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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进文集·醉太平》

内容概要

这是著名部队作家朱苏进继《炮群》之后的又一部长篇佳作。小说通过一位来自部队基层年轻军官的
陌生目光，巡视军区大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极有韵致地勾勒出一幅从司令员到普通干事的“百官图
”，描述了高级将领之间的微妙关系，中下级军官为官和求官的种种心态，部长和司领员爱女之间的
剪不断理还乱的缠绵情丝。所写人物，如季墨阳、石贤汝等，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耐人寻
思。作品以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军内的特殊生活，编织了一首太平盛世的军区大院奏鸣曲，从一个侧
面折射出军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选材独特，内涵丰富，文笔畅达，描写细腻，形象丰满，可读性强
，是本书的独特色彩，值得有识之士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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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苏进 1953年生于南京，16岁参军。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射天狼》、《第三只眼》、《接近于无限
透明》、《绝望中诞生》等；长篇小说《炮群》、《醉太平》等；作品集有《朱苏进文集》四卷，散
文随笔集《天圆地方》、《面对无限寂静》等。多次获各种文学奖项。中国作协全国委员，江苏作协
副主席，南京军区创作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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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语言挺有力的，不拖沓。
2、醉里太平，太平里的醉，醉生梦死
3、醉太平
4、我最喜欢他的作品其实是<祭奠星座>，文字激扬，充满想像力。
5、朱苏进从来不会让人失望，这一只笔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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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第一次听到朱苏进这个名字，是1993年我在军艺文学系上学的那一年，我们那一届是文学系第五期
，号称“黄埔五期”，所有学员都是在基层部队小有名气，在上学之前或多多少在全军一级刊物上发
表过各类文字作品，有的人还在军区开过作品研讨会。每个人都是锐气十足，谁也不服气谁，且都憋
着劲要拿出好作品。一日闲谈，忽然有人说起南京军区的作家朱苏进，一脸的敬佩，众默然，亦有人
赞叹不已。下来找其作品细细研读，方才知道何为高手，其人其作品不佩服也不行。还记得读朱苏进
的第一部作品，《炮群》。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的老师、著名军旅评论家朱向前在他的文章
《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中将总参文化部的作家莫言、新疆军区的
散文家周涛和南京军区的朱苏进相提为“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以写意的创作状态营造了一直贯
穿自己作品的“山东高密东北乡”，并以《红高粱家族》《球形闪电》《丰乳肥臀》《金发婴儿》等
一系列乡土气息浓厚的作品在当代文坛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周涛则一“大文化散文”的形式和厚重
