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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作家作品研究·谭仲池专辑　主持人：中南大学晏杰雄博士

［主持人语］谭仲池以诗歌和散文的创作跨入文学殿堂，４０多年的写作生涯已产生相当丰富的创作成
果，２０多部颇具份量的诗歌散文集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位置，他的诗歌简练优美，富含哲思；散文行云流
水，情感真诚，在把握时代脉博的同时真切地抒写自己的人生感悟。新世纪以来，谭仲池转入小说创作领

域，连续出版了《都市情缘》《土地》《此情如水》《古商城梦影》《雷锋》《曾经沧海》《生命签证》等多部长篇

小说，开辟了另一片文学风景。他在诗歌和散文方面的突出成就，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评论界对其小说创作的关注显然不够。作为一个省会城市的领导者，谭仲池身处各类矛盾的中心，比之一

般作家，他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更深刻、更真切、更有说服力，作品也更彰显主流价值。他的小说题材繁富，

善于以独特的视角解读社会与人生，作品弥漫着一种浓郁的湖湘文化情结，闪耀着浓厚的责任意识和人文

情怀；艺术上则超越主流文学和纯文学的界限，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并将诗化语言和诗性叙事融

入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为了进一步发掘谭仲池小说创作的文学内蕴，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专栏

推出谭仲池专辑，从不同侧面对其长篇小说进行深入系统的阐释，希望籍此引起学界对其小说创作的关注

和重视。

人性光芒的历史回响 

———评谭仲池长篇小说《生命签证》

方图欢，晏杰雄

（中南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谭仲池的长篇小说《生命签证》，历史纪实与艺术虚构完美融合，成功再现了被历史遗忘六十余载的“中国辛德勒”
何凤山在抗战时期的善行义举和不朽灵魂；小说渗透着浓厚的中国传统美德和湖湘精神，结构独特，语言富有诗意，其表现

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性光芒，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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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犹如一面镜子，透过它能反思过去，警醒
当下。７０年前，革命先辈用生命与鲜血赢得反法
西斯战争的胜利，７０年后，爱国文人以文学和艺术
缅怀百折不挠、英勇斗争的战士。反法西斯战争在

人们心灵留下的伤痛、疤痕永远无法痊愈，那些为

民族、为国家舍生取义的英雄，犹如一座座闪耀着

人性光芒的丰碑。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精神已经升

华为时代的精神财富，转化成了振奋国民精神、表

现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动力。一位优秀的作家往

往具有比常人更敏锐、更深刻的感悟力和洞察力，

他们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更加炙热的情感，他

们从历史中汲取创作素材，用文学叙述历史，塑造

人物。这既是作家对历史的尊重，对社会和现实的

深切关注；更是对道义和责任的担当，对崇高人性

和时代精神的讴歌和弘扬。

何凤山，一个被历史遗忘６０余载的“中国辛德
勒”，曾冒着生命危险拯救数千犹太人。但是，他的

义举由于种种原因一直被湮没尘封，直到２０世纪
末才为人所知。２００１年，何凤山被以色列政府授予
“国际正义人士”称号，他的名字被刻入犹太人纪念

馆的“国际义人园”，永远被世人景仰铭记。然而资

料的缺失，以及何凤山生活的低调，使其生命的霞

辉和不朽的灵魂，未能很好地展现给世人。也许是

出于对中国人的国际主义人道精神的敬仰，也许是

出于对湖南人何凤山正义精神、勇于担当的博大胸

怀和对人类各民族真诚之爱的感动，来自何凤山故

乡湖南的作家谭仲池，以强烈的欲望和激情，历时

一年创作出了长篇小说《生命签证》，用历史与虚构

的完美融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深受湖湘文化滋养

大义大仁大勇的何凤山，为我们谱写了一曲紧跟时

代“主旋律”的人道主义赞歌。小说在反法西斯战

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７０周年之际出版，现
实意义重大深远，一方面是对何凤山的深切怀念，

把半个多世纪前平凡而又伟大的何凤山活生生地

展现给读者，另一方面更是让国民铭记历史，缅怀

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生命签证》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驻维也纳总

