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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桥赋》，张者、宋潇凌著，四川

文艺出版社出版，2024年4月

《大道》，李玉梅著，漓江出版社、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24年3月

贵州现代桥梁多。高速公路上，不

是隧道，就是大桥，比哪个地方都多，

全国之最。旧时代黔之驴有名，新时代

黔之桥名扬世界。古人写寓言，今人写

民生。作家张者、宋潇凌深入生活，重

点调研贵州现代建桥历史，采访大桥

建设者，获得灵感，激活热情，倾力创

作出长篇小说《万桥赋》，从桥梁设计

师葛啸天一家人与贵州桥的复杂而动

人的关系入手，描写贵州交通事业艰

苦奋斗的历史进程，进而展现高质量

发展的伟大时代风貌和气象，讲述人

民创造新生活的贵州故事和讲述创造

奇迹的中国故事。

贵州的桥，是人民群众通往幸福

生活之桥。小说主人公葛念镜的美术

作品《万桥山河图》中画了66座钢铁

大桥，其中有16座最难画，是她父亲

葛啸天设计的。故事虽然虚构，却真实

地揭示了贵州桥梁与区域经济社会、

人民生活的深刻关系，反映出人民摆

脱贫困、建设美丽家园的现实。有了高

速路和现代桥梁，贵州经济实力迅速

提高，战略地位迅速提升，融入国家战

略新格局，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

重要节点和重要组成部分。

小说的视角首先聚焦在一个葛

姓建筑世家的前世今生上，写出了历

史的风云，写出了人生的坎坷，写出

了精神的传承，写出了时代的激情。

早在400年前，葛氏先人葛镜看透官

场险恶，辞官回乡，见麻哈江两岸绝

壁千尺，江水汹涌，人们过往十分不

便，便以一己之力启动修桥，发誓“持

一片心盟白水，桥不成兮镜不死”，历

经 30年，两毁三建，终于建成“葛镜

桥”，铸就了家族的荣光。葛家父辈葛

宗祺传承前人文化血脉，在新中国早

期，就与爱人报名参军，赴青藏线修

筑战略公路，异常艰苦。道路修成，三

千英雄儿女献出生命。葛宗祺命大，

多次受伤，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转

业后承担起哺养烈士后代的重任，践

行着对战友的承诺，赓续着家族道德

文化传统血脉。小说中的父亲葛啸

天，是改革开放时期优秀的桥梁设计

师，敬畏祖先、奉献国家，一心要弘扬

家族的专业精神，用第一流的桥梁设

计，改变家乡贫穷的面貌，为国家强

盛服务。小说重点描写的北盘江大

桥、平塘江大桥、花江峡谷大桥三座

里程碑式的大桥曾是或现在是世界

第一高桥，建筑设计水平和建设科技

含量都领先世界，也奠定了中国桥梁

大国的世界地位。葛啸天正是这几座

伟大建筑的主要设计师和总设计师，

起着灵魂作用，他就是一代中国桥梁

之神。小说通过几代人历史文化传承

的梳理，在葛啸天这个人物身上凝聚

起历史的思想和现实的力量，突出他

身上的英雄性格。

《万桥赋》讲父辈的建桥故事，也

讲黔之桥变为一种思想、一种艺术、一

种文化形象的故事。某种意义上说，情

节的重心慢慢转向后者。小说主人公

葛念镜作为桥梁家族的后代，也就是

“桥三代”，不喜欢桥梁设计，选择攻读

美术专业，当大学老师。这在父亲葛啸

天看来有违祖训，大逆不道。父女之间

因此矛盾不断，有时冲突还很剧烈。葛

念镜故意标新立异，把自己搞成假小

子，不仅让父母很受伤，也让男朋友离

她而去。她在失恋和失业双重打击下，

接受了画商蓝天凤的高价合同——完

成一幅高质量的贵州桥题材美术作

品。为寻找创作灵感，也为了排遣心理

困扰，她来到祖辈建造的“葛镜桥”旁，

看到了古桥文化造福于百姓的情景，

