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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泗桥汀泗桥》》的的四个维度四个维度
□石一宁

陈敬黎长篇小说新著《汀泗桥》尽管以一
座桥名或一个镇名总而括之，但它的内涵极为
深广，这种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是通过对汀泗桥
的地域性、历史性、革命性和人性四个方面的
阐发和挖掘而呈现的。

地域性或者说地域色彩是《汀泗桥》一个
鲜明的风格追求。书名是一个标志，而书中
景观、风俗、器物、语言的方言化等等，也都有
很强的地域标记或烙印，这种地域性成为《汀
泗桥》生动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来源。而地域
性的实现与否，也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功
力。不充分的地域性是一个贴上去的标签，
只会使作品显得灵魂苍白。而《汀泗桥》鲜明
的地域性有机地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
韧的质地。

《汀泗桥》叙述的时间跨度是从清末至解
放战争之间，作者写的是汀泗桥的现代史。历
史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定位。书中的400

多个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其中真实历史人物达
到100多个，还涉及国共高层人物。这对作家
的写作意味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将《汀泗
桥》定位为历史小说，或许是作者认为汀泗桥
这一段历史隐含了汀泗桥当代发展的密码。
历史性的追求和扎实的写作使这部小说获得
了极大的纵深感和厚重。

《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
小说。书中所写的汀泗桥的历史，也是汀泗桥
的革命史。革命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心，这
是由一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史的中
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汀泗桥的
现代史首先是革命史。然而现代中国革命既
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是如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般凭空出现，革命需要革命性的开启、
发生和成长。《汀泗桥》表现了男主人公刘来宝
从汀泗桥饭馆小伙计起步，加入革命阵营，经
过重重出生入死的考验，最后成长为共产党的

区委书记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汀泗桥地区在辛
亥、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受的革命战争
洗礼，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
杀。以汀泗桥革命为叙事中心，小说可谓抓住了
汀泗桥现代史的主脉。

《汀泗桥》对人性的表现亦多有令人称许
之处。诚然，没有抽象的人性。革命性也是人
性的一种体现，但革命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也
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对人性的描写，尤
其是对革命与人性的交融和冲突的表现，成为
《汀泗桥》这部小说纷呈的异彩。小说以周秀
梅的悲剧爱情和婚姻始，以周秀梅的悲剧命运
终，如此蕴含着革命与人性的张力的结局，显
示了小说的一种内在深度。小说中的张海量
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小说将这样一种
人性表现得细致入微、千回百转、惆怅复惆
怅。对人性洞察之深邃，挖掘之通透，是这部
小说的又一成就。

陈敬黎最新长篇小说《汀泗桥》
在历史书写、英雄书写、人性书写和
文化书写方面都能见出独特之处。

其一，历史书写的思辨性。《汀
泗桥》是汀泗桥历史风云的全息图。
从清末宣统年间写到新中国成立之
初，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时空里，在
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历史事件，
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二七大罢
工、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等，在《汀泗桥》
中都有真切的呼应。汀泗桥的历史，
折射了旧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变
迁。陈敬黎描写汀泗桥历史，始终在
思考历史的规律，他在还原汀泗桥历
史演进的种种曲折和起伏中，努力回
答一个课题，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共产
党？陈敬黎通过小说给出了明确的答
案：共产党人从劳苦大众中通过血与
火的锤炼成长起来，怀有为劳苦大众
谋利益的初心，为了劳苦大众的利
益，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自己的利益，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其二，英雄书写的抒情性。《汀
泗桥》是饱含深情的英雄赞歌。在陈
敬黎笔下，汀泗桥是一片英雄的土地。汀泗
桥扼湘鄂咽喉，控粤汉要冲，是自古兵家必
争之地。这让汀泗桥人充满血性。北伐战争
为汀泗桥留下了革命的火种。汀泗桥人在
支援北伐战争的过程中，无形中也为汀泗
桥造就了一支革命力量。得汀泗桥就得武
汉。汀泗桥与大武汉地脉相近，人脉相通，
革命力量同进同退，同消同长。也因此，在
这片英雄土地上，从来不缺少可歌可泣的
英雄，也不间断地上演着一幕幕英雄活剧。