却有力的笔法来描绘自己生长的大西北那片黄天厚土，其作品《神山》《稀世之鸟》《游牧长城》《
兀立荒原》无不显示磅礴和沉重的西部雄风。而朱苏进呢？虽然朱苏进20岁的时候开始发表自己的作
品，与年长他7岁的周涛，比他小3岁的莫言要早10 年，他24岁进入军队专业作家队伍当时在全军来说
也是无人可比的，可朱苏进的真正展露头角还是在将近十年后，一部《射天狼》获得了1982年全国优
秀中短篇小说的大奖。《射天狼》对于朱苏进的意义是多重的，此部作品是他的转捩之作，它一方面
摆脱了以往沉重的政治文学伤痕文学的阴影，显的清俊而洒脱；另一方面开始显露作者本身个创作个
性，呈现出一种冷竣凝重的审美风范，更具有独立文学意义的是朱苏进以自己独特的视线和独到的题
材开辟了一条反映军事文学和平时期发展的重要途径。《射天狼》与当时在军旅文坛有着举足轻重的
《高山下的花环》《西线无战事》形成了鼎足而三的地位，从而形成了新时期军事文学运做的最初格
局，使得当年的军旅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地位骤然升起，因为《射天狼》，朱苏进和《高山下的花环》
的作者李存葆成为了当时青年军旅作家中的双壁。朱苏进将自己的全部文学才情牢牢限定在脚下这放
绿色的军营之中，换句话说，他以最“正宗”的军旅文学作家而出现并张扬着，继《射天狼》之后，
他基本上以每年一部小说的速度连续推出了《引而不发》（1983）、《凝眸》（1984）、《战后就结
婚》（1986）、《第三只眼》（1986）、《欲飞》（1987）、《绝望中诞生》（1989）、《金色叶片》
（1990）和长篇小说《炮群》（1991）。作品虽然数量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但这恰恰说明了朱苏
进严肃审慎的创作态度，使得他的作品有了少而精的很好的 口碑。在军旅文学创作中亦被视为典范。
八十年代中他的几部主要作品几乎是一篇一个水准一步一个台阶以一种毫不含糊的创作态度和十分显
见的创作幅度不断地迈向更加雄阔和深邃的军旅文学创作的艺术境界。《炮群》可以说是朱苏进文学
创作的一个中折点，在这个中折点上，作者一方面有意或无意的对其八十年代所有作品进行了一次创
作方面的总结，一方面在小说整体结构和语境上做了新鲜且较为复杂的变化，《炮群》以少壮派军人
苏子昂高逸的治军理想和窘破的军队现实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他在自觉或不自觉的长久陷入一种两难
的痛苦与困惑中：妥协，像副师长姚力军那样用部分智慧和人格去换取现实中的利益；或者坚执，坚
守自己的理想和操守从而甘受“冷藏”。成为这部小说的一条主干线，读这本小说的时候读者会轻而
易举的发现这种两难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仅仅是小说中主人公苏子昂的困惑，也是作品本身
作者的内在困惑，而苏子昂也是从朱苏进一系列小说总的主人公中成长发展来的，从苏子昂身上，我
们能够明显的看见有《引而不发》中的班长西子丹、《凝眸》中的青年军官古晨星、《第三只眼》中
的班长南琥珀等优秀军人的身影。我们只要仔细注意小说《炮群》的细节，就不那发现在那一个个幽
默犀利智慧甚至刻薄的军人背后（从大军区政委宋泗昌、师政委刘华凤、团政委周兴春到战士谷默）
无不隐藏着一个个小小的朱苏进，这是书中各种人物的塑造关键，也无形中显示了朱苏进“人物性格
拉不开”的小小败笔，人物“靠”的很近，就如同孙悟空和他手中毫毛化为的大大小小的孙悟空一样
，拔毛成兵，缺点和优点在不同的人身上同样发生，读出了这一点，《炮群》就只能称的上是“半部
杰作”了，有些遗憾，也有些不甘心。1992年朱苏进又推出了长篇小说《醉太平》，青年军官夏谷在
一次偶然的机会被调往大军区任职，部长季墨阳很欣赏夏谷，并给夏谷介绍女朋友，介绍的对象竟然
是军区司令员刘达的千金，而刘司令员的千金又曾经和季墨阳有难以割舍的情感，自此，军区大院的
恩怨情爱在夏谷面前展开，一个个高级军官将自己的隐私和内心表白给你看，政治、爱情、恩怨情仇
在简单的文字中呈现出作者赋予它的复杂的思想内涵，多种语境的选择使得读者有些眩晕却又大呼痛