也感受到美丽乡村的风土人情。更为

重要的是，她认识了父亲的学生、年青

的桥梁设计师李明亮。两人一路同行，

开始了“黔之桥”的体验，也是人生体

验之旅，其间发生了很多故事。两个年

轻人迸发出爱情的火花，终成眷属。从

葛念镜情感变化里不难读出，她开始

懂得了祖辈父辈的历史，慢慢懂得父

亲作为设计师的人生价值，心中升华

出一种英雄般的崇高感和神圣感。作

品顺着这个思路拓展下去，写出了葛

念镜与父亲葛啸天逐渐和解、赓续亲

情的必然性。

壮丽山河、雄伟大桥构成的和美

风景，一次又一次地洗荡葛念镜的心

灵，使她那颗来自尘世浮躁不安的心

变得宁静而舒展，变得诗意而单纯，融

进和谐的自然里，完成了思想情感的

蜕变。两年后，她做出一个不同凡响的

决定，放弃重金和成名，承担违约责

任，也要撕毁与画商蓝天凤的合同，把

她潜心创作的百米长卷《万桥山河图》

无偿赠送给贵州桥梁博物馆，以表达

对大桥建设者们深深的敬意。这一笔

写得精彩，葛念镜这个人物形象的思

想格局、精神品质大大提升，达到了可

以和父辈、和时代对话的高度。她不能

建造现实之桥，却用艺术表达了桥之

情和桥之美，把现实的桥转化为一座

精神高地、一个时代形象。小说进而把

河与河的跨越向人与人的沟通关系延

伸，试图触及社会的痛点和冲突，进而

讨论人们之间建造一座无形的、心理

的、精神的桥梁的可能性，来表达作品

的社会意识。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

州。”小说《万桥赋》结尾描写了葛啸天

的心理活动细节：他很想建议女儿再

构思一幅长卷，把中国最雄伟的大桥

呈现出来，画出新时代的万里江山图。

葛啸天想象飞扬，托出了小说诗意的

题旨：看贵州就是看中国、看世界。

（作者系评论家）

中国的物流格局，过去以“一江春

水向东流”的东西通道为主，近年来西

部陆海新通道的建立，开启了北起重

庆，南端以广西为重要节点的南北纵向

物流通道，将“一带”与“一路”连接起

来，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格局，局面

的改观可谓宏伟。不过，人们欲想详知

内情，还需要出现一部够篇幅的报告文

学作品，这就是李玉梅的《大道》一书问

世的由来。李玉梅是散文家、诗人出身，

这使《大道》明显具有报告文学与散文

诗歌相通融的风格。

这部作品除宏观描绘2017年西部

陆海新通道运营以来所形成的中国陆

海统筹与东西互济的开放发展新格局

外，还将主要篇幅用于书写那些“努力

建设通道以及生活被这条大通道改变

的人们”，他们职业不同，位置不同，作

出的贡献也不尽相同，在书中都焕发出

为民族复兴和时代进步奋斗、实现人生

价值的熠熠光彩。作者的观照角度很接

地气，显示出人民在历史创造中生气勃

勃的景象。从文学上看，此作也避免了

以写事为主的结构，将笔力集中于人物

呈现，实现了文学的独特价值，文学终

归要以人的形象吸引大众的眼球。李玉

梅肯吃苦，通过不辞辛劳地一次次深入

发掘，才将西部陆海新通道上众多默默

无闻的奉献者传达给社会，实现了报告

文学的社会功用。

我们也可以发现，作者采写人物，

并不完全局限于人物在专项建设中的

表现，而常常扩及人物过去的人生故

事，使作品内容给人带来更丰富的启

发，也加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如写到施

工业务副经理娄渊涛的恋爱故事。娄渊

涛来自安徽，在广西平陆运河项目长期

奋战，婚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使家里

人纠结。他曾经人介绍认识姑娘屠思

雨，见面吃顿饭加微信后就回到岗位再

无下文。4年后，他在安徽家中电梯里又

碰到屠思雨，原来两家购买的新房在一