汀泗桥见证了太多的牺牲。作为
汀泗桥人的陈敬黎也把为英雄立
传作为自己的责任。正是这种与
英雄的血脉相连，感同身受，决定
了《汀泗桥》英雄书写的抒情性。

其三，人性书写的悲剧性。《汀
泗桥》是人生悲剧的交响曲。张海
量与周秀梅是着墨颇多的两位悲
剧人物。《汀泗桥》极写张海量的智
慧、善良、包容和急公好义，也极写
周秀梅的贤淑美丽、一往情深和刚
烈无畏。张海量最终自食毒鸡静静
地死去，而周秀梅却在解放初期因
儿子张荣庭的被捕纵身跳进了汀
泗河，结束了她苦难的人生。《汀泗
桥》大篇幅地渲染善与美的毁灭，
大大强化了该小说的悲剧风格。

其四，文化书写的地源性。怀
着书写家乡的强烈责任感，陈敬
黎把《汀泗桥》写成了家乡文化的
致敬书。他真切地描写汀泗桥的
风土人情，丰富而又细腻。作者重
点强调汀泗桥的地理格局，也成
为了作者谋篇布局的逻辑起点。
《汀泗桥》重点强调的是汀泗桥革

命堡垒的建成与汀泗桥革命英雄的成长之
间清晰的同步关系。作者倾心发掘了汀泗
桥的文化根脉。其地源性突出表现为一种
有根的写作。汀泗桥人讲礼数、讲脸面、讲
情分、讲义气。礼义廉耻、忠勇刚直，是融入
汀泗桥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以刘来宝为
代表的共产党人，是从重情讲义的文化基
础上建立起的理想和信仰，也因此他们由
兄弟情义走向民族大义的过程，实际上是
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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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域为圆心，以乡土为经，以历史的流
变为纬，是这些年乡土地域小说的基本框架。
在上个世纪50年代，较为有影响的有梁斌的
《红旗谱》和欧阳山的《三家巷》等长篇小说，
最为经典的则是陈忠实的《白鹿原》。湖北作
家陈敬黎的长篇小说《汀泗桥》则是向他们的
致敬之作，这部小说洋洋洒洒140多万字，展
现了近半个世纪鄂南地区的风云变幻、社会
沧桑、人情世故，是革命的历史长卷，也是风
俗画，还是令人心痛的爱情悲剧。乡土地域小
说发展繁荣，艺术积淀较为丰厚，陈敬黎苦心
孤诣，以自己的勤劳和执著，在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了探索、尝试，努力拓展这一乡土地域小
说的多维空间。

首先，《汀泗桥》成功地进行了虚与实之
间的有机联系。乡土地域小说的一个特点往
往以一个真实的地名作为历史和人物活动的
空间，让人物的活动有了一个地域风情浓郁
的平台，如果拘泥于真实的事件就会变成地
方志之类的文字，而历史本身赋予这块土地
的史实也会限制小说的翅膀。《汀泗桥》较好
地处理了这一难题，源于历史，尊重历史，又
不拘泥于历史，作家大胆地把100多个真实
人物写进小说，有些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有
些则是汀泗桥的普通百姓，同时又虚构了
300多个人物，构成了一部虚实相间的小说
图景。这种化虚为实、化实为虚的转化，需要
作家有较强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控制力，《汀
泗桥》在处理虚与实的关系上达到了一定的
高度。

