黄昏，太阳躲到一幢高楼背后去了，夕阳的余晖从高空反
射下来，使得她秀气而挺拔的鼻子在脸颊上投下了一抹阴影。起风了，有落叶和鸟影在空中翻飞，让
她分不清彼此。风如柔软的水擦着，她的身体流过去，令她心旷神怡。为了享受更多风的清爽，她慢
慢地抬起了双臂，恍惚之间，觉得自己是一只展开双翅的鹰，正尽情地翱翔于天地之间，让风梳理着
羽毛和心情。她眯缝起眼睛，简直要沉醉了，她将一只脚踏到了楼顶边缘的坎上，仿佛想纵身—跃，
便乘风归去⋯⋯　　就在这时，楼下的甬道上有人发出了短促的惊叫：“啊，有人跳楼——!”　　惊
叫者是个中年女子，她一边叫一边用一只食指颤抖地指着楼顶，而原本夹在她腋下的文件已散落一地
。她的惊叫是有道理的，从她的角度看，站在楼顶作展翅欲飞状的袁真就处在纵身鱼跃的刹那。惊叫
声恐怖而尖锐，霎时刺疼了许多机关干部的神经，他们纷纷跑过来，向天空仰起他们平时难得一仰的
头颈。那一张张原本矜持的脸，此时显露出了个陛化的神色，有的惊愕，有的讶异，有的紧张，有的
兴奋。他们都下意识地瞪大了双眼，去辨认楼顶那个轻生者的面容。都是在一个大院里供职的人，抬
头不见低头见，哪有不认识的理?一个熟悉的名字便跳在了他们的脑际。好几个人同时掏出了手机，从
这一刻起，市委新办公楼有人跳楼的重大新闻就开始向莲城的各个角落流传。与此同时，楼下的人越
聚越多，他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却又都压抑着喉咙，似乎怕惊动楼顶那个看上去摇摇摇欲坠的身
影。　　而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的袁真，对楼下发生的一切懵然无知。她仍眯着眼，享受着清风、远
山和属于她自己的那份迷茫与宁静。直到一阵警笛的呜叫由远而近，她才睁大眼睛往楼下望去。她困
惑得很，楼下麇集了那么多人，如同一大群蚂蚁，在干什么呢?她移动了一小步，立刻觑见下面的那些
人骚动了一下。及至看清那些人都朝她仰着一片蘑菇似的面孔时，她更是迷惑不解了：看我干吗?我有
什么好看的?她微微地蹙起了纤细的眉头。　　这时，一个严厉的男声在她身后响起：“袁真，你不要
这样!”　　袁真一回头，便看见了市委秘书长吴大德神色紧张的国字脸。吴大德向她走了几步，就停
下了。吴大德身后跟着的一群人也停下了。他们的脸一律焦虑不安，五官都拥挤在一起。吴大德向她
扬了扬手，痛心疾首地道：“你还年轻啊!”　　袁真茫然地眨眨眼，不知秘书长所言何意。她一时无
法理解眼下的情景。　　吴大德放低声音，急切地说：“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可以向组织上
提嘛!”　　袁真莫明其妙：“我没要求啊。”　　“我知道你有想法，你的才能，你的工作成绩，大
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刚才我不是向你说明了吗?这次提拔，不是你不够条件，实在是名额有限，职数有
限。你的级别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也不要为此想不开啊!”吴大
德用右手背拍打着左手掌心，苦口婆心地说。　　袁真愣住了，直到这时，她才明白她陷入了什么样
的尴尬。她恍若挨了一巴掌，血往脸上一涌，脑子里嗡嗡作响。她一时说不出话，下意识地往楼下瞟
了一眼。　　吴大德叫道：“你千万不要冲动，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提拔的事，组织上可以重新考虑
的!”　　袁真恍如置身一个荒诞的梦境，没有一点真实感，她咬了咬了嘴唇，疼感告诉她，一切都真
实地进行着。她稍稍冷静下来，脸上的红色悄悄褪去了，但胸膛里憋了一股气。既然不是梦，她就要
作出某种反应。她乜了吴大德一眼，说：“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我不这样，就可以考虑提拔我?”　　
