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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巍知青题材的报告文学在新时期文学画廊里无疑是一幅奇谲

俊逸的景观，追踪和抉发其知青文学创作轨迹和实绩，不难发现其作

品涵纳着为评论界所忽略的社会学意蕴。

尽管近年来知青文学整体上已呈偃旗息鼓之势，蒋巍自身文学创

作也“转战”到其他领域，但其笔下的知青命运依然是一个意味丰饶的

现实话题。当下是历史的延传，未来是现实的承续，知青本体所包蕴的

历史内涵和社会价值，只有以一种特定时空意识加以透析才能索解和

释放。蒋巍多年前撰写的一组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二十周年祭”为主

题的报告文学作品，以知青下乡垦荒和戍守边疆为历史背景，以知青

的生存状态和现实行为为叙述轴脉，在历史和现实双向维度上实录和

呈现诸多知青的情感演化和价值迁变，实现了对知青“苦难风流”形象

的摹绘和体认，完成了对一代人心灵蜕变的审美塑造和理性界定。在

蒋巍创作知青报告文学之前，许多知青文学作品流露着自怨自艾的悲

悯格调。在这些作品中，癫狂的年代燃起了知青的燥热与盲动，虚伪的

年代孕育了知青的困惑与迷失，知青们无奈地舔舐岁月留下的伤口，

用体力和脑力换取最低的生活补偿，压抑多于弘张，无为胜过有为。而

蒋巍知青题材作品潜蕴着一种积极而理性的价值判断，不仅提挈起一

代人的神魄和心魂，勾勒出“格式塔”式社会心理在知青人生坐标系上

的沉浮起落：压抑后的复起，失落后的再生。在《银河，有一颗新星》《我

问自己一千次》《蓦然回首》《幽幽的小阁楼》和《生活本该是另一种》等

作品中，蒋巍将知青外在行为的裂变转化为内在价值的迁转，把历史

时空情景转换为社会心理范畴，所叙写的主人公被运动狂潮携裹到广

阔农村边地，沉重的精神锁轭挤压着知青们的心性，然而历史正是在

无数偶然中为自己的必然走势开拓出新路。一代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历

史，而历史却已提早为一代人安排好了席位，于是就有了《梦里青纱

帐》集体大返城的自发行动，物质匮乏、精神贫饥和心理阵痛最终幻化

为知青放弃屯垦边疆的原动力。蒋巍一方面从人性角度否定和批判曾

使一代人付出沉重代价的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则以更大的激情和热情

褒扬知青在动乱年代中苦修而来的精神收获。《银河，有一颗新星》中

的方贻春、《梦里青纱帐》中的王玉臣、《在人生的座标系上》中的刘晓

程、《生活应该是另一种》中的柳荷等，虽然饱食“苦果”和沦为“孽种”

长达10年，但错乱时代和迷乱岁月成就了方贻春、王玉臣、刘晓程、柳

荷们的“无悔青春”和“苦难风流”。英国思想家培根针对没落式微的

中世纪贵族阶层说过这样一句话：“失落感意味着回归与再生。而大

的创造，总是诞生在一个失落感极强的群体中”。这句话对于英国中世纪昏聩颟邗的贵

族也许无甚启发和警醒意义，但对于蒋巍笔下的主人公则不失为失落后再生的理论诠

释。对驳杂迷离形势的分辨判断力，对困苦挫折的忍耐承受力，对瞬息万变的外界环境

的顺应改造力等，无一不是那个特殊年代的馈赠，而这些又是他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精神

财富。当方贻春、王玉臣、刘晓程、柳荷们以杰出企业家、优秀知识分子、卓越医务工作者

和事业女强人腾跃于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时，我们必须承认知青“持有在任何时间段复

苏与生长的能力”（秦晓鹰语）。蒋巍知青文学作品以对历史的异化与反异化、人性扭曲

与反人性扭曲的深刻揭示，获得厚重的艺术品位和殊异的社会学价值。

蒋巍知青文学作品虽不具全景式和宏观相，大都属于微雕纤琢，但在细致繁密中透

出一种沉实和真切。他笔下的知青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堪称一代人的缩影，主人公们树皮一

