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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贪官的悔过书，或者说检讨书，西南
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分析出“四要素”：交代
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有媒
体还把官员悔过书梳理出六大类型：声泪俱
下型、请罪求情型、引经据典型、表功型、忆
苦型、避重就轻型。

但这个套路目前只适用于贪官忏悔，草
民要写好检讨书，需要遵循另外一套格式。

一般来说，检讨书要分三步走：一是表
态认错，二是分析错误原因，三是表明改错
决心和目标。

第一步认错很关键，要有诚意，绝不能
扭捏作态、心有不甘。诚意可不是空喊口号
喊出来的，检讨者要读懂检讨审阅者的心
思，透过现象，直抵本质。在这点上，某些明

星、网络大V的检讨书似乎比很多贪官的检
讨书写得好。

去年4月，薛蛮子因涉嫌聚众淫乱和寻衅
滋事罪被抓。检讨书里，薛蛮子准确地把重
点放在了网络造谣（也就是所谓寻衅滋事）
上：“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同时
也给其他大V敲响了警钟：哪些事是能做的，
什么样的微博是可以转发的，什么样的是不
能转发的，要有一个严格的是非概念。”

相反，“嫖娼和聚众淫乱”的有关内容只
是在检讨书的后半部分提了两句。老薛的检
讨如此恰当地呼应了打击网络谣言的大形
势，不知是他自己悔悟得道，还是有懂行者
在深墙大院里帮助其打磨稿件。

再说大家熟悉的演员文章的道歉信，当

年的“周一见”事件中，文章的道歉信和马伊
琍的“且行且珍惜”被赞为高水平的危机公
关，如果不是因为道歉书中出现了简、繁两
种字体，文章道歉的态度已经足够诚恳。

文章道歉信第二句就是：“演艺事业的
平顺，造就了我狂妄自大、骄傲蛮横的脾气，
导致今日岌岌可危的地步，我今天愿意承担
一切后果。”这句话挺妙，如果道歉是给妻女
看的，何来“狂妄自大、骄傲蛮横”一说？如果
一个男人不想离婚，大概不会在搞婚外情的
同时，对家里的妻子表现得狂妄、蛮横。可
见，道歉虽是因婚外情而起，话却不是说给
马伊琍听的，而是说给媒体听的。

果然，最后负责审阅道歉信的媒体们放
了文章一马，让他过关。

读懂检讨对象的心思很重要

虽然说中国的检讨和西方的忏悔很相
似，但有一点请务必搞清楚，那就是它们面
对的检讨对象完全是两码事。

宗教世界里，人们忏悔面对的是神灵，
而中国检讨面对的是和自己有关系的组织、
个人，通常情况下还是上级、管理者。学生的
检讨对象一般是老师，职员的检讨对象一般
是单位领导，贪官的检讨对象是纪委或者法
律执行机构。

检讨是否真诚，以是否符合检讨对象的
心思为准，并不以让自己获得心灵宁静为
准。

说回文章，婚外情虽是私事，但他很清
楚公开的检讨书并非针对老婆，而是媒体。
要展现诚意，就要把媒体最在意的敏感部分
拿出来说：我承认我之前太目中无人了，你
们让我尝到厉害了，I服了YOU，放过我吧。

贪官同样很清楚他们的检讨对象是谁。
时事评论员刘洪波举了文强的例子。在

悔罪书里，文强怪自己仕途不顺，多年没能
升官。他写道：“看到比自己资历浅、业务不
熟悉，甚至还是自己过去下级甚至下下级的
人，都提拔到与我同一级别的职务，甚至更
高的职务，升官不成，就乱用权……”

还有贪官说“悔不该忘记了红军长征两
万五千里，忘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有的说

“自己多年来辛勤工作，过得仍是清贫生
活……我心理不平衡了”，有的说“在与开发
商的交往中，贪图享受、金钱至上等内容被
不断灌输到头脑中”，有的怪行贿者技巧太
高让人防不胜防，有的说自己不知受贿是犯
法，有的说“大家都在拿，我随了大流”。

刘洪波说，贪官们的检讨书本质是恳求
组织的原谅。贪官们都曾受组织重用，一部
分人无形中把自己当成受宠的孩子，一遭犯
了罪被组织处理，还放不下孩子的脾气，要
撒一回娇：为什么不提拔更快些，为什么不
给钱更多些……

撒娇的极致，体现在一个传统故事中：
一个无恶不作的儿子被处死，在刑场上请求
最后吃一次母亲的奶，他怪母亲对他没有从
小严格教育，于是咬掉了她的奶头。

你可能看不惯这样的避重就轻，受不了
那些雷同的“我是农民的儿子”，认为他们写
得不痛不痒，不过瘾。那就对了，因为这样的
检讨书本来就不是写给你的。

你得明白

你要向谁检讨

从“罪己诏”

到“文革”检讨

本报记者 张亚楠

“检讨”一词古已有之，古代的检讨书可追溯至皇
帝的“罪己诏”。不过，不同于现在的检讨，“罪己诏”来
自“天子”，检讨对象是“天”，意在做个姿态，并不要求
上行下效。

现代意义上的检讨源头不远，就在70多年前的延
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提出“治病救人”的口号，检
讨开始兴起。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检讨规模
逐渐扩大。上世纪六十年代“四清”运动展开，继知识分
子之后，全国大量参加过“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
社”等运动的农村基层干部也检讨起来。及至文革，检
讨全面波及社会各个阶层。在“四清”、“文革”等检讨极