“嗯，可以这样理解!当然，也不是我说了算，提副处级是要市委常委讨论通过的，可是我可以帮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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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枝乱颤》

话；其实最主要的是得到推荐，这你也晓得的，在我分管的范围内，提谁不提谁，我还是可以说了算
的。你的事，包在我身上了好不好?我以我的党性作保证!”　　吴大德右手有力地拍打着胸脯。拍打
胸脯是他常用的肢体语言。袁真却被这个动作惹恼了，脸胀得通红：“你们是不是都认为，我得不到
提拔就应该想不开?就应该从这里跳下去?”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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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枝乱颤》

后记

这是一部描写官场腐败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品从“我”——一个保卫科长的角度，由于他特殊的身份
和工作条件，得以窥视作为市委秘书长吴大德的种种丑行。文中设置了两个性格、人生观完全迥异的
女科长袁真和吴晓露。作为表姐妹，她们的感情很好，但她们的处事观和行为准则却格格不入。袁真
正直清高、精神上有追求，而吴晓露为了往上爬，不惜用肉体作为天梯，从一个打字员一步步顺利地
登上了风光的位子，而袁真正因为她坚持独立的人格，不屑混迹于肮脏的讨好、巴结和交易中，尽管
文章写得好，被公认为才女，却十多年始终在科长的位子上“晾”着，受到了不应有的冷遇，最后心
灰意冷，毅然决然离开了献出十多年青春的机关，放弃了“铁饭碗”，只身到了南方某城市。文中“
我”的角色设置也十分独特，精巧。由于“我”对前任女友吴晓露的好奇心理，用了违法的手段在市
委秘书长吴大德办公室的套间休息室里安装了微型探头。因此，他可以随时窥视到吴大德与吴晓露不
可告人的丑行与交易。文中还设置了另一条辅线：以方为雄、刘玉香和“我”这些在机关里当了多年
科长的小公务员们，为了能得到提拔，如何违心地出卖人格、甚至不惜花钱买官。文中一步一步地将
故事推向高潮，一层层地将人性剥离。许多细节令人心痛，精彩之至，对当下官场的腐败和人们空虚
的心灵以及强烈的权利欲望都作了深刻、毫不留情的鞭挞，层层深入、痛快淋漓，令读者欲罢不能。
但是，文中有多处不宜出版的地方，如，关于买官的部分，文中写到了买官行情的具体数字：五万、
十万、二十万等，均让作者删去，改为虚数。还有不少不适度的语言，如：把所有机关得以提拔的干
部一棍子打死，说他们“不是婊子就是流氓”，“我们的干部成天在想什么”、“制度性腐败”等等
这些过激的、打倒一大片的言辞均已删去，进行了细致的修改，还有一些性描写也已淡化、删改。现
在要着重提到两个问题： 一是，女科长刘玉香与袁真的丈夫方为雄的一段对话： “⋯⋯我问你，你
还想不想挪个位子?” “当然想，可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我有办法啊!你忘了我说过的话?大家互相
帮助，是件很好的事嘛。” “你有什么办法?”方为雄怀疑地看着她。“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人。” 
“什么人?” “幺老板。” “什么幺老板?” “老板的外甥。” “哪个老板的外甥?” “当然是莲城的
老板。” “你说清楚，莲城的哪个老板?” “你真糊涂啊?就是管莲城的老板，整个莲城都是他说了算
的那个老板 !” “你是说市委严书记?” “除了他还有谁?他外甥能量很大，也很精明，不用 通过他就
能把事情搞掂。⋯⋯” 以上这段话直指市委第一把手严书记。一般来说，在小说中第一把手最好不要
出问题，因为他不仅代表个人，还代表一个组织和一个领导班子的整体形象。因此，这段文字应删去
，改为“这你就不用管了!总之是个通天的人物。”“通天?”这样将具体人物隐在背后，既不会违反
有关出版规定，在艺术上又富有神秘色彩。二是，小说的结局令人很不舒服。腐败分子吴大德不仅没
有受到惩罚，官却越做越大，而朴实、善良和正直的好人，如袁真、“我”以及吴晓露的丈夫娄刚的