快，语言的直白性在这部小说中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概念，朱苏进在这部小说中运用了全新的创作语

Page 5



《朱苏进文集·醉太平》

境方式，以独特的视角解构军队高层人物的生活状态，可以说小说本身和作者在这方面做了有效的尝
试和前所未有的成功。军区司令员刘达、军区政委韩世勇。国民党解放过来的军区副参谋长许淼焱、
部长季墨阳、军区的大笔杆子石贤汝、一个个上层人物复杂多变的心态在作者笔下信手拈来，在读者
眼中栩栩如生，细节的变化操纵了故事发展的最终变化，语言变换丰富勾勒出个人不同角度的生活状
态。朱苏进在这部作品中成功的将自己的文采发挥到空前的地步。使读者在读完之后有几欲拍案呼好
的冲动。朱苏进在完成《醉太平》后似乎收笔了，许久见不到他 的作品，只是偶尔在一些大手笔制作
的电影末尾看到主创人员有他的名字，如《鸦片战争》，如《康熙大帝》，有几分失落，有几分叹息
，但更多的是对他和他的作品的无限期望。
2、很好看的小说,不断给读者以惊喜。很会写权术，大小人物也写得有血有肉。但总觉的有点好满好
满,特别是感情的描写。这也许是作者的特色？有人有同感吗？
3、如果听说譬如像南京军区这样的军事中枢机关发生一起干部私奔事件,你会怎么想?如果这次私奔的
男主角居然不是个小人物,部长也,从官阶看相当于地区市长级别,你会怎么想?如果这次私奔的女主角的
来头也不小,乃大军区司令员的千金大小姐,你会怎么想?相信这样的的风流韵事在这个肃穆威严最重形
象最要紧命根子的国家军政机构出现，我敢打赌，这个百年难遇的艳事足够大家乃至全国人民津津乐
道个一年半载。非常抱歉，这篇小说就是讲这事。当然，俺相信现实当中可能没有男女主人翁的故事
原型，可能是作者那根英雄浪漫主义神经在作怪吧，在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的党政军机关创作了这样一
篇有点惊世骇俗的文章。说明俺们的党领导还是比较开明的嘛。但它是军旅小说，因此相对而言其知
名度并不是很大。。没有在部队呆过或接触过的人，对这个群体仍比较陌生吧。大致印象不外是笔挺
的军装、严肃的表情、整齐划一的队列，永远是纪律第一，个人绝对服从组织，而个人色彩也被绿色
干脆地统一起来。这部小说原名大院，不知为何又改名为醉太平，其实俺更愿意它叫私奔。这可不是
那种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梁祝之类小儿女似的逃离，也并非那种欲火焚身难以自拔的苟且。这部小
说展现的私奔有点逼上梁山的味道。正如烟花一般，正因为烟花是由许多爆裂因子集合在极其狭小的
空间，一旦有一种迫使它爆发的诱因，它才会如此绚烂多彩，但它又是悲凉的，谁都知道它那惊世之
美是多么短暂，爆发之后便是散落满地的死灰，永世沉寂，不免被人遗忘。不管作者承不承认，尽管
通篇小说表现线索颇多，人物庞杂，但他最终都是为了这场“私奔”作铺垫。我本人，长短篇小说多
年读者，发现小说都有某种大同小异，作者们都想展现自己某一瑰丽的、或批判的等等之类的想法，
通过小说这一载体与世人达到某种互通，虽然本人并非文学科班出身，只是愿意让书籍之类的精神产
品来填补业余时间而已，所以评价较欣赏的小说时，更加直白。在这里俺只能说作者的目的达到了。
俺承认当初看这本书时，并没有期望它的优秀，只是当时没有想看的书，百无聊赖之下，只是拿个有
文字的东西来解渴。当越看到后面越是欲罢不能。真是意料之外，惊喜之中。它也让俺达到了另一个
目的-----窥视高层。同时也发现了这个庞大集体中的秘密，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一般严肃岸然，而且级
别越高，人也越相似，他们生存所有目的只有一个----向上爬，而并非为什么主义什么事业献身。目
的虽然简单，但达到这个目的却是难上加难，大家都不是等闲之辈，几个人都盯着那个位子。不要以
为你才华横溢，便可以脱颖而出，正确的做法是，你必须收敛你的光芒，千方百计地把上司点亮，时
刻表现得比上司低上一等；不要以为你老老实实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联系好同事上司关系，希望在关
键时刻有谁来推举你，更高职务在等着你，你还需要有坚实的靠山；也不要以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