其次，《汀泗桥》在处理地域文化和人物
关系方面，让人和地有机结合，而不是人凌驾于地域之上，也
没有让地域的色彩和风情淹没人物的主体色彩。《汀泗桥》里
面写了大量的富有鄂南风味的方言、俚语、民俗、器物，有些片
段可以作为风物志来考察，可以说是一部汀泗桥的民俗小百
科全书。但风俗只是小说的环境要素，汪曾祺先生说过：氛围
即人物。人物的命运是长篇小说的灵魂，人物的塑造是长篇小
说的终极任务。《汀泗桥》在这一点上没有走偏，始终以人物的
塑造为中心，写出了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性格的丰富性和
复杂性。小说着力打造的刘来宝、周秀梅、张海量三个人物，既
烙上汀泗桥这个地域的文化色彩，又从历史和人性双重视角
去描写他们性格的复杂，描写他们的命运在革命战争背景下
的成长和变异。尤其对刘来宝和周秀梅情感冲突的描写，符合
当时的历史大环境，写出了江汉一代女性的特性。周海量在整
篇小说中的性格的多面性和变化性是时代造就的，也是人性
在被拷打时的多重表现。

《汀泗桥》有史诗的写作野心，在处理史与诗的关系上也做
了努力和尝试。140万字的篇幅注定是要往史诗的格局上去做
的，大量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在汀泗桥古镇这个空间出现的
时候，戏剧性会很强，但陈敬黎却用诗人的眼光来化解这些大历
史的宏大叙事，在历史碎片中探寻人性的光芒和晦暗，尤其是
那些风俗、乡情、土语的生动呈现，让历史的枯燥在日常生活的
滋润中变得富有韵味。

当然，这部小说还可以写得再精彩一些，尤其是作家对历
史、对生活的提炼还显不够，铺陈有余，精准、精练的原则同样
适用于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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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泗桥》这个文本特别复杂，因为历史本身就很复杂。
小说书写了一个难以把握的题材和一段复杂变化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来说，作家非常值得尊敬，差不多写了40年的历
史。这40年，是中国近代史到现代史最复杂的一段历史，从
历史转型的角度，这是波澜壮阔的40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角度，这是激情澎湃的40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这是传
奇动荡的40年。作品写作的角度和方式巧妙，完成度不错，
是在历史的天空下书写《汀泗桥》。

小说虽然有140多万字，但整个结构清晰简洁，设计感
强。开头和结尾一致，都以周秀梅和刘来宝的关系为线索。
开篇是被骗嫁到汀泗桥郎中张家的周秀梅，对假扮新郎的饭馆
伙计刘来宝念念不忘，对真正的新郎、毁了容的郎中张海量恨
意难平。结尾，周秀梅因儿子张荣超被抓捕，对刘来宝失望，投
河自尽。这样一个斗拱相连的结构，密不透风，节奏很快，故事
跌宕起伏。当然，对于小说中的四角关系，如果有一个人能够
坚持原则不逾轨，从小说写作的角度会更好，价值表达会更鲜
明。毕竟文学不等于生活，不等于历史素材，是需要提练的。

小说通过精心设计的结构、丰富的人物和好看的故事，

把历史还原出来。其中，最关键的是人物感人，人物感人最
重要的是情感动人，小说写出了人物的坚持和人物的疯狂。
他们在这4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的选择、站位和生活
态度，是对我们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还原。小说中写出了人物
的成长性，比如刘来宝从一个饭店的小伙计成长为坚定的共
产党员。小说的故事性很强，塑造了大量有名有姓的人物，
形象丰满好看，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

这部长篇小说创作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复杂性，包括故事
讲述的复杂性、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人性构成的复杂性。这
段历史非常复杂，包含了各种变化。这些变化从艺术呈现来
看，构成了写作中的暧昧、黏稠和不确定性。其次，这部作品
具有浪漫性，从书写历史传奇这个角度，在历史原型和人物
基础上，赋予了很强的浪漫性。比如整个结构以一个女人和
男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其他青年男女的感情为辅线，写大
时代背景下的真实人性和激情。周秀梅这个人物塑造得较
为成功，写出了那个时代开始释放压抑、追求情感生活的女
性特质。女性追求自我解放，打破各种禁锢。地域性及荆楚
文化中的传奇和浪漫在这个女性身上都得到了诠释。