座楼里。于是两人重新交往，开始认真

通过微信聊天交流，3年后结为姻缘。他

们显然是天生的一对，早已有过正式联

系，但真正走到一起居然还需要一次颇

为偶然的相遇，可谓生活中戏剧性一

幕。仔细想，其中有些值得玩味的道理，

使人读来顿生一些感悟。这感悟或许与

运河建设无关，但再仔细想，也还是有

关系，因为娄渊涛身处广西，忙于工作，

与姑娘见面机会毕竟不多。

《大道》的写作较为开放，作者在把

经济建设者风貌全面展现的基础上写

经济建设，让人们了解是哪些人在切实

推动着国家的发展，这种创作理念值得

研究和借鉴。作为散文家，李玉梅在采

访中会不断被当地独有的地域特色和

文化遗迹所吸引，分出心思去细加体

验，并将部分记忆写入书中。她的行程

主要在广西，也就对岭南风貌与历史的

描绘更为丰盈。这种写法也是比较少见

的，好处是为大通道建设提供了背景，

也为此作增添了另一种色彩。其中，她

写到壮族的蚂拐节，也就是青蛙节。这

个节日在每年正月初一拉开帷幕，人们

击铜鼓为号，找寻冬眠的蚂拐。最先找

到的人被推举为当年的“蚂拐婿”，然后

有“孝蚂拐”与“葬蚂拐”等仪式，将蚂拐

隆重安葬。这种节日的来历是为祈雨，

反映了民众祈求上苍赐予人间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的心愿，而谁能说大通道

的开辟与实现这种心愿完全无关呢？这

类写照，折射出经济新工程在当地群众

中受到的欢迎，以及赢得的支持。也能

够看出，作者历史情怀格外厚重，常写

一些历史名人在广西留下的事迹，又并

非无缘无故，如对于史禄的追忆。公元

前219年，秦始皇发动了百越之战，因

交通条件恶劣在湖南、广西交界地带受

阻，派史禄前去凿渠运粮。史禄竟能够大

胆设想实施提水工程，翻山越岭找到一

处湘江与漓江水位落差最小的分水点，

指挥建筑人字堤，形成南渠北渠，创造出

世界上最早的提水船闸，于公元前214

年使伟大的灵渠凿成通航，决定了秦国

统一南方战争的胜利。作者在缅怀先驱

不朽业绩的同时，自然而然将今日建设

中的平陆运河通道与这条古运河相对

比，写出由汉代马援到近代孙中山，历朝

历代人们梦想着修建另一条运河，实现由

广西通江达海的愿望。现在，这个梦想正

在变为现实，新时代的灵渠正在诞生之

中——可以说，这一笔是至关重要的。作

者总是思绪万千，沿途走来，怀古抚今，

眼中的这片土地被赋予深邃的时空意

境，也带给读者们更丰富的见识与联想。

作者的文人气质，也表现在她给作

品带来的艺术意蕴。她喜欢美术、书法、

篆刻，沿途不断生发艺术灵感，这是一

般报告文学作者不大容易有的创作情

绪。她曾采取黄河澄泥，经人揉制、压

坯、雕刻、抛光、烧制后得到一枚印章，

刻有“陆径幽远处、风从海上来、飏空千

万里”之诗句——意指西部陆海新通道

也融入黄河之韵，沿途有六省参与到大

道共建，并拆分成为上中下三篇的篇

题，将印章图像插入书页。此外，书中不

断嵌入“风过巴蜀问星辰，大道向南巡”

“平陆运河似练，千帆竞、众芳羡”等来

自作者的诗词，则更为作品增添了诗

意。李玉梅是一个不会满足于一般纪实

写作文体的作家。

《大道》的书写是自由舒展、不拘一

格和注重情致的，为报告文学创作带来

新的气息，具有一定的探索性。李玉梅的

思维方式，主要是形象思维和情感思维的

方式，奔放不羁，也形成独特的个性。她

奉献出了首部反映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的作品，成绩不可低估。当然，这是她初

次介入这类写作，还存有提升空间，相

信她会不断总结经验，在进取的道路上

继续努力，开辟出更广阔的创作前景。

（作者系评论家）

去岁正月，明军深夜至家，递《军履

回望——张明刚自选集》，云：“明刚大

哥特别交代，速送正华等，不要过夜。”