戚戚，到了真正竞争时候，你必须学会打小报告。所以，曾经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政客都是肮脏的。
这本小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并非人家本来就这样肮脏，而是政治这个群体就不纯洁。领导首长的个
人好恶左右着人们对是非的判断。多多少少的人都无奈地收藏好善良的本性参加这场残酷的角力。评
论这本书必须谈谈几个印象较深的人物。人物之一：夏谷不能不说老朱同志有点小狡猾，文章一开头
讲的是夏谷，字里行间充分展现了夏谷的不凡才华和些许自傲自恋的个性，还以为他便是文章主角，
当他被破格提拔到大军区机关，可谓是一入侯门深似海，这可是个卧虎藏龙精英汇聚的地方。夏谷想
要出人头地，就得调动身体所有细胞做好本职工作广阔个人视角提升个人能力，就得竖起顶上每一根
头发当天线收集所有这个群体有关的信息，就得使出十二心力分析他本部门首长及军区那两个高深莫
测的老家伙（司令员和政委）。如此这般努力，他干得不错，才华初显，领导也逐渐注意到他。于是
便稀里糊涂成为两股势力争取的对象，只是他还蒙在鼓里。这样一个精明能干之人居然也被别人糊弄
和利用，俺读到此处数次掩卷暗叹，可见这口潭水多深多黑。怪不得许多曾经在上面呆过的人到下面
部队过活时常沉默如木，对下面的小打小闹勾心斗角争官夺位见怪不怪冷眼处之，想想可笑，人家可
是什么场面下来的人，这样的级别的斗争无非小儿科一枚。夏谷原来所在部队杜政委便是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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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还好夏谷同志还没有蠢到家，当收到季部长只言片语的提醒，终于恍然大悟迷途知返认祖归宗，
从此认定主儿不改变咬定青山不放松。哈哈，好一副百官图啊。好了，周围环境说了，夏谷的才华也
说了。夏谷上交材料中曾精心酝酿得意提炼出的那句话被季部长一眼看出，并毫不留情地删除，理由
：“这一句翘得太高，盖过文章中心议题。”删得他心服口服。看到这里，才明白，俺上当了，前面
众多笔墨描画夏谷，无非是想从侧面凸出季墨阳-----大军区最年轻大校部长，夏谷初上大军区那一年
季才四十岁。人物之二：刘达----X大军区司令员俺本来不想提到他，但如果不提到他，这篇评论就少
了一根筋，因为俺不是很喜欢这个人，但不能代表作者不重视他，已经说了，小说的中心人物是季墨
阳。而他呢，俺不能不承认他就是成就季墨阳这个人物的渊源，是他无意之中留下季在部队里生根发
芽以至树大根深，是他无心之下培养了季沉着个性军事才能过人才华。而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师徒之间
的融洽，而是微妙的。当年刘达还是副司令员时，正当这个曾立过赫赫战功的军事奇才想继续在部队
大展拳脚，不幸正处和平时期，不需要他这样的老头了。正当他被人排挤下来被迫退休之时，季的一
次小小的背叛成为两人之间无法弥补的裂痕。但这个老头运气不坏，正当他被鸟尽弓藏之时，碰上了
一场战事（在七、八十年代俺想只有是中越反击战了），中央的头头们这才想起他，于是在这个人生
和现实的战场里点兵点将战略战术成功地完成一系列胜利后，他机智地将所有功劳推给了他的上级首
长。⋯大拇指！这家伙可真会当官。于是，军区司令员的位子顺理成章地落在他的帷下。咯咯⋯..这
么成功地光彩地华丽翻身之际，老朱当然不会脱单文章中心人物----季墨阳，细心的读者不会忘记，
是季墨阳在刘达充分表现其军事才能之时默默地辅助其左⋯ 所以不能不说这个老头，也从其侧面成就
了季的军事才能，而且真的在战场上，他也不是孬种！人物之三：刘亦冰----X大军区司令员刘达之千
金这个冰雪聪明美丽清高的人儿，不管这本书看几遍，我都可惜她与季未走到一起。不错，他们如此
相爱，爱得躲躲藏藏不为人知苦闷胶着，就算数年不见，彼此心里仍留着对方的位置，以至生命的尽
头。。。但她的爱不是无缘无故的，我认为她最爱的是她的父亲---刘达，她太崇拜他了，以至于认为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男人能超越或代替得了他，但也只有季最像刘达了，所以她才会爱季⋯ 当然，从