盛时期，几乎在中国每一城镇的邮局门口，那些代写书
信的人都扩大了经营范围，明码标价，代写检讨。

在此期间，一些文人因为摆脱不了“臭老九”的惯
性思维，写的检讨书也异彩纷呈，堪称经典。

有深入根源的，比如金岳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
思想》，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有谈心得
体会的，比如朱光潜的《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沈从文
的《我的学习》；还有立誓型的，比如郭沫若的《在毛泽
东旗帜下长远做一名文化尖兵》，茅盾的《认真改造思
想，坚决面向工农兵》等。这些检讨书，都在历史上留下
或大或小的印记。

“文革”结束后，人人检讨的时代也过去了。法律、
规章、制度的价值被重新重视，“思想改造”一词渐行渐
远。但在一些组织体系里，检讨并未完全烟消云散。

中国式检讨“三部曲”

表态认错完了，那就该来第二步——— 分析主
客观原因。但第二步能否做好，绝对是个技术活。

分析原因一般要分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客观
原因要讲足、找好，有技巧地自我辩护，但又绝不能
让检讨审读者产生检讨者有推卸责任的嫌疑。

如在赖昌星走私案中，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
长、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庄如顺的检讨，就充分
利用了赖昌星做挡箭牌。“我接受过许多教育，读
了不少书，却败在大字不识几个、靠走私起家的
赖昌星手下”，再辅以赖昌星腐蚀、拉拢他的诸多
细节，让检察人员看到自己如何被动地犯了错。

这种“好孩子被带坏”的思路在贪官检讨书中
很有市场。2014年4月被双规的湖北某地级市人大常
委会原副主任王某在检讨书中说：“我身边的开发

商、建筑商，天天在琢磨、研究我，看我有什么嗜好，
爱搞什么活动，喜欢听什么话，于是我被吹捧得晕
晕乎乎。”一句“天天在琢磨我”，就把自己从贪欲熏
心的主动角色塑造成可怜的被动角色。

塑造“迫不得已”不仅是贪官检讨的必备思
路，也是普通人做检讨时的好用手段。一个职员
可以在自己上班迟到的检讨书里沉痛分析：“我
总是把个人的困难凌驾于公司规章制度上，置广
大公司员工的集体利益于不顾，置公司领导的威
信尊严于不顾；自我放纵、丢弃原则。”

一句话里，既通过“领导威信”等关键词来展
示检讨的真诚，也通过“个人困难”暗中叫苦，表
达自己绝非故意把领导的话当耳旁风，只是有困
难，不得已。

“迫不得已”是自我辩护的惯用思路

写主观原因其实也是自我辩护。一般来说，
千万不能把自己写得太可恶，而要写得可怜。要
突出自己对制度、纪律、上级意图领悟力和理解
力不足，或自我意志薄弱、能力不够，总之就是

“我绝不是反对，但是能力跟不上啊”。要不然，
你理解力和能力都倍棒，还偏偏犯错，你说你不
是主观故意的，谁信啊？

比如去年，湖北省某省级单位原副主任鲁
某被双规。他在悔过书中称：“担任副主任以来，
为省属企业解决了不少难题，为企业发展办了
一些好事，为国资监管开创了一些在全国有影
响的工作，现在已经五十七八岁，职务上难以有
进步，就这样了。快到退休的年龄了，也该图点
清闲、享点福了。”

这段话妙在既“坦白”了自己贪腐的主观心
理动机，又把自己的功绩摆到上级面前。言外之
意：领导，我也是功臣，曾立下汗马功劳，就是快
退休的时候一时糊涂了。

薛蛮子的检讨书当然也少不了主观原因。对于

一些食品安全事故谣言的传播，老薛抓住了一个词
“虚荣心”。虚荣心，人人都有，谈不上有多少恶意。
但薛蛮子又不讳言自己造成的恶果，“很严重的社
会危害，给老百姓带来不安全感，让当地政府的公
信力受损。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同时也触犯了刑
律。”看似罗列一通，实际点到为止。

检讨书的第三步，就是要表明改错决心和
目标。它通常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表明自己改
正的决心和态度；第二，对审读者承诺日后的表
现；第三，再次承认错误并感谢从轻发落。

再回到经典的薛蛮子检讨中来。在表明改错决
心和目标上，身为美国公民的薛蛮子显示了强大的
中国时代基因，此功力绝非那些“85后”“90后”的明
星可比。“将来如果有机会，会多做一些公益事业，
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也为净化网络环境做一些贡
献，以此来弥补当初犯下的错误。”

当然，归根结底，中国式检讨的目的在于自省、
警人。你要是总跟上述人一样检讨，多少花花心思
都明摆着，蒙一人一时可以，久了，也就不灵了。

既要过关，又不能说得自己太可恶

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
新栏目“忏悔与剖析”，刊载官员
悔过书，用“沉重的忏悔”引发“深
刻的警醒”。

如果说西方国家因为宗教关
系，将“忏悔”引入生活中，以求灵
魂的安宁，那中国式“忏悔”则以另
一种面貌出现——— 检讨。从贪官到
各路网络大V、娱乐明星，还有我们
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都有机会接
触这一特殊公文，如果你愿意玩
味，可以看到其中有趣的共性，嗅
到它们共生的土壤气息。

本报记者 张亚楠

近两年，以薛蛮子为代表的公众人物犯罪后，大多上了中央电视台检讨、悔罪。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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