速送即速读。嗬，40年军旅人生，

近60万字皇皇大著，捧之沉若磐石，

读之满纸烟云。难怪乎明刚兄视之若

珍宝，嘱其胞弟明军“不过夜”呈之于

师友也。

余读书喜先看书名，书名如眼，作

者之志趣、学识、操守、沉潜及抱负，一

望书名大抵可知八九分。其次必读序言

尤其是自序，以及后记——所论所著，

发轫何处，期望何在，书中未尽之言，皆

在书前书后的“絮叨几句”之中矣。后记

《耙耕，从田间到军营》，望题便知作者

未尽之千言万语——从田间耙耕到军

营淬火，可谓半生浮沉与荣光，半生沉

潜与求索，皆在这“两点一线”之间。

耙耕，蕴藏着张明刚少时的人生倔

强与秉性。父母生育五男两女，他排行

第五，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不

幸的是，两个哥哥不幸夭折；更不幸的

是，6岁那年父亲英年早逝，二弟明强3

岁，最小的弟弟明军出生不满80天，还

有年迈的外婆和失明的外公需要照料。

他一下子变成了家里的“长子”，不得不

与母亲一道艰难撑起这个家。正在读书

的明刚，辍学务农，何其不幸。

张明刚每言及乡村耙耕的一段往

事，莫不使人感伤垂泪：湖北随州吴山

镇一个叫联申的小山村，天色微明，一

个不满16岁的辍学少年，一手握绳，

一手执鞭，赤脚站在耙上，学着老庄稼

把式的样子，“哒哒”“咧咧”地吆喝着

耕牛。但是，老牛也欺生，要么赖着不

走，要么左右乱晃，少年气极，几记重

鞭，老牛猛往前窜，将他重重摔倒于耙

下水田，尖利的耙齿刺破腿肚，鲜血直

流……那一刻，张明刚心中在想些什

么呢？抬头望天，命运安排如此不公；

低头望地，还得默默扛起家庭的重担。

从耙上摔倒后，他咬紧牙关，忍着

疼痛，止住眼泪，一骨碌从水田里爬起

来，不顾满身泥水，也不包扎伤口，若

无其事地继续耙耕，再摔倒，再爬起

来……就这样，一天下来，耕牛被他驯

服了，耕地的技术被他掌握了。我们如

此眷恋这片土地，却又如此想飞快逃

离这片土地。

这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像张明刚

一样的农村娃的宿命。外面的世界很精

彩，而他们向外逃离的通道几乎只有两

条，要么考学，要么当兵。人生的逻辑就

这么简单。因与明军交好，我曾3次去

过明刚大哥的老家。从县城到镇上，从

镇上到村里，山一程水一程，即便开车

也得费半天工夫，何况那个年代，得一

步一步用脚板走。从这段山路走出去不

易，走出人生的山路更难。

耙耕两年后，张明刚成为一名边

防战士，参军6年后在南疆火线破格

提干。不论是在火热的训练场，还是在

硝烟弥漫的猫耳洞，当他伏案笔耕，那

纸上、电脑上的一行行文字，像不像耙

田的一道道痕迹？我想，他的脑海里或

睡梦中一定无数次闪过耙耕的画面，

要么泪湿青衫，要么发呆天明。“自从

那天拿下了耙耕这个最难最危险的农

活，我就想，以后还会有什么拿不下的

事吗？！”我看出来，少年张明刚的顿悟

或彻悟，始自这片水田，也成自这片水

田。正如他所言：“从此，我心无苦，我

脑无难，我肩有责，我手有策了！”

