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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信》

前言

　　一个夏夜，吴国恩同几个文学朋友到我家聊天。我家屋顶有个大阳台，种着些花木。记得天上还
有月亮，隐约听得虫鸣。泡上几杯清茶，话题就海阔天空了。听说吴国恩八岁之前不会讲汉语，我颇
为好奇。苗语同汉语的区别，大概不是方言同普通话的区别。吴国恩的汉语，应该是他的外来语。他
如今用汉语写作，思维应是苗语吧。苗语是他的母语。他同外界的交流，得不停地把苗话翻译成汉语
。　　我想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他的写作是否也具有某种不同寻常的味道呢？不久，我读了他的中
篇小说《寻找诗人夏天》。这是一篇很有生命质感和诗意的小说，质朴而深情。我发现自己的臆想似
有道理，他的小说语言，他眼里的外界景象，都是“翻译”过的。那是一个湘西苗人眼里的世界。那
个夏夜，我怂恿他唱苗歌，得是原汁原味的。吴国恩有些腼腆，终于没有唱。倒是听他说了自己的经
历。他曾背着瓦匠行头游走四方，见识过很多人间故事。听他自己讲述，《寻找诗人夏天》已不是一
部单纯的小说，似乎是关于他自己的一个寓言。他凭着原始的手艺，顶着烈日远走他乡，寻找一种说
不确切的东西。我小时候见过他那样的瓦匠，制瓦坯的工具像个没有底的小木桶，揉得很黏的黄泥巴
贴在上面，一边转动一边拿木片儿刮得光溜溜的。无底的木桶和刮瓦泥的木片，自然都有专业的名称
，我叫不上来。吴围恩叫得上，他知道很多乡野的东西。　　我也是乡下人，却过早地离开了土地。
我羡慕吴国恩有那么丰厚的民间生活，有那么多田野行走的历练。何况，他还有一个神秘的湘西苗家
。曾于某处见过湘西黄永玉先生的题词：苍崖之滴，汇于潭渊。我立马想到r湘两的山水，那必定是鱼
龙潜跃之地。我对吴国恩说：你就写你自己的生活，那是别人没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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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信》

内容概要

《亲信》内容为：满怀理想和抱负的陈默追随升任楚西市市长的张啸担任楚西市委办副主任，在复杂
而又微妙，到处都是诱惑和潜规则的楚西市，陈默在张啸的庇护下迅速成长起来。在担任某县代县长
期间，陈默不顾多方阻挠和盘根错节的利益关联，力排众议，揭开了一起特大矿难事故。小说表现了
一个满怀理想，坚守正义的官员在微妙复杂的权利生态中的蜕变和沉沦，挣扎和救赎，展示了主人公
所坚守的理想道义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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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国恩，男，1966年出生于湖南湘西，苗族。2004年以来在《文学界》、《联合文学》、《小说月报
》、《海峡》、《飞天》、《芳草》、《佛山文艺》、《民族文学》、《芒种》、《西湖》、《少年
小说》、《东方剑》、《山花》、《天涯》、《散文》（海外版）等发表中短篇小说70多部和部分散
文。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寻找诗人夏天》。先后获得过“沈从文文学奖”等文学奖项，中篇小说《
开花的土地》收入《小说月报》（原创版）2008年中篇小说精品集，散文《女儿像花儿一样》获2007
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提名。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湘西州作协理事。现供职于湖南省花垣县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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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信》