历史天空历史天空下的复杂性下的复杂性
□刘 琼

汀泗桥在咸宁，它是北伐战争中的一座
名桥，发生过许多著名的故事，因此这座桥有
着很高的辨识度。读完陈敬黎的《汀泗桥》
后，才知道汀泗桥有那么深厚的历史，汀泗桥
是一个中国地域特色非常鲜明的地方，小说
以《汀泗桥》作为书名颇具意味。这里的桥是
一种意象，也是一种寓意。这座桥是一个空
间的存在，也是一个舞台，一个戏台，在这个
戏台上，从清末到民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
争，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半个世纪的历史就
在这里上演，一个个人物轮番上场。

桥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主要是以街
两边的店铺为主，作者主要写到了这些店铺
的东家和伙计。譬如刘来宝，从同心楼的挑
水工到东家。何顿的长篇小说《幸福街》、王
方晨的《老实街》，都是以街作为名字，《汀泗
桥》也是写一条街，写街上的人家，桥两边半
个世纪发生的故事。中国的小说习惯于写封
闭空间里发生的故事。

但是，桥又有连接的含义，它不仅局限在
小天地里，还把桥两端的东街和西街，把汀泗
桥和外面的世界、历史的风云连接了起来。
桥同时具有开放性和外向性，它把半个世纪
中国的历史风云、中国近现代史都浓缩在了
这座桥的两端，让汀泗桥挑起了演绎中国历
史的重任。《汀泗桥》试图通过这个意象，从
1247年建桥以来700年的中国历史烟云，浓

缩到50多年的历史书写中去。
作者陈敬黎在人物的刻画上也让我印象深刻，全书写到

了400多个人物，其中真实的人物就有100多人。对地方文
化、本土知识的积累和传承，作者下了很大工夫，把汀泗桥百
年间的历史激荡以十年磨一剑的工夫来进行整理，再通过结
合史实的想象、虚构的方式塑造出自己笔下的人物。其中重
要的人物贯穿始终，从开篇到结尾几乎描写了周秀梅的大半
生，之前她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但是这是一个敢爱敢恨
的女性，个性非常鲜明，当她发现自己错嫁给一个鬼脸新郎以
后就一直执著地寻找那个相亲的挑水工，最终如愿以偿，嫁给
了刘来宝。到最后当她得知自己的亲人被以敌特嫌疑镇压的
时候，决绝地和已成为区委书记的丈夫刘来宝一刀两断，毅然
决然地跳河自尽，表现了她的刚烈性格。

刘来宝当然是作家着重塑造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具有
传奇色彩，从挑水工到东家，一直从事革命工作，参与构建秘
密交通线，支援前线，一直到成为商界巨头，最后成为区委领
导。这个人物的成长历程比较清晰。小说中还有一些微不足
道的人物，如媒婆等也都有各有个性和光彩。

《汀泗桥》还写了大量的地域习俗、仪式和风土人情，包括
地方性语言的表达方式，让这部作品具备了更多地域特色。
因此这部小说对于讲好汀泗桥故事、展示咸宁文化形象大有
裨益。

《《汀泗汀泗桥桥》》的的风土风土、、风风云云、、风情风情
□张志忠

读陈敏黎的《汀泗桥》，让我想到一句名
言，如果没有拿破仑战争，谁还会记得奥斯特
里茨这个小村庄？南方多水，有水必有桥，桥
多在交通要道，也容易形成人群聚集、商业繁
茂之地。作家笔下的汀泗桥就是如此，踞守在
湖南湖北之要津，竹木稻米集散之地，自有独
特的风土。桥东桥西分属不同的县治，本地人
与流落此地的湖南流民形成不同的群落，从清
末民初以来，繁荣的商业和开通的风气，更为
此地的风云聚散增添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值得
夸奖的是，20世纪前半期的壮阔风云，又因为
儿女风情染上了旖旎的光晕。