带着耙耕的感悟，18岁那年，张明

刚从这个小山村出发，昂首阔步，一路

前行。他走向东北边关，走向西南战

场，走向首都北京，走向西域边疆……

一往无前，一如从前。他以永远不变的

耙耕姿态，终于在前进的路上实现了

自己的光荣与梦想。

戍边男儿，总是梦回故乡。张明刚

这部近60万字的选集，“故乡情思”一

章只有4篇。但是我想，这不仅仅是因

为篇幅的“平均摊派”，而是这一段过往

是他心灵的隐秘所在，是一碰就痛的地

方。压缩的是篇幅，浓缩的是深情。

我还惊讶地发现，张明刚忆故土的

文字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形容词！但是，

细读慢品，却听得见蛙鸣重唱，闻得着

泥土芬芳，看得见稻菽千重。他展现给

我们的是一幅静默的山水图，是一张如

诗的乡村画，是一个共和国将军曾经低

至尘埃、匍匐大地的初心。所谓初心，就

是回到最初，回到生你养你的地方，回

到母亲温暖的怀抱，回到生活的扁担把

你压得直不起腰，回到欲语泪先流的磨

难苦难。这组文章的标题也起得极其普

通，《长寿的姥姥》《妈妈笑了》《少北先

生》《老井》，朴实得就像小学课文。每篇

文章也找不到什么开头技巧、转圜艺

术，但读着读着就被一种情绪牵引了，

感觉就变成了那个“他”。

张明刚的孝，源于母亲的言传身

教。当公社和大队干部考虑到张明刚

家严重缺劳动力，不同意他去当兵

时，母亲毅然决然把他送到万里之遥

的东北边关，毅然决然地扛起了家里

所有的生活重担。母亲花甲大寿，张

明刚扶着她登上天安门城楼。当他按

下快门，看见母亲又笑又哭时，我猜

想此时他可能也是泪和笑交织。是

啊，生活就是一杯加糖的苦咖啡，唯

有饱经风霜，才能磨出那一杯属于你

的幸福滋味。

张明刚刚参军后，对新发的军装

“每天晚上用手拍，用嘴吹，用毛巾擦，

用灌满开水的陶瓷杯子烫，之后将他

叠成方块……”我相信且深信，他所珍

惜呵护的一定还有那段难忘的耙耕岁

月。当他在边关除夕的零点哨位，“看

见夜空中的鹅毛雪花，在北风的伴奏

下翩翩起舞，然后悄然飘落……”他或

许想起了长寿的姥姥，想起了少北先

生，想起了村里那口甘甜无比的老井。

从田间到军营，从普通士兵到共

和国将军，张明刚一路风霜不言苦，一

身是胆闯南北，一生无悔写忠诚。在

《军履回望》的最后，张明刚用诗一般

的语言写道：“回顾我58年来的人生，

可以用两个字概括：耙耕——少时在

课堂，后来在田间，如今在军营。耙耕，

我将继续进行。”

耙耕是一种精神，一种在厄运和

困难面前，坚决奋起抗争、不屈不挠，

永葆一颗上进的心和一股不怕苦、不

畏难、不服输的劲头。让我们携起手

来，一道耙耕人生！

（作者系军事评论家，供职于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

荒湖、金石合著的《骆宾王之谜》近

期出版，这是根据当地有关骆宾王的传

说和相关族谱记载、墓碑等细节创作的

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它不是简单地为我

们叙述骆宾王起事失败后的人生遭遇，

还对新时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历史断裂处的接续

历史小说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的重要门类。大概因为中国有非常悠

远的史学传统，历史小说创作一直非常

热门。在此表象下，何为历史小说以及

如何写作历史小说的争论从未消停。争

论的主要问题是，历史小说到底应该侧

重“历史”还是“小说”。主张侧重历史者

认为，历史小说应该重视历史的客观

性，以再现历史事实、情境、细节为主

旨。而在侧重小说者眼里，历史小说毕

竟是小说，应该侧重虚构性。两种思路

的秉持者各有其道理，于是形成了表面

看来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其实这种对

立是可以调和的，由历史小说的文类特

殊性决定。它既是“历史”小说，和历史

人物、事件、场景、细节之间关系紧密；

也是历史“小说”，是虚构的文类。这就

涉及历史小说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关

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由于秉持的历史

观和文学观的差异性，导致处理两者关

系的理念有所不同。

《骆宾王之谜》是一部历史小说，它

在处理真实和虚构关系上有独到之处。

骆宾王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并称“初唐

四杰”，家喻户晓。一首《咏鹅》更是成为

识字者必读的经典。骆宾王与徐敬业起

兵讨伐武曌，并写下雄文《为徐敬业讨

武曌檄》，当时更是风传天下。可以说，

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之中最有辨识度

的诗人，其诗文影响力堪称一时之最。

但是，骆宾王的人生结局又相当扑朔迷

离。跟随徐敬业起兵讨伐武曌兵败后，

他最终的命运如何？一般来说，大概有

同徐敬业一样被诛杀、跳海潜逃和出家

为僧等说法。如何叙写骆宾王兵败后的

人生，成为《骆宾王之谜》的重点，“一部

以文学续接历史断裂处的民间传奇”是

这本书的创作旨要。

“以文学接续断裂处”成为“历史”