遭遇却令人心酸。建议加一个尾声，让吴大德“双规”。为了不影响结构和不过多增加篇幅，可在文
末让“我”给远在南方某城市的袁真打电话，告知袁真，吴大德被“双规”的消息。这样从结构上看
并不受影响，而且显得更加完整，正义也得到了伸张，对广大读者来说，在感情上也易于接受。本书
总体上很好，写出了当下有些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和人们内心对这些腐败分子的不满和痛恨，对现实
起着针砭的作用；从艺术上看，结构较为严谨，对人性的剖析深刻有力，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入木三分
，尤其对袁真这个人物，作为一个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坚持自我、自尊自爱、自重自强的知识女性
形象的塑造是十分成功的。此书若加上适当的宣传，一定会有很好的社会反响和市场前景。安然 2006
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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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枝乱颤》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官场小说表述了人民对于政治的知情权和监察权的强烈诉求，但不要媚俗的官场小说而要标
高的官场小说。《花枝乱颤》属于后者，且有新的开拓。袁真身上的浩然正气上承中国士大夫的清流
，远接西、万现代思想的独立精神，表达了作家对社会现实的精神期待。因为这种精神期待，人民才
会在生活中获得希望。    ——著名评论家贺少俊

Page 7



《花枝乱颤》

编辑推荐

《花枝乱颤》是一部描写官场腐败的现实主义小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写出了当下有些领导干部的
腐败现象和人们内心对这些腐败分子的不满和痛恨，对现实起着针砭的作用；从艺术上看，结构较为
严谨，对人性的剖析深刻有力，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入木三分，尤其对袁真这个人物，作为一个在物欲
横流的社会里，坚持自我、自尊自爱、自重自强的知识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十分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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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枝乱颤》

精彩短评

1、　　两个表姐妹由于性格或欲望的不同，面对官场的诱惑,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从而导致各自生活的
改变. 本书作者在机关里工作过， 所以内容比较写实.情节安排合理,紧凑.结尾出乎意料.
2、做为阅读的小说可以,但是做好职场的经验分享差了些
3、好长时间以来，喜欢上看一些官场小说，感觉从这些书中能更多的了解一些生活中不为人知的官
场内幕和陷于官场争斗中的那些人们勾心斗角，这部书通过两位表姐妹截然不同的性格和人生追求，
上演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剧目！
4、袁真 好样的~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 人永远不要迷失自己
5、在我看过的书中,这本的书写手法是比较特别的,以一个配角的角度,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描写深刻细
腻,入木三分,是较好看的一部官场小说..
6、书里面对官场那种尔虞我诈,提钱进步,"日"后上岗的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独裁政治的确恶心啊.得罪所有人都不要紧 ,只要和领导关系好.