另一角度看刘达，我也认为他对他的这个女儿的爱，也并非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这么简单，因为文中
提到过，在妻子和几个儿女中，只有刘亦冰可以随意进出他作为办公室的房间（提醒一下，军区首长
是在家办公的），单独和他呆在一起。只是一个在办公，一个坐在沙发上有时发呆有时偷看她父亲。
文字看到这里，我在想，刘达与季之间的矛盾可能不单单是那次背叛吧。可以想见，想从这种女人心
中获得爱的位置是多么地困难，但季做到了。只有他最像她的父亲了，无论是才能还是神态。但她没
有和季走到一起，其原因，老朱可是惜墨如金，全凭俺想象了，其原因有三：1、她出身军人家庭，
充分体会到她父亲从下面一步步爬上司令员的位置的个中甘苦，其关系的复杂，斗争的艰苦不在话下
。而季当时也只是个普通军官干部，嫁给他，等于从终点回到起点，又要跟随其经历周而复始的爬位
运动，而刘亦冰已经厌倦了那水深火热的争斗。这也是她当时同意同样厌倦大院斗争的高干子弟许尔
强的求婚的原因吧。2、当时，她认为谁也代替不了她的父亲的位置，那时的她并没有把季放在多么
重要的位置上。3、她拥有太多了，家世美貌才华样样不缺，缺的只有人生的苦痛了，所以，正当年
轻娇纵的她有的是资本痛苦自己的人生。哈哈，这就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了，说实在俺并不喜欢
读那些阐述得太清楚的弱智文学，留点相象空间给读者的书才是俺的最爱。。。我也理解朱的隐晦，
这毕竟是在描写党政军高级干部，不够直白也在情理。当然俺的想象并非毫无根据，老朱在许多地方
着了痕迹。对于刘亦冰的命运，不能不说是红颜命薄了。爱上一个男人却又不能在一起，结婚只一年
却又离婚，离了婚守着她亲爱的老爸，还有老妈及兄弟姊妹过倒也罢了，却又得了什么肿瘤，被切去
了一个乳房，留着残缺的身体生活倒也罢了，却因为帮助季联系北京关系成功夺取处长位子，被季的
妻子抓到两人亲密通话，而被他妻子爆出她致死不愿示人的隐私以至想死的心都有了，当被人暗暗可
怜和取笑之余，木然生活也罢了，那个如鬼魅般的病也随之而来，这次是全身扩散。。。不能不说在
她前半人生纯属是她本人造作，但以后就是命运对她的惩罚了，有时想，如果早知自己如此短命，应
该当初也不会糟蹋自己的人生吧。我想这也是为了配合剧情的需要吧,如果不是这个该死的绝症，他们
两人之间的暧昧暗恋可能会持续一辈子吧。人们往往也是这样，当知道大限来临，才知道大胆追求自
己想要的。。。但这个女人又是无常的，和季私奔到一处景色绝美的地方，走完生命最后一程不是很
好吗？她终究丢不开她深爱的另一个男人----她父亲刘达。当刘达气急败坏地乘着军用直升机来接回
他女儿时，那场景让俺感到他不是在接他女儿，而是接他钟爱的而不小心与别的男人私奔的女人。。 
那狠狠甩给季的那一巴掌正说明了这一点。我想，她的心一定被分为两瓣，一瓣给了季，一瓣给了她
父亲。她应该是多么想同时拉着这两个男人的手离开这个只走了短短三十余年的人世间。但这当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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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人物之四：季墨阳----X大军区X部部长提到季，就是文章中心人物了，俺反倒不知说什么。
正如泥匠用泥胎做菩萨，做好后又与众人一道顶礼膜拜一样。老朱也是如此，如此崇拜钟爱季这个人
物。他无法用寥寥数语直接描述他，而是如雕刻家一般对他进行精雕细琢。从文中每个人物的侧面都
能体会到季这个人的十分的不一般。直至随着情节逐步深入，神秘面纱的逐步揭开，他机智应变精明
强干作风严谨行事稳妥且年轻有为众人仰视，作者在他形象上每刻一笔，他的人格魅力便更深一层，
让俺不禁深深爱上了这个人物。并非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能够吸引到我，能够吸引我的人最起码是个真
实的人，就像他说过的：妈的，我是个君子，但保留做小人的权利！他又是那样深藏不露的人，他收
藏起自己最纯真的本性和善良参与宦深似海的军政首脑机关那非龙既凤的对手之间的角力。他虽然与