和“小说”的连接点。骆宾王实有其人，

跟随徐敬业起兵讨伐武曌，也确有其

事，兵败也是历史事实。人、事都是历史

上确有的，符合历史本来的面目。而骆

宾王的最终踪迹，没有历史记载，成为

小说家创作的丰厚土壤。《骆宾王之谜》

充分发挥文学想象和虚构的能力，以阳

新曾出现过“骆宾王之墓”的墓碑和阳

新有关骆宾王的传说、骆氏族谱为依

托，文学地再现了骆宾王在阳新永福地

最后七年的人生岁月，写出了一代文人

的爱恨情仇，为骆宾王勾画了铁马金戈

后的烟火人生。从这个角度说，《骆宾王

之谜》回答了历史小说本体何为之问，

为历史小说写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民本思想的时代性烛照

解决了重“历史”还是重“小说”难

题之后，历史小说创作其实还面临一个

重要的问题：写什么内容？历史小说总

不能简单地复现历史事实与历史场景

吧。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克罗奇所说，一

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否能呼应时代

性命题，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历史小

说的价值，这也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小

说的光荣传统。《骆宾王之谜》从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着力书写了骆宾王

的民本思想。虽然功败垂成，已近老境，

但是骆宾王一心为乡民谋福祉的初衷

并未改变。

《骆宾王之谜》中写到，化名为王落

的骆宾王虽然兵败，且处在被朝廷通缉

的危险境地，仍然把关乎老百姓的利益

放在人生的首要位置。骆宾王藏身的永

福里是一个偏僻的乡村，民风淳朴，骆

宾王到这里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学子

王佳的乡试资格被地主之子吴明所取

代。对于这样一件关乎乡村寒门子弟的

前程大事，骆宾王并没有袖手旁观，最

终为王佳恢复了乡试资格。此后，他积

极参与了罢黜恶吏的行动，为兴国（今

天的阳新）百姓争得一片朗朗乾坤。他

还积极主动地修建拦水坝，为永福里的

水利建设作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骆宾王的晚年性情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初跟随徐敬业一

起起兵讨伐武曌，只是因为身为女性的

武曌掌管政治权力有违儒家伦理纲常。

在永福里生活时期，骆宾王与民间百姓

心心相印，最终觉得，只要百姓安居乐

业，谁掌握最高政治权力，不是最重要

的事情。骆宾王的这一思想认识，把中

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发挥到了

极致。当徐敬业的儿子找到他，商讨讨

伐、暗杀武曌之策时，骆宾王拒绝了。骆

宾王从讨伐武曌的坚定支持者到放弃

刺杀武曌的计划，其转变的根本原因是

他从永福里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中获得

感悟，是骆宾王民本思想的精粹所在。

文化连续性的发掘

《骆宾王之谜》还有一个重要的主

旨，就是回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之

谜。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

何以能一直绵延不绝，其奥秘何在？这

正是小说试图去回答的问题。骆宾王身

上强烈的民本情怀，是中华优秀文化传

统的重要体现。但小说显然没有停留在

这一层面，而是将笔触伸入历史皱褶的

深处，站在与历史对话的基点上叙述历

史，发掘中华文明绵绵不绝的奥秘。

《骆宾王之谜》结尾描绘了永福里

今天王英水库的美丽景象。为了解决大

旱之年缺水的局面，骆宾王不顾年迈，

带领永福里的乡亲修建了七座拦水坝。

为了保证拦水坝顺利运行，在暴雨之

夜，骆宾王雨夜巡堤，差点丧命。在骆宾

王舍命为乡亲修建堤坝的地方，今天已

经建起了王英水库，成为仙湖岛风景

区，风景如画，游人如织。骆宾王念念不

忘的乡民生活美满愿景，在今天实现

了。在与历史的对话中，《骆宾王之谜》

解释了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奥秘：美好

的生活图景从萌芽到实现，展现出一代

代中华儿女接棒奋斗的历史进程，背后

是为民谋福利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骆宾王之谜》

对历史小说本体的思考，对历史小说时

代性的发掘，对历史之谜的揭示，都是

这部小说的价值和打动人心所在。

（作者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

心研究员）

把现实之桥转化为精神之桥
——读长篇小说《万桥赋》

□张 陵

“我肩有责，我手有策”
——读《军履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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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伟大道的多彩写照
——评李玉梅的《大道》

□胡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