样经剥历裂地生长，树根一样曲折蜿蜒地埋入泥土，无花果一样不见鲜花就默默结着果

实；他们每个人几乎都与共和国历史重叠，40多年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储存在他们的心灵

上、疮结在肌肤里，新旧体制在他们灵魂里交替演变，最终幻化为盘山绕海的路阶，任后来

人踏肩而去。在蒋巍全部知青作品中最能体现这种悖论性主题的当属《梦里青纱帐》，这篇

刊载于《文汇月刊》1990年第6期的报告文学发表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文中主人公

王玉臣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知青人物，“知青情结”在王玉臣身上体现得完整而具体。为响

应号召王玉臣虔诚地加入知青队伍，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虽历尽艰辛苦痛

几经悲欢离合，但岁月却赋予王玉臣良善心性、健全体格和超众才干。当返城演变为知青

的一种集体行为时，王玉臣毅然与上海籍妻子和牙牙学语的女儿洒泪挥别，抱定夙愿，扎

根农村，献身边疆，至死不悔。蒋巍在这里展示给读者的虽然是王玉臣宗教徒般的信念和

近乎愚钝莽痴的行为，但却从一个更深层面上凸现出知青一代悲壮的精神苦旅。促使王玉

臣留在农村的绝不是愚钝和盲从，而是他和农民和黑土地结下的相濡以沫、割舍不断的感

情，是自己寻求生存空间、实现生存价值的最佳选择。王玉臣离不开自己的事业，离不开淳

朴的农民以及亟需知识启蒙的农民子弟。在一个尊重人性、尊重知识的政治环境里，人的

价值体现和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受城乡地域的局限，作者为王玉臣卓尔不群的壮举而

感发的“离去的并非懦夫，留下的定是强者”的慨叹，无疑寄寓着对知青心魂的深透理解和

由衷感佩。把经受的全部痛苦磨砺转化成助推社会进步的能量和力量，从人性淡漠的负面

过渡到人性觉醒的阳极，这就是蒋巍笔下知青人物身上的思想特征和精神特质，它为忍辱

负重、义无反顾、坚韧不屈的传统美德注入了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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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气壮山河的中国精神正气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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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丁捷曾是一名援疆干部，同时也是一个伊犁河畔的“行吟诗人”，他把最深情最执著

的诗篇献给了伊犁，同时用自己坚实的足迹，承接着往昔理想主义的流风余绪，续写着最美

丽的新疆华章。

“新疆是壮阔的、崎岖的、无极的、神秘的。新疆是丰饶的、浓情的、灿烂的、莫测的。新

疆是凝固的画、流动的歌、传诵的诗……”长河大漠，天山绵延，驰马游牧，瓜果飘香。文化援

疆的三年，是丁捷作家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笔人生财富；与援友们并肩工作的点点滴滴，也都

成为他最美好的记忆。

不过，《约定》一书显然不是一个关于伊犁独特民族风景的展示，尽管这个地方埋藏着太

多的宝藏——山川风物、民俗世情、流年人物等等，还有由于时代变异和文化迁移而演绎出

来的故事。尽管本书与伊犁的文化气质也颇为相符，但是，毕竟传奇旅程、民族情调、大美风

景以及种种西域的天方夜谭，并不是丁捷关注的焦点。

在《约定》一书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猎奇，没有什么奇闻轶事，全书充满了人情物意之

美，充满观察与投入，弥散着情意和光辉。这就是丁捷，他能和一匹偶遇的小白马进行长达半

小时的目光交流，那样的画面即便不是观者，想来也是极为动容的。对望之间，一眼便是

千年。

丁捷的才情是洒脱自如的，文字也已是一派洗尽铅华的格调。在他笔下，朝夕相处的援

友、热情挥洒的当地艺术家、当地风风火火的女官员，甚至是路遇的一位哈萨克族大嫂，就像

草原星光下一幅幅优美的剪影，简洁而又令人难忘。牧区小学的老师热斯古丽、哈萨克族小

姑娘麦丽娜、努力工作的古丽努尔，还有汉族女孩李英等，一帧帧美丽的肖像，经常会让人的

内心莫名地有所触动，并且余音袅袅。在一种宁静的光辉里，在这片被时间和记忆浸透的山

水间，丁捷将一个个寻常的人物镌刻下来，呈现着一种舒缓悠远的美感，有风光也有内涵，历

史感和现实感相互映衬，苍茫深邃的历史与浓郁的风土人情交织在一起，让人倍感诗意而又

感慨万千。

但丁捷显然并未满足于此，他心思渺远，已不知飘向何处。

“一个人的身体能走多远？世界有没有边？”