刘达为两代人，但我清楚地知道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季墨阳是和平时期的刘达，刘达是战争时期的
季墨阳。曾经很仔细地和某人讲述过这个故事，问，如果他是季墨阳，会不会做出“私奔”这样的事
儿呢？他回答得很干脆:除非我是傻X！俺听了他这话心有百转，其实我很想听他说出会的，但想想可
笑，如果现实真有人能够轻易做出来，那么这个故事便毫无特色了。。是的，只有傻X才做的事，季
却做了。但，如果，假设一下，多年来他运筹帷幄勾心斗角拼搏向上只是为了向冰儿证明他并不比她
老子差，尽管处在和平年代，他照样能爬到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呢。但如果冰儿死了，他向谁去证明
呢？所以一件事情看似荒诞但却情有可原。这样一个人物，乱时可以治军，盛世时可以治安，上可驭
文，下可论武。有多么灿烂的前途等着他啊，私奔的后果他并非不知道，也并不是王子和公主逃到一
处世外桃源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而他深爱的公主只有短短几天或是一两个月的生命。冰儿会死
去，而他呢，多年苦心经营的季氏权力系统将会轰然倒塌，乃至名誉扫地。而这个故事讲述的私奔味
道却只有稍许甜蜜的苦涩。面对刘亦冰这么多年的痴怨和思念，季就是这样一个人，除非不付出，他
是那样爱冰儿，多年来爱得畏畏缩缩小心翼翼，但一旦付出便是整个人整个一切的付出。不能不说这
是我所看到文学作品中最有英雄气概的私奔。这本书的高潮部分展现在两人私奔这个不到三天的过程
，从他们踏上火车终于相互依偎在一起，到刘达气势汹汹地接回他女儿时重重甩给季一巴掌结束，如
同烟花般绚丽灿烂而极其短暂。但刘亦冰是怎样的呢，付出永远只是自己的一半，就连自己也不清楚
她到底想要什么，什么才能让她满足。其实在看这本书过程中，很多时候我都很同情这个女人，她是
那样清高和孤独，爱得那样苦闷。但当看到她背着季偷偷给她父亲透露行踪时，俺只有无奈、气愤和
感叹，一直认为在感情方面女人付出的总是比男人多，一直相信自古痴情女子薄情郞。但看到抛弃所
有一切的他，只为成全她想与他过好一段最美好日子的愿望，只短短不过三天却被她“抛弃”。感觉
这个笑话太冷，这个故事太幽“墨”。让我觉得这个女人既可怜更可恨。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另一个女
人-----季的妻子曲莎，开始我对这个女人没有什么好感，特别是刘亦冰在她丈夫平步青云中帮关键的
一步，不感谢反而翻脸无情。但也是这个女人，在得知刘亦冰活不了几天时，却鼓励她老公应该去陪
伴刘亦冰度过最后一段日子。。我才猛然发现，最爱季的人不是刘亦冰，而是莎莎，这个女人才不会
游戏人生糟蹋自己耽误别人，才值得季真心去爱。但可悲的是，爱情没有任意选择权。而人也是这样
，明明知道不可为而偏偏为之。当然这个活到死都不成熟的女人很快死了，带走了所有的情和爱，剩
下所有的难堪留给活着的人去承受。大家应该和我一样担心，那季墨阳呢，他会怎么样？聪明的人与
愚蠢的人的差别往往在于，愚蠢的人在遇到人生低谷，一般会自暴自弃怨天尤人，而聪明人却会利用
现有条件把自己手上那副牌打好。季墨阳当然不会就此沉沦，如果有人认为他是傻X，那么我认为这
个世界就没有聪明人了。面对竞争对手的幸灾乐祸趾高气扬及周围舆论的巨大压力，其实选择死亡对
季来说并不难，但一个男人应该有责任感，他有活泼可爱的女儿和全副身心爱他也值得他去爱的贤妻
。没有什么可说的，老狐狸又出动了。。这回他用的是哀兵战术，明明接到首长的暗示不可以参加刘
亦冰的追悼会却偏偏去了，明明才四十五如日中天的年岁大把前途，却主动提出退休报告。这两步棋
似乎愚蠢，但博得了所有人的同情。结局到底怎样，不得而知。。。去年与几个豆友发豆邮请求他们
也看看此书，希望一起来谈论一下对这本书的看法，但可能大家都忙，或对军旅小说不感兴趣吧，就
不了了之了。但我终于忍不住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希望与看过此书和想看此书的朋友有所交流。我
感谢老朱通过文字给我讲述了这么好的故事，但他也带给我一个不存在的偶像。写了这么多字，倾倒
了自己的感想，尽管可能以上有一些文字并非老朱的原意。只是心果然也淡了许多，希望自己以后好