但是，历史已经翻到了新的一页。20世纪
是以革命为主调，民族革命的风潮很快地就从
武汉传递到这里，以此揭开汀泗桥镇的现代篇
章。就说位于粤汉铁路上的汀泗桥，叶挺和铁
军征讨吴佩孚，这是历史课本上都讲到的，但
是，《汀泗桥》中所讲到的与之相关的繁复情节，
却可以说是作家的匠心独运。在民国年间争夺
湘鄂两地的历次战争中，每一场大战都会引发
保卫汀泗桥和炸毁汀泗桥的激烈战斗，甚至连
鄂南的农民暴动，都会在这座钢铁桥梁上与敌
人浴血拼杀。一桥架南北，不但使得人流物流
畅达四方，也为现代战争提供了新的战场和新
的作战方式，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和激烈性，这
恰好是现代性东来中国的正负两个面孔。

时势造英雄。汀泗桥古镇的刘来宝、罗虎
和年轻一代的关金马、刘灵巧等，先后都被时
代潮流所裹挟，投身于国民革命，然后又加入

中共领导的乡村革命，在20余年的革命斗争
中跌宕起伏，舍生忘死，亲历了大时代的风云
变幻。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激起回响，刘来
宝和儿女们第一次加入保卫民族权益的斗争；
北伐军时代的叶挺大战汀泗桥，刘来宝们积极
配合北伐军作战，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农民运
动风起云涌，刘来宝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受
训，亲聆毛委员的教诲，革命意志和智慧更上
一层楼……在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能够有
效地隐藏自己和汀泗桥的革命者，在革命需要
的时候，他又能够挺身而出，舍死拼搏。此后，
还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汀泗桥经历了远远
超出我们通常的历史常识，波翻浪涌、乱云飞
渡，斗争的艰难性复杂性使得牺牲者与奋斗者
的道路格外曲折。

文学不是历史的副篇，人心也不会只纠结
于政治与斗争，而是有其更为内在和动人的层
面。这就是作品中贯穿始终的刘来宝和周秀
梅的旷世奇缘，以及汀泗桥镇上人家的爱恨情
仇。如果说，刘来宝挺立在时代的风口浪尖
上，周秀梅就是站在其身后的女人，尽管在数
十年间，两个人的爱情都没有什么名分，经常
处于遮遮掩掩欲进还退的尴尬境地，周秀梅的
爱却是那样执著和热烈。这种遮遮掩掩、没有
名分的爱情，在厚道的汀泗桥镇民众眼中，得
到理解，值得同情，却也给他们的儿女们造成
莫大的情感挫伤，这也让刘来宝和周秀梅始终
处于感情的漩涡与冲突中，丰厚了作品的内在
底蕴。

“汀泗桥”是一座桥，它横跨汀泗河两岸连接东西店铺林
立、商贾云集的两街；“汀泗桥”是一个小镇，它位于湖北咸宁
市境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镇，尤其是在北伐战争中“一战成
名”；“汀泗桥”又是一部长篇小说，是湖北咸宁作家陈敬黎积
多年之功力和人生阅历、创作经验，奉献给读者的一部皇皇
三大卷的巨著。这是一部沉甸甸的作品，之所以沉甸甸不单
是指作品的体量、重量和数量，更是指它的内容思想含量和
文学创作所达到的艺术高度，特别是在近百年革命历史风
云语境下鲜活个性化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为当代人物画廊作
出了新的贡献。

笔者尝试着从近年来所着力思考的一个文学基本理论中
“文化与文学的互动性关系”，来对这部作品做一些分析，试图
指出正是作者以超越性的哲思和艺术卓越性追求，实现了对文
化规范性的突破，使作品在革命历史叙述中传播弘扬了社会主
流价值观，同时，以地理的历史的人文的审美的艺术世界为