丁捷总在追问自己，他认定，没有人能走得过世界，有限的生命终究要被无限的世界所

抛弃，这是一个人活着就可以看到的现实，而且是步步逼近的。那么，有没有一个东西，是无

边无际的，是同时融入你的身体和你的世界里的？

一位青海的诗人昌耀曾经说过：“‘西部’，不只是一种文学主题，更是一种文学气质、文

学风格。”丁捷在美丽的新疆伊犁河谷，吟咏遥望，沉思默察，《约定》就是融合边疆大地壮丽

风光、人文地理与现实脉动的结晶。作品以人文地理的视域观照自然，其中又渗透了人的情

致。它将文化和史地融为一体，使其在不经意间，拥有了一种温暖、纵深、绵长而细腻的文体

性质，带人回到最原初的文学和感动本身。

援疆结束后，丁捷回到了第二故乡南京，一切都已成为往事，却止不住长久的牵挂和思

念。他怀想着美丽的赛里木湖，天和水蓝成一片的湖泊，洁白的云阵和羊群，毡房里一阵阵

欢声笑语，浓烈的奶茶的甜腥味四处飘溢，这样的场景早已稔熟于心，渐渐凝结成一种化不

开、剪不断的“乡愁”。

几年后，当他再次有机会重访伊犁时，他走上了喀拉峻草原。“世界陷入了沉静的壮美。

我在草海和花丛中，站了好长时间，不知所措。一个人被如此博大的美包围着，独享这自然

的盛宴，真的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不知所措”，这四个字用得真好。对于天地大美，乖

乖束手，甘心被掳魂而去的诗人，新疆用奢华无比的奖赏，补偿了他多年的用心和付出的辛

劳，让一切成为心灵永难磨灭的典藏，让诗人重新变为恬静安然的赤子，高卧在如花如玉的

原野。

在丁捷此后10年间的作品中，我们也都看到他写作题材、风格、气脉的重大改变，我个

人认为，援疆经历带给他的改变是不容忽略的。旷远的风景，大地和阳光的滋养，令人沉醉

的风物世情，使他变得更加沉潜，也更加谦卑。他更加懂得感恩，更能领会朴素与简单的要

义，这些无不使他的创作得以升华。

《约定》从当下性视角，切实完整地书写了新时期新时代的新疆经验，是一种关于新疆当

代生活极富质感的诗意叙事。在丁捷30余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约定》占有一个特殊的承

上启下的位置，一方面它内在地承续了青春题材小说《依偎》等的纯净、伤惘、浪漫的余绪，到

后期反腐作品《追问》《撕裂》等对人性深层的勇敢探索，再到《初心》的沉静与阔大，这部位于

中段的、以援疆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对于作者本人而言，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有着重大而内