章节摘录

　　1　　去楚西市履新的那天早晨，陈默怀着一种很复杂的心情，早早来到了杂志社编辑部。同事
们都还没来上班，昨晚编辑部给他开了一个欢送会，大家都喝得有些醉，估计今天是要集体迟到了。
　　陈默倚在窗口边，朝外面眺望。从杂志社所在的那层楼往下面看，可看见荷花胡同七弯八拐地在
高楼下蛇一样游动，也可以看见稍远一点的五一大道川流不息。再远些，海面像晾晒着的一匹锦缎，
在太阳下波光粼粼。　　多么壮美的景色啊。陈默感叹起来，感到无比的留恋。　　三年来，每天上
班前他总要靠着窗口，迷醉地朝外面看上一会，才强制自己坐到稿件堆积如山的办公桌前去，开始一
天的工作。那段时间，他是越来越腻味这项编辑工作了，整天埋首于故纸堆中，策划主题，联系作者
，看枯燥无味的论文，改稿，签写稿签，还有没完没了的校对⋯⋯生活完全被模式化了。很多时候，
陈默甚至觉得，这装修简洁的编辑部不啻于一个牢笼，关在这泛着油墨清香和故纸气味的办公室里，
他不由得要生出一种逃离的欲望，想跳上窗台一跃而下，在这城市上空高高飞翔。　　而今，他真的
要飞翔了，却对这杂乱的编辑部感到如此亲切和难舍。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里竟然成了他人生转折
的地方。　　陈默到这家省委机关刊物来当打工编辑，纯粹是阴差阳错。　　八年前，陈默在家乡县
委办工作，挂了一个县委办副主任的头衔，分管综合信息。二十多岁的人，能升到县委办副主任这个
位置，在那座濒海的小县城里，不说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也多少算个热门人物。陈默名牌大学毕业
，在大学入的党，大四的时候就成了组织选调生加入了公务员队伍，分配到那个虽然有些偏远然而矿
资源丰富的县，先当了一年的乡团委书记，就被调到县委办，不到两年又当上了办公室副主任，这样
的升迁速度确实不多。大家开玩笑说，照这样的升法，就是升到总书记的位子，也要不了几年。陈默
爱好文学，经常在报刊发些小文章，偶尔也在文学杂志发表一两篇小说，属于有才干的人，按时下流
行的说法，是“第一坨藕煤”——那个小县的民间幽默家们把干部提拔比作烧煤炉：在职的中层干部
是中间那坨煤，烈焰正炽；退居二线的干部是最底下那坨煤，热量耗尽，接着就是被夹出炉外到一边
凉快去；年轻有能力，仕途看好的干部犹如最上面的第一坨煤，马上要熊熊燃烧，前途不可限量。可
是，升迁到县委办副主任后，陈默就停步不前了，再也没有往上挪动哪怕半格，八年前一起从事办公
室工作的人眼看着都升了各大局的局长，最次也是乡镇书记了，只有他还在原地踏步。　　陈默也不
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官场就像一条暗河，表面上看起来平静异常，暗地里却遵循着自己的潜规则急流
翻滚。陈默虽然置身其中，却不得要领，信了有为才能有位的格言，上班时候认真工作，写材料，改
材料，向上级机关报送材料，下了班，就关在房里写自己的小说。别人都想方设法和领导拉近关系，
倒是他像木头一般，不为所动。陈默自以为自己的定力不错，同事们升迁了，临别时不免要鼓励他一
番，如果放在别个，心里多少也会有一点酸溜溜，但陈默却不是那样，而是诚心诚意地给升迁的道喜
。　　可是，后来他发现自己却莫名其妙地被孤立了，别人看着他的目光都怪怪的，好像他八年不挪
窝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渐渐地他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是陈默这个人自恃能写点烂文章，骄傲得
很，不把领导放在眼里。也有人说某领导说了，陈默才能是有，可德不够，品行不好。　　要说骄傲
，陈默承认自己有那么一点，有才能的人多少都有点骄，这没什么不好，陈默承认自己是有一点文人
的那种清高的。可是说到品行不好，这就是人格上的问题了。气愤归气愤，他又能找谁论理去？！　
　陈默就有了想调动一下工作，换一换环境的想法，打了几次请调报告，都给领导的太极推手给推开
了，想吵架都没有对象。恰巧他大学时的教授程隐之在召唤他，程隐之教授是国内知名的文学评论家
。程隐之告诉陈默，他最近从大学里出来了，到省大型文学刊物《海风文学》当副主编。程隐之教授
说，陈默，你是我的学生，我理解你，你的小说写得不错，你不是想在文学界打一块天下吗？你来吧
，《海风文学》还需要一个小说编辑。　　陈默心动了，确实，从学生时代开始他的人生理想就不是
当什么官，而是成为一个小说家，像路遥、陈忠实他们一样，写出属于自己的小说长卷来。恰巧县里
正实行人事体制改革，鼓励在职公务员留职停薪下海。陈默就写了留职停薪的报告。　　当陈默把留
职停薪报告摆放在县委办主任李一光的桌上时，李一光的眼睛差点掉了下来，甚至隔着宽大的办公桌
伸出手来摸了摸陈默的额头，看他是不是生病烧糊涂了。在李一光看来，县委办副主任虽然不是个什
么官，可它也是年轻人挤破头都想进来的地方，陈默却提出了留职停薪的申请，不是有病是什么？李
一光找陈默谈了两次，见陈默态度很坚决，也就在报告上签了字。　　就这样，陈默来到了省城。陈
默后来反思自己的这次决定，觉得那是一种必然，是闪闪发光的理想与充满烟尘味的世俗的冲突让他
做出了那样的决定。可是，事情就是那样的不可预测，他到省城后，工作还没有落实，程隐之却突然
辞去了《海风文学》常务副主编的职务，去了海南。据说程隐之是因为和主编意见不合一气之下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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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信》