“汀泗桥”这个地方立传。
一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作者能够突破常规和一般性价

值规范对人物性格的影响，使我们收获了一个个个性鲜明能
够照亮文本世界的新形象。其中在我看来，尽管主人公刘来宝
的形象塑造可圈可点，写出了人物的成长和性格变化的逻辑，
塑造了一个性格丰满的从酒楼小伙计历经革命风云考验、锻
炼而成长为当地区委书记的正面人物形象，但总体上其在文
化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中，始终囿于文化的规范性而没有实现
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审美突破。相反，周秀梅的形象塑造之所以
能够给人留下更多印象，其人物形象能够更加跃然纸上，就在
于其不单以骨子里的“至纯至性至情至爱”定格为“好女人”的
情人角色，又以决然的性格突破了对“好女人”的社会伦理角
色定位，而结尾悲剧性的“跳河”又展示出性格逻辑中对“情”
的幻灭，而指向了更大的家庭伦理担当，体现出性格塑造上的
复杂性，从而在文化与文学的互动中既有合乎规范又有较大
的突破，从而使“这一个”照亮了小说的文本世界。同样，还有
一个人物也值得玩味，那就是张海亮——他的聪慧、担当、正
义、隐忍、远见卓识、胸怀天下等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既是

“道统”的担当弘扬者，又是一个站起来的男人。
二是在小说文本情节发展的结构布局上，主导线索的

革命史叙事与潜在的爱情波澜的纠葛缠绕，共同推动小说
情节的发展。从文本结构的视角看，在文化与文学的互动
中，小说叙述的复线结构同样丰富了文本世界，使其在突破
一般性规范中指向了艺术的审美追求，这也是作品能够成
功的品性之一。

三是在地方文化的渲染和英雄主义传奇的人性书写上，同
样体现了对文化一般性规范的突破，而使我们收获了文学性；作
者以小镇写出了大历史，在百年风云的画卷中使我们深刻理解
了革命性，在文化与文学的互动中营造了一个审美的世界。

以人物群像以人物群像为为
““汀泗桥汀泗桥””立立传传

□范玉刚

法国小说家大仲马说：什么是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
的小说。大仲马将历史作为写小说的背景、线索，或者是小说
的构架、基础。我想，在历史这个“钉子”上，陈敬黎的《汀泗
桥》最起码挂了小说的两样东西：借助历史元素阐释作家的
思想内涵，以及透视历史元素张扬作家的审美个性。

小说是时间的艺术。以汀泗桥镇为地理坐标组织时间的
方式，成功展示了汀泗桥百年历史风云，生动刻画了惊心动
魄的战争年代中几代家族后人的情仇恩怨。这里既有北伐战
争，又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家内心的深刻领
悟，也就凭借在这里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背景表现出来，小
说的思维力也因此有了广阔的投放空间。

汀泗桥战役作为小说故事情节中的重要历史开篇，透露
了作者缜密的创作构思，抓住了这个事件具有的历史意义和
深邃思想。历时两年的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
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加速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陈敬黎十年一剑，创作了《汀泗桥》这样宏大的涉及历史
真实事件的小说，其时间跨度大、地域色彩明显，尤其在以下
两点给人留下很深印象：一是以真实历史背景衬托小说故事
的演进，二是将真实历史人物纳入小说人物的群体。

《汀泗桥》在艺术地呈现了历史事件的同时，也描述了人
物活动轨迹和心理变化。叶挺、许继慎、吴国珍、董必武、郭沫
若等，这些都是载入史册的真实人物，在小说《汀泗桥》中也都
留下身影。可以说，他们在特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价值选择
与精神追求，成为那个时代的核心内涵。

历史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事实的选择和组
合却因人而异。我认为，这很能看出作家史识的高低。作家要
在历史和现实的深切认知的基础上，从历史事件和历史逻辑
两个方面，展现创作智慧：既要全面看待历史，正确认识历史
的主流和本质，又要善于把握具体历史故事内核，作出符合
时代发展趋势的文学描述。

作家要有正确的历史观，用以描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要
有较好的文学手段，用以推出历史氛围和历史人物。我认为，
作家陈敬黎的《汀泗桥》，在打通历史与时代的通道，塑造民族
之魂、抒写人生之道都有很好的表现。他不仅讲述了人物个性
小叙事中的真切、丰沛之情感，也展现了时代宏大图景中的坚
定、正确信念的追求，两者的交汇与融合，为我们提供了与历
史直接对话的契机，创造了一种深思历史的氛围，达到了那种

“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的文学创作境界。

评评 论论

《《汀泗桥汀泗桥》》的的历史视角历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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