在的影响。《约定》不仅是丁捷与伊犁的“约定”，不仅是作者与读者的约定，更是与自己的心

灵的约定。因为《约定》，丁捷完成了一次心灵的蜕变，接获了中国边地文化与人文地理的一

份独特元气，成就了精神的升华。

不久前，耳闻厉彦林有新作《城

市》问世，近日终于有幸读到了这篇

堪称力作的散文。

不少人都知道，前几年彦林的

乡情系列散文接踵发表和出版后获

得很大反响。这不足为怪，彦林生于

沂蒙山区，长于斯，劳作于斯，他深

爱那片土地，对那里的亲人和广大

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感情。长期的

体验与历练使他具有十分丰厚的生

活积淀，一旦喷发，必成佳作，可谓

得心应手。生活与艺术相融，长于提

炼必当臻于上乘。

尔今他又另辟蹊径，转向另一

大的命题——城市。作者毕竟在城

市也生活工作了三四十年，虽不似

在农村有“童功”的原生熏陶，但彦

林是一位到了哪里必能融入而且从

思想上扎下深根的“垦荒者”。使命

与责任促使他去熟悉原来不熟悉的

领域，探索那些对自己也许还是全

新的东西，并力求掌握以更好地服

务于党和人民的需要。尤其是当时

代呼唤，形势所需，更触发了他开掘

新领域的敏感。作为一位有担当有

实力的作家，他历来不回避难题，总

是从难从严，在新时代的开山岩壁

上磨砺文笔的锋刃，《城市》一文的

完成问世就是他一贯思想风格的又

一次实践。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面对“城

市”这样一个大课题，肯定向他提出

了非同寻常的要求。但当我细读了

全文之后，我觉得他以足够的力度

驾驭了这个不易驾驭的大题材。看

来他很明白：既不能弄成大而空，又

不能搞成琐而小。于是他牢牢抓住

大处着眼、细处运笔这个自悟的要

领，开阔时如广原纵马，精要处又能见缝插针。作者正视时代

的大趋势，“乡土中国”正向“城乡中国”跨越，城市步入黄金时

代、流金岁月。“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结

果，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态，也是人类走向文明和成熟的

物化标志”。于是，作者倾全力试图诠释这些概念中包含的一

切。为此他不吝笔墨，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图画，运用

了不少“点睛”般的细节，如：“在一些城市郊区，我们会看到这

样的景象：远处是耸立的摩天大厦和厂房，近处是农民戴着草

帽在打理庄稼和菜园；头顶上是高架桥，路下是水塘、穿着裤

衩的汉子和光屁股的孩子正在河里洗澡……”

如果我们细心阅读的话，将不难看出作者在采撷与组合

“材质”上的匠心。无疑，直接的敏锐观览、采访和考察构成丰

厚的基础，而间接地阅读所获也补益为不竭的底蕴。从文中字

里行间即可透出他在这方面的勤勉与精致。他不放过每一个

有助于构建这一颇具规模的大工程所需的材质，甚至连去新

疆公干顺便观览与考察喀什老城时也得到相关的启发，从而

收到了举一反三之效。还有，他回乡时从本村婚丧嫁娶的走势

变迁中也能悟到农村与城市人口进出及男女年龄段中反映出

的实际问题。

不能不稍多费些笔墨说说本文的语言风格。总的说来，作

者还是继承了他在乡情系列散文写作中形成的那种得心应手

的文字表达，但由于城市毕竟不完全同于乡村那样的环境和氛

围，采取的语言表达方式与具体格调自然应有适当的调整，也

就是它的适应性。我在前面曾经说过，这种自然的调整和某些

改变事实上已增加了难度。譬如：在说理方面，它当然不同于一

般论文那样的论理方式，但仍含有说理的成分。好在彦林长于

在不急不慢中娓娓道来，而在这娓娓道来中已将他要表达的道

理传达出来。因为作品的意旨要求这样，传达不出正道理真道

理，文章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这不能不说，对作者驾驭文字的

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达到了力所能及

的程度，全篇体现出一种从容不迫、亦庄亦谐的格调，将叙事、

说理乃至适度的言情融会得比较协调，读起来使人感到舒服。

一个“引子”，一开头就落笔不俗：“人类文明根须，大头扎根在

农村，小头延伸进城市，繁茂稠密的枝叶，一半庇护农村，一半

遮掩城市。”叙事则简洁温柔，注重色彩而忌浮艳。行为中有规

范而又不刻板地依循常规，如词序的合理变换，通感的适度运

用，皆可收到新颖、调味而不腻烦之功效。所以这里我想到了彦

林坚实的诗质功底。究其实，任何题材的语言表达文字运用，从

本质上都离不开诗。不在于表面上是否以诗的形式，而在于它

内质的凝缩、变通乃至非俗的美感。反之，如果缺了诗质这个东

西，更不必说是一无所有，就很可能造成苍白、干瘪、乏味的感

觉。就连戏剧也是这样，有的经典唱腔乃至道白，之所以百听不

厌，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内中深含的韵味，耐得咀嚼，别具一

种美感。彦林在他的乡情系列散文中，语言文字的韵味是很大

的优势，《城市》运用体现起来应该说较有难度，但他仍然做的

不错。可以说，是他诗词基底，可谓功莫大焉。而哲思则在他的

人生历练中，阅读启悟中，一切都在不事张扬的默默孕育中。性

格所致，努力所致，严要求高攀越所致。但这一切的落点要在语

言文字表达上见分晓。也许如此比喻不尽恰当，他有如发射卫

星的运载工具般的重要。诚如先哲所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虽然文学中的语言文字并非一般工具那么简单，但将