7、袁真有点精神洁癖，在机关干了这么多年，她只是熟悉了官场，却不懂政治。她对贪污、腐化沾
染了官场恶习的人可以说是深恶痛绝，看到就恶心，躲的老远，哪怕是自己的丈夫。但这样她守得内
心平静的同时，也失去了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能力，她不能最大限度的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她
也不懂利用组织内部矛盾为自己谋得服务人民的权利。吴晓露的确是魅力非凡，作为一个让男人们着
迷的女人，她的魅力却不仅仅是她的性感，更是她的善解人意，温柔体贴，聪明灵力和她做的一手好
菜。她本来可以做一个好女人可是她误入歧途，她树立了一个错误的人生目标，超越表姐当大官。她
毫无政治理想，本不该到机关工作的！
8、郁闷得很，我讨厌这种中国式办公室腐败政治。。。找错类型了，这个不算我喜欢的书
9、现实的袁真是个稀有动物,不过书写得很现实.让人害怕
10、我对书名，完全没免疫力。
11、很一般，呵呵。没有特别吸引人。
12、书到了 几天就看完了  唉 现在的官场真是那样的吗  太吓人了  那么多从大学生想考公务员  如果都
是你们黑暗  还不如不考呢  不过小说归小说  艺术嘛  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还是说小说  前半部分感觉写
的叫平缓  高潮不是很多  从“我”寄了那张光盘以后可以说是情节起伏跌宕  高潮一个接一个  不过娄
刚“死”得太不值了... 阅读更多
13、感觉很一般~~~看完都不记得有什么东西~
14、这是一本行政机关的写照，黑暗的一面
15、大一时候图书馆看到 觉得封面很好看
16、　　没有看原著，只是听了40集的小说连播。总地来说不错。
　　
　　从人生的角度看，袁真的态度和言行无疑是好的，虽然会有在常人看来的落魄和痛苦，但她没有
丧失为人之根本。
　　
　　而她的表妹，虽然表面上风光无限，其实是真正的空虚和落魄。
　　
　　问题是：现今的社会，有几个会从人生的角度去看待每一天和每一件事呢？
　　
　　这个名字不好，但为了吸引眼球，吸引大多数人，也算可以理解。
　　
　　
17、比较无聊，人物不够鲜活，主题也不明确，浑浑噩噩的一本书
18、故事完整，从无望开始，以新生结束，制度与规则没有完全改变，也不会就此更改，只是这故事
中的人各自经历一场，展给人看，给人希冀，使你坚定你自己。
19、还不错。
20、确实一般，听起来也一般
21、写作技巧太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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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花枝乱颤》其实是一部很俗套的官场小说。如果从小说的本质来说，写的并不够好。小说
在叙事的基础上，明确了什么是善，恶，美，丑，也就是明确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与道德观，而并非提
供一个叙事基础上的伦理空间供我们思考，而是把生活中的种种悖论变成了传统道德伦理下的定论。
　　
　　不过，在我以往的道德标准中，高风亮节，洁身自好的就是好人。贪污贿赂，用肉体与金钱买卖
交易的人就是坏人。然而不知不觉中，我却产生了怀疑。不是对好坏的怀疑，而是对人生的质疑。当
个体意识，行为及感受与所谓的传统的公意道德发生抵触时，我们该怎样判断，怎么选择？社会本不
是由一种单一的伦理道德支配的。
　　
　　就在这种思想的盘缠中，我依旧抱着保守的伦理道德感判断着一个本来就模糊的世界。
　　
　　首先，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喜欢小说里的女主人公袁真。然而她的洁身自好，最终被社会排挤，
不得已远走异地。可惜作者并没有给她一个最终的归宿，或许作者也迷茫其中，不知道这样一种所谓
的高尚的道德价值感该归属于哪里。但作者明确地表态了，这种道德观在现今的中国社会仕途的天平
上，是绝对贬值的。那么人们内心为之赞美的，追求的，仰慕的，为什么得不到一个完满而宁静的归