的，事情发生得很突然，陈默一下子被搁在了二梁上，进退不能。　　陈默开始了找工作的艰难历程
，整整三个月，奔波于各人才市场。开始，他怀揣着自己发表的小说一家一家上门到文学刊物自荐，
他钟情于纯文学，所以对纯文学刊物也就觉得高出别的刊物一等。可是，这种类型的自荐十有八九是
吃闭门羹，有几次刊物的副主编出面接待了他，看完他的作品，最后却是惋惜地告诉他，编辑部没有
缺编，文学杂志现在举步维艰，养活不了几个人。后来，他就退而求其次了，到一些小报和生活类杂
志应聘，到了这些杂志，他才感觉自己真正是老了，现在的娱乐性报刊的编辑记者们都是一些染着黄
头发，穿着时尚的半大孩子，夹杂在他们中间，才三十出头的他竟然那么深刻地觉得自己是老了，有
了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　　正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程隐之教授从海南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向他表
示歉意。程隐之说，陈默，你就好好当你的公务员吧，不要出来闯荡了。当听说他已经留职停薪，而
且三个月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程隐之无比歉疚，说，倒是我害了你。他安慰老师，说，不要紧的，
我自己也想出来，见识一下社会。程隐之说，那好吧,我们加强联系。　　十多天后，程隐之又打了陈
默的电话。程隐之告诉陈默，他的同门师弟张啸现在是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省委机关刊物的主编。
他已经把陈默的情况告诉了张啸并作了推荐，张啸同意和他见一面，考察一下。应了山穷水尽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古话，陈默试着给张啸打了个电话，张啸同意见他。那天，他们只谈了一个小时
，张啸对他的才华非常赞赏，录用了他。　　从那以后，他就成了这个省委机关刊物的一名打工编辑
，一干就是三年。　　他没有想到，他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变化，仿佛冥冥之中有一双手，掌握着他
的未来。　　半年前，张啸从省委办公厅下到楚西市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啸上任前，曾和他作
了一次谈话，张啸开门见山问，陈默，我要走了，你有些什么想法？他只是笑笑，不知道怎么回答好
。张啸又说，一起走吧，怎么样？你是楚西人，原来就是酉县的县委办副主任，回去顺理成章。张啸
没有等他表态，拍拍他的肩膀走了。张啸说过了也就说过了，半年时间都没有什么消息，他偶尔也打
张啸的电话问个好，两个人似乎都把这事儿给忘了。　　没想到，半年之后，张啸给他打来了电话，
说他的工作调动解决了，直接从酉县调到楚西市委办，当副主任。接到电话，他整个就像做梦一般，
副科到副处，跨了整整一级！这一级，在县里就是再顺当也要爬个三五年，要是不顺呢，恐怕一辈子
也爬不到！真应了古话说的，宰相家奴，小国丞相啊。　　陈默在窗口前站了一会，估计大家都要来
上班了，于是转身走出了编辑部。　　楚西市委办来接他的小车早已经停在楼下了。他也没有什么要
打理的，要收拾的昨天已经收拾好了，一大箱书，几件衣物，出租房里的铺盖，编辑部的同事们建议
留给房东算了，陈默舍不得，用报纸包好，塞在小车的后备厢里了。还有就是一个崭新的钓鱼包，里
面是一些和包一样崭新甚至还没有浸过一次水的钓具——这是他的朋友马宁给他的礼物，马宁是《海
钓世界》杂志的编辑，出了名的钓迷。听说他要下去任职，下去的又是一个毗邻海边的地区，马宁特
意给他买了一大包钓具。马宁说，陈默，你这一去，是入了名利场，我没什么给你的，给你这些钓具
，没事时钓钓鱼吧。　　马宁话没有说明，但其中用意，陈默还是听得出来，马宁是要他把名利放淡
泊一点。　　陈默下了楼，刚从电梯里走出来，手机就响了，掏出来一看，熟悉，是酉县县委办的号
码，陈默苦笑了笑，心想，他调任楚西市委办副主任的事肯定已经传遍酉县了，如今这信息时代，还
真没有什么能保密的。　　陈默揭开手机盖，就听见李一光的声音，喂，陈主任，祝贺祝贺！你小子
升了官也不给老哥我打个电话。陈默笑着说，升什么官啊，还不是为领导服务。说着，自己也吃了一
惊，这话怎么听着都是套话，以前自己还经常笑别人一出口都是套话, 原来人到了一定的份上，说套
话是无师自通的呀。李一光问，你什么时候到市里？陈默想了想，说，大概下午吧，下午3点钟左右
。其实从省城到楚西市，走高速也就四个小时的路程，走慢中午一两点钟也就到了。陈默是不想那么
急就和李一光见面，好像自己当上市委办副主任还是沾了他的光似的。他知道，李一光决不是惦记着
他陈默，李一光只不过是要把他作为一座通向代市长张啸的桥梁罢了。电话那头，李一光却不放弃，
说，那行，我等着你，我们兄弟也三年不在一块喝酒了，回来我给你接风。　　挂了电话，司机小向
已经把车门给他打开了，说，陈主任，上车吧。　　小车缓缓地驶出院子时，门外已经陆陆续续有人
来上班了。陈默不想被熟人看到，不然，又得费一番口舌，说一会儿客套话了。于是对司机说，向师
傅，开快一点。司机善解人意地踩了油门，小车一下子提了速，把那个自动控制门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　　陈默掏出手机，给张啸的夫人彭桂枝打个电话，问她要不要一起去楚西看望张啸。电话通了，
陈默说，彭阿姨，我今天要回楚西去了，你有什么事要交待吗？彭桂枝说，是小陈呀，我没有什么要
交待的，麻烦你帮我照顾好老张，倒是园园说她想去楚西一趟，你给她打个电话吧，要是她想去，你
就接她一起去，路上也有个照应。　　陈默愣了一会儿，才去按手机键。张园是张啸和彭桂枝唯一的
女儿，大学刚毕业，在省设计院工作，学理科的，却爱好文学，写了很多诗和散文。知道爸爸手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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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信》