过一点。还有，私奔这个词毕竟过于恶俗，想了想，这部小说叫《烟花》可能更为贴切一些。
4、得感谢墨墨推荐的这篇小说，让我在复印材料的无聊时候有个消遣。整个上午，复印机在一旁轰
轰隆隆吞吐着一张张我评职称的材料，电脑这头一页页翻下去都是机关大院里貌似不动声色的腥风血
雨。看一会小说再去复印机那里换换纸张，瞅一眼职称材料，这心里头还真有感触。   如果朱苏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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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书发布会，我肯定会冲上去问：你会不会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做惊世骇俗之举？我知道这个问题很
难，尤其是在各个机关事业单位里厮混很久的人——平时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出现在众人面前，后头
却藏了掖着各种各样的事。我们把最为看似光明的东西摆出来，写在个人履历上，放在职称评定材料
中，留给干部提拔使用资料里，心里躁动着的恶魔却在一遍一遍嘶吼“老子不爱这么干”。用以上这
个论断去看小说中的男性人物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个圈子：上到高层领导刘达、韩世勇，中
有季墨阳和石贤汝，下至刚刚提拔上来的小干事夏谷。每到职务上有变动之时，这些人的表现就更为
精彩了：刘达在生日宴上肆无忌惮的醉骂，韩世勇在留用季墨阳时的犹豫，季墨阳拎着礼物徘徊于领
导家门口，石贤汝家中那些笑骂的失意军官们，夏谷骑墙时对季墨阳办公室小毯子的无端猜测⋯⋯这
些统统都是我们在公共场合中看不到的。“机关”一词意味深长，它不仅仅是一个名词，还提醒了身
处其中的人要随时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地位，不要随意做越格的事情，要小心谨慎、恰如其分、恰到好
处的说每句话，做每件事。机关这个词里没有一丝的情意在其中，你得舍得把自己从儿女情长中分裂
出来，如此方能成大气候。季墨阳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从专案组手下籍籍无名的小兵到机关大院里的
部长，他每一步都走的小心谨慎，不给别人抓把柄的机会。他爱刘亦冰，但是他能控制得住自己的感
情，照样娶莎莎，结婚生子，还大模大样的给刘亦冰介绍男朋友。连夏谷得知他和刘亦冰的关系后都
愤然道“部长就是在在侮辱我，也侮辱了刘亦冰同志”“季部长拿我当一根棍子，把爱他的人捅开，
这里受伤害最大的恐怕不是我，而是刘亦冰”。季墨阳爱的缩手缩脚，这才有夏谷大胆放言“我是堂
堂男子汉，我爱谁就决不缩手缩脚，偏爱出个样来，叫部长大人瞧瞧，看他失落不失落。”当然，这
种勇气也只能放在夏谷身上，刘亦冰爱季墨阳如此之深，也不敢轻易站出来毫不避讳的去追求季墨阳
，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几天。正因如此，小说后面的部分才高潮迭起、精彩纷呈。季墨阳从刘达带走病
危的亦冰那刻起，忽然迸发了聚集在体内的放纵，赶到病房约刘亦冰私奔，明目张胆带她出来玩三天
。在向部队中层领导介绍他和刘亦冰此行目的的时候是季墨阳在我心中形象最高大之时，在那一刻，
他完全摒弃了自己穿着的军装，抛开了个人的职位尊严，他心里只有爱字，装着的唯独刘亦冰一个人
。很可惜，刘亦冰心里还装了另外一个人——她的父亲刘达。如果说季墨阳不敢爱刘亦冰表面是忌惮
她的身份地位，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刘亦冰本人。女人最悲哀的事就是喜欢上的第一个是特别优
秀的人，穷尽一生恐怕也不能找到如意郎君。刘亦冰对父亲的无限崇拜导致了她看看周围军官的不顺
眼，一个个低眉顺眼的，哪里有男子汉气概，所以不卑不亢、做事滴水不漏的季墨阳就成了她的爱慕
对象。如果说她爱的是季墨阳，不如说她爱的是另外一个刘达更为准确。刘亦冰对爱的需要有些变态
：她要的是对方高高在上时缓缓伸下来的那只强有力的手。聪明的季墨阳，再一次做了准确的判断，