属？是袁真不识时务么？是大家果真迷失了为人之根本么？还是社会中适应着另一套与道德无关的游
戏规则？
　　
　　袁真厌恶自己殷勤于仕途的丈夫，最后选择离婚。她顶撞道貌岸然的领导，因此在主任科员的位
置上十多年得不到提拔。她略感到敬畏以至倾心的于达远书记，最终在她的内心世界里也画上了“是
吗？”一个大大问号。这一切现象不得不让我对袁真一类人的人生态度提出了疑问。
　　
　　其次，来看看吴晓露，袁真的表妹。她用肉体搭建了通往高官厚禄的阶梯，当然这种落入俗套的
小说，肯定是给了这种人一个不好的结局。但我觉得她是个绝对分得清里外的人。对丈夫娄刚的爱，
对表姐袁真的关怀，尽管这样一个功利色彩浓重的角色，但在亲情面前却保持着鲜有的真实。虽然这
种真实只局限在小说的叙述范围内，或许虚假会延伸到小说叙事之外，但仅从小说的情节来看，她是
一颗心来面对亲情的。可见作者在塑造这样一个不择手段的莲城“名姐”时，内心是较女性化的。
　　
　　面对袁真与吴晓露的不同命运，我一直在想，人生的任何一种选择是不是都要付出代价，任何一
种人生的选择都是有风险的。不管高尚的，卑劣的，低贱的，平庸的，其命运构成却是如此相似的。
都要承受一种价值感的代价，风险不偏袒“坏人”，同样尾随着“好人”。因此任何一种人，任何一
种价值观的体现，在这个社会里，都逃不过类似的命运安排。
　　
　　或许多数人会感觉，我不要多洁身自好，也不要多同流合污，我只要安稳地生活，直至终老。那
么这种人的代价，便是永远生活在夹缝中的，上不着天，下不落地，找不到自我价值的承载。同样有
着悲哀。这也是多数市井小说为之描画的另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
　　
　　再次，我想说说于达远。这个人物的塑造似乎从一开始出场，作者就把他树为“另类”，一股凛
然正气之风从大洋彼岸随之而来（他是“海归”）。但我的心却一直悬之又悬，我似乎感觉到我内心
的不安与动荡与作者的笔触几乎是一致的，因为作者也同样没有给于达远一个结果。反而，在枫树坳
小学的落成仪式上，以及后面对他的种种描述中，都给人似乎他被“污染”了的感觉。但他究竟会不
会在“污染”中依然“清白”，我只能提心吊胆地诚惶诚恐地观望，甚至祈求，他的“本色”不要“
变”，他的“理想”不要“变”。似乎这样才可以填平袁真内心深处那个疑问的缺口。但或许我错了
，我是天真的，还对官场中的于达远抱有一线希望。而袁真呢，她是清醒的，她的离开，足够表明她
坚决的态度。
　　
　　然而，预知于达远这样一个人的命运，风险似乎还是太大。因此作者只能借助一条短信：“也许
你已对我有了成见，但我自己知道，我还是我自己。”来安排结局。“约束”这样一个我们为之希望
的“灵魂”。“自慰”我们挫败的内心。然而这一丝微弱的希望，在袁真回复于达远的短信“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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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枝乱颤》

”的疑问声中，让我感觉越来越遥远。
　　
　　最后，我想说说第一人称的叙事者——“我”，保卫科长徐向阳。这是一个让我感觉很滑稽的角
色。也是模糊世界里的模糊角色，你很难准确地感觉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通篇里有关他的
言语，他的旁白，他的幻觉，他的举动，都是如此的夸张而荒诞。时而让我竟觉得他的叙述是多余的
，他的一切都像“擦边球”，包括他的人。但是，你不能无视他，因为他确是存在的，虽然处于边缘
；你不能忽略他，因为没有他的窥视，事情就不会完整地呈现于我们面前；你不能漠视他，因为他似
乎正是处于“夹缝”中的那一群人的代表。他这一笔的确重彩不了官场的迷乱，但少他的一笔，似乎
就缺少了区别于袁真，区别于吴晓露，区别于吴大德，也区别于于达远的另一种人的气息。他唯唯诺
诺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用偷窥来抚平自己内心的失衡感，他这种报复行为却在无意识的光盘丢失中