它视为一种“大器”，谅是没有疑问的。

读《城市》之余，向更深广的方面推开去，我又想了许多——

20余年来，彦林纵横驰骋于诗歌、散文之疆场，连连出

手，屡获佳绩。稍早期他的诗歌，在题材和切入角度上均占一

席之地，在诗的意蕴上已呈现出鲜明特色。旋即又将笔触转向

散文天地（其实他写散文也并非始于此，只是早期尚未充分

展开）。这就充分说明，他从事任何题材的写作，都是在积蓄

相当厚实的前提下灿然生发，而绝非俗常之举。我从未见过

他空言什么“大散文”之类的口号，但在作品实践上却自然

展示出自己独特风格的那种大气。不光是题材大，更重在心

路大、领域大、思想空间大，艺术表现上的无褊狭之气，兼容并

蓄中的提升力度。我且将一个传统成语改一个字，他这是厚积

而“力发”。

它的写作品格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这就是他在某一个

创作节段或转换思路之前从不发任何虚妄之语，总是坚持由

作品本身说话。他始终在做着坚持不懈的有益探索；也充分相

信读者的感受，因此也无言地在读者中获得应有的验证。这种

探索与验证是互动的，从而稳妥而不息地推动着他那长于创

新的笔触，揭示出一页页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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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倾力书写的展现港珠澳大桥建