在正确的时候做了正确的事情——带病危的刘亦冰私奔。这种私奔荡气回肠，断然不是一般小儿女的
私奔，私奔的毫不狼狈，有人供吃喝，有山有水好游玩，唯独甩不掉的是刘达在后面的追兵。也许，
季墨阳已经在末尾替朱苏进回答了我的问题：为自己所爱的人做惊世骇俗之举也要看时候，而不是冒
冒然就冲出去。我最近爱上师太的那句话，女人要许多爱，不然就是许多钱，如若不成，就一定要有
健康。刘亦冰不发愁名誉地位金钱财富，她要的最多就是爱，为了爱，连自己的健康也舍去了。这样
的爱太沉重，季墨阳承担不起，刘亦冰的爱于他是件奢侈品，不可轻易享受，唯有等她生命消失之际
，此爱无后顾之忧时，他才敢于这么惊天地泣鬼神着去神勇的私奔了一把。这么评论未免刻薄，也凄
薄，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季墨阳的私奔在机关大院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好事者们，心怀他想者无不
盼望着他落马。季做了他们可能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只是为了维持所谓的世俗规范，还得大力惩罚才
能维持机关大院的正常秩序。风口浪尖上的季墨阳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才干，他处理的恰当好处，用
以退为进的方式挽留了自己的地位。夏谷毕竟还是年轻没经验，季墨阳在自己的职位上永远不会醉，
他靠机关大院生活，他的生命就是这个机关大院，当别人沉醉其他时，他永远清醒的意识到自己的所
做所为：醉人的爱情过后，还得继续工作，愚人节不过是偶尔的发泄。—————————————
———题外话，放在中小学去总结段落大意、文章中心思想，以及什么挖掘作者深意的话，我觉得刘
亦冰死的那个时间真是大有深意啊：一个充满爱的女子和一个“伟大”老干部在差不多时间死去，两
人得到的葬礼完全不同。在愚人节那天，外面的人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开玩笑，而机关大院的人还是道
貌岸然的维持着他们的秩序。这，算不算一个最大的玩笑？罢了，我还是继续老老实实的搞自己的职
称材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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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朱苏进文集·醉太平》的笔记-第1页

        记得是在94年，有人送了一本朱苏进的小说集《金色叶片》。我怀着对军旅小说的不屑想象，漫
无目的地翻看完。至今仍记得一个中篇《在绝望中诞生》。让人觉得荡气回肠，酣畅淋漓。是作者真
实自我的一个影子。里面关于地球诞生的一个绝妙想象可以用“北浮”这个词来概括。

  书里面的除了貌似专业的关于地图、地质这类专业名词外，似乎永远包含作者所有作品中普遍存在
的某种底蕴------对权力的鄙视与仰视，对“正统”的叛逆与渴求，交织在一起，形成很奇特的意识世
界。作者从某些方面说是反判的，但从总体格局上又是正统的。这是作者有意设定的“擦边球”氛围
？还是确实是作者的真实想法呢？据说，《康熙王朝》的剧本也是这个作者创造的，到底真相如何？
无从探究了。不管怎么说，一个作品一旦被作者创造出来，它就不完全属于作者所有。创作出来后，
读者也会以看官感受的方式参与进来。这个作品产生于一个变革初期的年代，渴望突破，又找不到出
路。对未来有所期待但又不知道当前的路怎么走。于是所有的荷尔蒙就倾泻在自己独享的精神王国里
。主人公如果晚生15年，也许就已经在商海来沉浮多回，在声色犬马和静思暝想中来回折腾多次了。
但从一个更大的时间尺度说，作品并没有过时。作品中展示的人性，恐怕不能用是否是名著这种浅显
的文学标准来评价。现在摘抄其中一句好玩的句子供判读作品的时代性。“他通过这种方法把自己的
空间扩大了无数倍，俨如一方君王在自己领域地内纵横驰骋，从中获取某种神秘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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