被“嘲解”了。他难以在翻云覆雨的官场里追求自我的尊严与价值，他无法改变这种局面，虽然他的
自我感受有着强烈的好恶偏差，然而他对此却无能为力，只能被动地承受并接纳一个又一个结局。
　　
　　“在得到吴大德被双规的确切消息后，我拨通了袁真的手机。我兴奋地冲着远在天边的袁真大喊
：“袁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吴大德双规了！快回来吧！”袁真一时没有作声。但恍惚之中我分明
看见，远方的她静静地笑了。她的笑容一如既往，像阳光一样灿烂透明，虽然遥隔千山万水，却照亮
了我的内心。”
　　
　　这是整部小说的结尾，以“我”给袁真发去的短信结束，以“我”感受中的“正义之魂”被“招
回”而告终。然而，在我看来，这个结尾是相当的“多此一举”。有“弃恶扬善”的倾向，有“画蛇
添足”的嫌疑。类似小学生作文套用的“抒情型”尾语。然而，“我”那种内心被袁真的笑容所照亮
所温暖的感觉，却渺小了“我”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也渺小了那种被“正义”的微笑所抚爱所遍照
的独一无二的“我”的灵魂。“我”的“道德与价值感”的追随依附于袁真的“善”来战胜了吴大德
的“恶”。然而在道德法庭早已被勾销的今天，任何一种审判，包括任何一种审判的结果都是不复存
在的。
　　
23、沧浪之水，是混是浊，我想决定因素，不在水的本身
24、一本探讨女性心灵选择的小说，主人公精神的富有意义远大于对物质的追求。呵呵，值得一看！
25、内容难以吸引人，买了也得看，凑合着看完了。。。
26、我觉得不错
27、官场小说的启蒙之作
28、只要符合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就好
    如同现在的狗血言情剧 看中别人钱财而结婚的人下场一定很惨
    如果嫁给打款下场又好的一般都是事先不知道他有钱
29、看后很后悔，没意思，作者也不够大气，看了浪费时间。
30、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东西。
31、官场之险恶
32、写得好烂好幼稚好外行啊！吐了吐了⋯⋯
33、官场小说。主角是两位女性，作者安排她们做表姐妹。还有另外两位女性，明小慧和刘玉香。四
个形象中，我最喜欢明小慧。吴小露的行事为人我学不来，一号人物袁真是官场里一枝莲花，出污泥
而不染，但是全本读下来，有牵强的感觉。如果官场果如此，那不但是腐败，而是齷龊了。假如我落
入官场，大约会走明小慧的路子，一走了之。
34、这是一本让我读了后，半夜还会起床再看上几页的书。
35、不错哦！值得买来看看！
36、大俗
37、权利，肉体，金钱，自我，迷失，人生
38、听的小说连播。官场无非权色交易，不过小说结尾处还是惩恶扬善的，给读者留下一些精神期待
。
39、花枝乱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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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不怎么好看
41、　　过分想象，结尾很仓促。很有赶工的迹象。
　　
　　不是太推荐别人去看，但是前面写得还行。
　　
　　如果你想要一个完整的故事，可惜这本书不适合你。
　　
　　
42、故事内容也就是俗套，作者把这样一个故事也表述的比较平庸，也就是闲来翻翻
43、通俗浅薄
44、我觉得一大票人看完这本小说后都不会再想当公务员，把官场生活描述得太恶心太枯燥了！
45、　　细节描写会有动人之处，但总的读下来感觉俗套的东西还是有点多。政治舞台上的东西也许
走过的人写起来会更精彩，可惜有政治神经的人，多半心思不静，没法把这份喧闹静静的沉淀在黑白
之间~
46、还可以吧，官场小说。。。
47、非常一般。
48、好书一本！正版很好！很赞！好书！好东西！
49、男人果然喜欢两个最黑的地方：政治和女人的阴道
50、简直就是瞎编乱造，哪个领导也不会像作者写的那么白痴而且毫无遮拦，唯一可以入眼的就是人
物对话还算自然，和王跃文比起来，真是寒鸦与鸾凤！