设历程的新作《大桥》终于出版了，真是令人

兴奋。与建明同志《忠诚与背叛》的党性深

度挖掘相比较，与《南京大屠杀》的十问国人

慷慨激昂相比较，与《这山，那山》对习近平

总书记“两山”理论的精准诠释相比较，与

《浦东史诗》波澜壮阔的改革场景等相比较，

我以为《大桥》至少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这既是一部关于世界“新七大奇

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的物质的、物理的、惊

心动魄的宏观建设过程之描写、报告文学之

佳作，更是一部关于以林鸣总工为代表的建

设港珠澳大桥的中国工程专家群体与中国

现代工人群体精神的、心理的、思维过程的

深度发掘、精准扫描与深刻记述。工程伊

始，林鸣他们开始虔诚求教国外相关行业最

优秀公司的经验，结果呢，还不说沉管制造

的高端技术，只是沉管安装工序的咨询指导

费用，对方就开出了1.5亿欧元（大约相当于

十几亿人民币）的价格，并言称：我方给出的

3亿元人民币，只够点一首祈祷歌的费用。

而且为了实现对中国港珠澳大桥沉管安装

的技术垄断，别人把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已经

做到了家门，在所有可能的地方进行了全部

注册。正是这一绝地相逼，促使林鸣和他的

中国工程师团队走上了一条“绝地求生，突

破封杀”，“气吞山河，义无反顾”的创新之

路。在他们头脑里，浸润着爱国名将文天祥

的浩然正气；在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抗击

鸦片战争的中国人的生命基因。人工岛的

“定海神针”——18层楼高的大钢圆筒的制

造与安装，每一个环节都有若干难以逾越、

无从下手的难题。每一个要命难题的攻克

都常常意味着对人类原有思维界限、意志界

限的超越与突破。有人形容这项工程是“千

人走钢丝”，实乃真实写照。其中，包括记录

与描述了林鸣总工对毛泽东著作的特别喜

爱，对毛泽东战略战术智慧的推崇与娴熟运

用，以及喜爱和推崇的原因：每一次全军失

望痛苦至极之时，毛主席总能高瞻远瞩，化

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从而让困难化为乌

有。林鸣说，“大工程的设计与实际施工间

的差异性，则有可能是颠覆性的。”“面对大

海，我们的未知数更大了，因为施工技术与大

海环境这双重的未知，叠加的未知，会让人产

生恐惧感。”这是特别需要毅力和意志的。应

该说林鸣总工和他的团队与超级大桥工程相

伴随而产生，相融合而成长，他们合奏了一首

气壮山河的中国精神正气歌。大桥的落成是

中国智慧的最充分的展现与运作，是中国道

路最生动的诠释和解说，是中国理论最有力

的验证与传播，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实践与

成果。

第二，这既是一部充满激情、气势磅礴

的报告文学佳作，又是一部关于港珠澳大桥

建设，乃至世界最新超大桥梁的工程建设技

术报告，有很强且密集的科技含量，是借助

文学笔法展现科技含量，也是何建明报告文

学的新拓展。随着对《大桥》各个章节阅读

的不断深入，我们看到了大桥的总指挥、总

工程师和他的精锐技术团队，不断超常规的

攻坚克难的一次又一次战役，不断超常规的

跨越一次又一次“几乎过不去的坎”，不断从

“走投无路”中实现伟大创造。从而也使我

们获得一系列崭新的创新科技知识：岛隧工

程，沉管安装，十五级台风“山竹”的超级原

子弹当量，关于超难度人工岛的比较精准的

描述与介绍，18层楼高的大钢圆筒筑岛方案

的选择，副格作用的刻画与其物理形状的定

格，副格制造基地的选择，液压振动锤的系

统描述介绍，建立人工岛沉降计算机模型，

关于沉管群岛的重要数据及总体描述（沉管

实际上是海底公路，是密封的海底公路隧

道）。还有刚性沉管与柔性沉管的选择之

难，从而有半刚性（半柔性）沉管的技术创

造；沉管“出嫁”的一系列极苛刻条件与类似

航天器发射窗口的确认与定盘，33节沉管入

海安装，每一项都是揪心扯肺的惊心动魄检

阅，关于对水基钢筋切割液的选择与现场把

控的技术追求，令人叹为观止。自主创造的

庞然大物钢铁巨爪，其实是“海底世界第一

绣花针”，海底基槽吸尘器的设计或发明与

交流动性混凝土原理的制造工艺的压榨性

成功，沉管最终接头的对接成功，绝对是一

种残酷的艺术。正像大桥建设者把巨大工

程当作山穷水尽的艺术创造一样，在何建明

笔下，每一次大桥建设中似乎不可逾越的技

术障碍，都成为中国工程专家和中国工人团

队展现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动人魂魄场

景，与此相伴随的一系列令人望而生畏的数

据，变成了作家得心应手打动读者心灵的工

具。这本书甚至可作为大桥工程学的辅助

教材或入门教材。

第三，这既是一部记述描绘港珠澳大桥

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的佳作，又体现大桥

工程建设团队对经济效益的孜孜追求与精

打细算。既会计算，又会算计。且不说港珠

澳大桥一开始设计就有地理地缘交通便利

天堑变通途方面的目标，同时也有重要的经

济利益、经济效率方面的考虑。比如从深圳

到香港每个集装箱的运费是1000港币，但

如果从珠海走陆路须绕道广州，每个集装箱

的运费则为3000港币。在和国际上最著名

的荷兰公司的沉管技术咨询费谈判中，3亿

元人民币的中方底线与对方1.5亿欧元的价

格底线之差异，成为谈判中断的主要原因。

也正是挑战这种差异，林鸣总指挥和他的团

队被逼上了一条科学的博弈之路，放弃盾构

隧道，选择沉管隧道的确有节省10亿元人民

币的经济预算考虑。放弃DOKA公司沉管

模板，选择PERI公司的新模板，除了瘦身近

一半的工程效益，还有省出1亿元人民币的

经济收益。另外，对普茨迈斯特外国公司皮

带输送质量问题的追究，挽回了至少4000万

元人民币的损失。这表明经过改革开放的

浪潮冲刷，经过国际市场的风雨历练，中国

工程专家、中国工人群体，变得更精明了。

《大桥》无论是叙述方式还是故事结构

都十分精彩，是当代文学的又一重要收获。

我们期待何建明下一部国家“大桥”式作品

的诞生，因为国家需要这样的作家来书写精

彩的中国故事。

丁捷《约定》：

文学初心的应许之地
□李释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