一个作家，就抱着自己的作品找到了编辑部，要陈默给斧正斧正。一来二去，两人就熟悉了。前些天
张园还缠着他说要跟他一起去楚西看看，陈默不答应，怕的是引起不必要的猜疑。现在彭姨亲自说了
，他也就不好推了。　　去省设计院。陈默说，小向点了点头，小车掉过头去，很快就来到设计院门
口了。小向泊好车，陈默就给张园打电话，说，张园，在上班吗？张园因为前些天陈默不肯带她去楚
西，气还没消，带气说，不上班能做什么？陈默笑了起来，说，你不去楚西了啊，你不去我可一个人
走了。电话里传来张园孩子气的声音，说，真的啊，你在哪儿？陈默说，你伸出脑袋来看。果然，从
五层楼的一个窗户里伸出一个毛蓬蓬的脑袋来，张园朝他扬了一下手，很现代地嗨了一声，脑袋就缩
进去不见了。　　一会儿，张园就出现在设计院那造形别致的大门口里，张园对他笑了一笑，一手拉
开车门，说，走啊。　　就这样走？陈默说。　　不这样走还能倒立着走？张园调皮地做了个鬼脸。
　　我是说你也不做点什么准备，毕竟那么远的路。　　有老爸在那里啊，笨。　　陈默暗暗摇了摇
头，上了车，和张园一起坐在后座上，让副驾座空着。张园满意地瞟了他一眼，笑了。上了高速，小
向放起了DV，是一首萨克斯风《回家》，听着轻柔的音乐，陈默脑子里冒出一句古词来，宝马雕车
香满路，竟然有了点衣锦还乡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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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吴国恩的小说不写所谓的大事件，日常生活娓娓道来，绵密而不琐碎，从容而不拖沓。我向来觉
得，小说故事的日常化更能揭示生活的本质。　　——王跃文　　职场永远是个耐人寻味的地方，耐
人寻味的地方必有耐人寻味的小说。《亲信》就是这样一部职场小说，足以让你感慨，让你玩味，让
你沉思。让你不明白是职场的神奇，还是《亲信》的魅力？　　——李春平　　小说对生活的描摹真
实可感，活灵活现，对职场中的人事人生。体验深刻。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小说佳作。　　——肖仁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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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信》

编辑推荐

　　《梅次故事》作者王跃文，《位置》作者肖仁福，《步步高》作者李春平，联袂推荐。　　与《
沧浪之水》、《梅次故事》、《位置》并称为四大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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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的还可以吧，好像出了下集，叫宣传部长。已经买了，到时候可以看看。
2、官场沉沦

3、怀孕时期用了半个月不到的时间读完了觉得还可以，位置太厚了，完全不想翻看了。这一本看完
觉得自己官场小说系列也到头了。看完了沧浪之水没有感觉，大概我一个女性不在官场也不入流的原
因吧，反正我觉得性别原因？再看这一本据说还有一个梅次故事并称为四大小说，一个苗族人的视角
写的，很多桥段都一样。一个是结婚，一个是弟弟的工作，一个是给儿子看病一个是给母亲看病，再
看都是当了大官亲信等待时机，亲信主人公远比沧浪之水内心变化要少，因为现实让自己变成那样忍
辱负重不知道是否值得，倒是这里面主人公遵从内心多，但是呢又觉得不太真实，不过讲官商勾结还
是挺细腻的，还有一个我不太喜欢的地方就是每次官场里你感觉很正直的主人公都会和一些女人发生
关系，然后就觉得好打脸啊，可能现实是不是就这样，哪个领导没有一个红颜知己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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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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