51、记得当时一起买的还有华丽交锋和如嫣，当时感受挺深的。但这些年过去了好像曾经在心灵上的
撞击，一点痕迹也找寻不到了！
52、没日没夜的加班期间我竟然还读了这样一本书
53、人性單一，結構庸俗，不明作者所塑的男女主角所代表的民主與道德為何物，不值一讀。
54、讲的机关单位里的勾心斗角，作者写得还不错。
55、跟花枝乱颤是没什么关系吧
人生很无奈

56、，，，这个，，，，不是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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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花枝乱颤》其实是一部很俗套的官场小说。如果从小说的本质来说，写的并不够好。小说在叙
事的基础上，明确了什么是善，恶，美，丑，也就是明确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与道德观，而并非提供一
个叙事基础上的伦理空间供我们思考，而是把生活中的种种悖论变成了传统道德伦理下的定论。不过
，在我以往的道德标准中，高风亮节，洁身自好的就是好人。贪污贿赂，用肉体与金钱买卖交易的人
就是坏人。然而不知不觉中，我却产生了怀疑。不是对好坏的怀疑，而是对人生的质疑。当个体意识
，行为及感受与所谓的传统的公意道德发生抵触时，我们该怎样判断，怎么选择？社会本不是由一种
单一的伦理道德支配的。就在这种思想的盘缠中，我依旧抱着保守的伦理道德感判断着一个本来就模
糊的世界。首先，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喜欢小说里的女主人公袁真。然而她的洁身自好，最终被社会
排挤，不得已远走异地。可惜作者并没有给她一个最终的归宿，或许作者也迷茫其中，不知道这样一
种所谓的高尚的道德价值感该归属于哪里。但作者明确地表态了，这种道德观在现今的中国社会仕途
的天平上，是绝对贬值的。那么人们内心为之赞美的，追求的，仰慕的，为什么得不到一个完满而宁
静的归属？是袁真不识时务么？是大家果真迷失了为人之根本么？还是社会中适应着另一套与道德无
关的游戏规则？袁真厌恶自己殷勤于仕途的丈夫，最后选择离婚。她顶撞道貌岸然的领导，因此在主
任科员的位置上十多年得不到提拔。她略感到敬畏以至倾心的于达远书记，最终在她的内心世界里也
画上了“是吗？”一个大大问号。这一切现象不得不让我对袁真一类人的人生态度提出了疑问。其次
，来看看吴晓露，袁真的表妹。她用肉体搭建了通往高官厚禄的阶梯，当然这种落入俗套的小说，肯
定是给了这种人一个不好的结局。但我觉得她是个绝对分得清里外的人。对丈夫娄刚的爱，对表姐袁
真的关怀，尽管这样一个功利色彩浓重的角色，但在亲情面前却保持着鲜有的真实。虽然这种真实只
局限在小说的叙述范围内，或许虚假会延伸到小说叙事之外，但仅从小说的情节来看，她是一颗心来
面对亲情的。可见作者在塑造这样一个不择手段的莲城“名姐”时，内心是较女性化的。面对袁真与
吴晓露的不同命运，我一直在想，人生的任何一种选择是不是都要付出代价，任何一种人生的选择都
是有风险的。不管高尚的，卑劣的，低贱的，平庸的，其命运构成却是如此相似的。都要承受一种价
值感的代价，风险不偏袒“坏人”，同样尾随着“好人”。因此任何一种人，任何一种价值观的体现
，在这个社会里，都逃不过类似的命运安排。或许多数人会感觉，我不要多洁身自好，也不要多同流
合污，我只要安稳地生活，直至终老。那么这种人的代价，便是永远生活在夹缝中的，上不着天，下
不落地，找不到自我价值的承载。同样有着悲哀。这也是多数市井小说为之描画的另一个群体的生存
状态。再次，我想说说于达远。这个人物的塑造似乎从一开始出场，作者就把他树为“另类”，一股
凛然正气之风从大洋彼岸随之而来（他是“海归”）。但我的心却一直悬之又悬，我似乎感觉到我内
心的不安与动荡与作者的笔触几乎是一致的，因为作者也同样没有给于达远一个结果。反而，在枫树
坳小学的落成仪式上，以及后面对他的种种描述中，都给人似乎他被“污染”了的感觉。但他究竟会
不会在“污染”中依然“清白”，我只能提心吊胆地诚惶诚恐地观望，甚至祈求，他的“本色”不要
“变”，他的“理想”不要“变”。似乎这样才可以填平袁真内心深处那个疑问的缺口。但或许我错
了，我是天真的，还对官场中的于达远抱有一线希望。而袁真呢，她是清醒的，她的离开，足够表明
她坚决的态度。然而，预知于达远这样一个人的命运，风险似乎还是太大。因此作者只能借助一条短
信：“也许你已对我有了成见，但我自己知道，我还是我自己。”来安排结局。“约束”这样一个我
们为之希望的“灵魂”。“自慰”我们挫败的内心。然而这一丝微弱的希望，在袁真回复于达远的短
信“是吗？”的疑问声中，让我感觉越来越遥远。最后，我想说说第一人称的叙事者——“我”，保
卫科长徐向阳。这是一个让我感觉很滑稽的角色。也是模糊世界里的模糊角色，你很难准确地感觉出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通篇里有关他的言语，他的旁白，他的幻觉，他的举动，都是如此的夸
张而荒诞。时而让我竟觉得他的叙述是多余的，他的一切都像“擦边球”，包括他的人。但是，你不
能无视他，因为他确是存在的，虽然处于边缘；你不能忽略他，因为没有他的窥视，事情就不会完整
地呈现于我们面前；你不能漠视他，因为他似乎正是处于“夹缝”中的那一群人的代表。他这一笔的
确重彩不了官场的迷乱，但少他的一笔，似乎就缺少了区别于袁真，区别于吴晓露，区别于吴大德，
也区别于于达远的另一种人的气息。他唯唯诺诺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用偷窥来抚平自己内心的失衡
感，他这种报复行为却在无意识的光盘丢失中被“嘲解”了。他难以在翻云覆雨的官场里追求自我的
尊严与价值，他无法改变这种局面，虽然他的自我感受有着强烈的好恶偏差，然而他对此却无能为力
，只能被动地承受并接纳一个又一个结局。“在得到吴大德被双规的确切消息后，我拨通了袁真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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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我兴奋地冲着远在天边的袁真大喊：“袁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吴大德双规了！快回来吧！”
袁真一时没有作声。但恍惚之中我分明看见，远方的她静静地笑了。她的笑容一如既往，像阳光一样
灿烂透明，虽然遥隔千山万水，却照亮了我的内心。”这是整部小说的结尾，以“我”给袁真发去的
短信结束，以“我”感受中的“正义之魂”被“招回”而告终。然而，在我看来，这个结尾是相当的
“多此一举”。有“弃恶扬善”的倾向，有“画蛇添足”的嫌疑。类似小学生作文套用的“抒情型”
尾语。然而，“我”那种内心被袁真的笑容所照亮所温暖的感觉，却渺小了“我”作为独立个体的存
在，也渺小了那种被“正义”的微笑所抚爱所遍照的独一无二的“我”的灵魂。“我”的“道德与价
值感”的追随依附于袁真的“善”来战胜了吴大德的“恶”。然而在道德法庭早已被勾销的今天，任
何一种审判，包括任何一种审判的结果都是不复存在的。
2、两个表姐妹由于性格或欲望的不同，面对官场的诱惑,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从而导致各自生活的改变. 
本书作者在机关里工作过， 所以内容比较写实.情节安排合理,紧凑.结尾出乎意料.
3、没有看原著，只是听了40集的小说连播。总地来说不错。从人生的角度看，袁真的态度和言行无疑
是好的，虽然会有在常人看来的落魄和痛苦，但她没有丧失为人之根本。而她的表妹，虽然表面上风
光无限，其实是真正的空虚和落魄。问题是：现今的社会，有几个会从人生的角度去看待每一天和每
一件事呢？这个名字不好，但为了吸引眼球，吸引大多数人，也算可以理解。
4、过分想象，结尾很仓促。很有赶工的迹象。不是太推荐别人去看，但是前面写得还行。如果你想
要一个完整的故事，可惜这本书不适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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