领事馆总领事湖南益阳人何凤山，目睹纳粹德国屠

杀犹太人这一惨绝人寰的罪恶行径，冒险为数千犹

太人办理签证，协助他们逃离战争迫害的史实为基

础，进行艺术加工，用文学的形式叙述历史。小说

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充分

发挥艺术想象，深入搜寻开掘被历史遗忘的“中国

辛德勒”的故事，成功塑造了一个圆形人物———何

凤山，还原了一段残酷、辛酸却又饱含温情、充满人

性光芒和人间大爱的真实历史，使读者产生难以言

表的共鸣，与时代脉搏产生了强烈的共振。

　　一　 历史与虚构的完美融合

“作为一个深受中国文化浸润的知识分子，谭

仲池有着传统文人‘经世致用’‘文以载道’的创作

使命，以及湖湘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情

怀，”［１］４３擅长诗歌、散文创作的他，长期在文学的园

地里辛勤耕耘，文学技艺早已驾轻就熟。２１世纪
初谭仲池转入长篇小说创作，“一开始就储满着诗

意的情感，实行着诗意的灵性的表达”。［２］他的长篇

小说体现出善于构建故事、精于叙述和语言诗意化

的特征，而且不断追求取材的变化。其长篇小说题

材广泛多样：有城市题材的《都市情缘》《此情如

水》；有乡土农民题材的《土地》；有商场题材的《古

商城梦影》；有历史题材的《打捞光明》《曾经沧

海》；有人物纪实题材的《雷锋》等等。这些小说承

载着作者对湖湘文化的传承和贡献，对社会、民族、

人生以及文化的反思与审视，体现出一个始终秉承

人文关怀、平民意识和钟情历史、满怀爱国激情的

“市长作家”的普世情怀。

对纪实性质的小说而言，其最重要的原则便是

尊重历史事实；而作为文学作品的长篇小说，虚构

又是其创作特征之一。何凤山，作为一个真实存在

的历史人物，其冒险拯救犹太人的义举已经永远载

入史册。但是他的离世，以及文献资料的缺乏，使

后人很少知道他的故事。何凤山本人晚年撰写的

２



方图欢，晏杰雄：人性光芒的历史回响———评谭仲池长篇小说《生命签证》

回忆录《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全书长达２９０页，
也只有１０页简单地记录了战时那段难忘的岁月。
因此，要完全如实地再现当年何凤山在维也纳拯救

犹太人的事迹，是难以想象的。作家谭仲池按捺不

住心中创作《生命签证》的强烈欲望和激情，迎难而

上，在充分利用有限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大胆构思

人物故事，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将历史真实与艺术

虚构相结合，描绘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

创建出一个又一个震撼人心的战争场面。

《生命签证》以１５万字的篇幅，分２０章，全面、
完整地展现了何凤山在担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

馆总领事两年间（１９３８年 －１９４０年），纳粹德国残
暴、血腥的行径，犹太民族进退维谷的处境以及营

救的艰难。小说背景宏大，在叙述中，作者不断插

入、引述正式的历史资料，以突出故事的真实性。

纳粹德国在维也纳对犹太人发动的大屠杀，文本直

接引述了当时记录“水晶之夜”的新闻史料，将纳粹

德国灭绝人性的罪行如实地展现给读者。在叙述

过程中，交叉出现的久经岁月保存下来的信件，进

一步充实了故事内容，更真切地还原了战争的残酷

无情，以及犹太人无家可归、朝不保夕的痛苦。

记录何凤山在维也纳工作生活细节的资料寥

寥可数，但是作者克服了种种困难，根据生活的体

验，深入人物内心，用想象构思情节和对话，弥补史

料的不足，从生活、工作、情感、心理等多个维度，塑

造了一个有血有肉、心怀正义的国际义人形象。

“何凤山做人的原则、品格、办事效率和风度都在维

也纳留下了极好的口碑。”［３］６９生活上，他对儿子何

曼德的爱护细致入微，既注重知识的教育，更注重

品德的培养。工作忙完后，亲自教授《墨子·非

攻》，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熏陶小曼德，使其明白发动

侵略战争的不义。对待朋友他倾囊相助，即使知道

有危险，仍无所畏惧。他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范莱丽

雅、史频奈尔等安全逃往上海。在面对纳粹德国和

上级领导发出禁止为犹太人办理签证的命令时，何

凤山有过犹豫、矛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但他最

终坚守住了正义，扛起人道主义的旗帜，尽最大可

能为难民提供帮助。作家谭仲池用生活镜像式的

叙述，再现了何凤山生活、工作的细节，使抽象化、

符号化的何凤山重新血肉丰满起来，实现了小说在

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

对纳粹德国血腥残害犹太人的叙述，小说并没

有局限于单一层面的控诉，作者还写到了犹太人在

压迫下奋起的抵抗。任何一个民族，都明白自己的

命运要靠自己把握，在面对侵害时，不会任人宰割，

一定有敢于舍生取义的人站出来，为民族的尊严、

存亡而战。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一样，是绝对不甘

于做人奴隶的，是一个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伟大

民族。依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独创的游击队和游

击战的史实，作者在小说中虚构了一支犹太人游击

队。在深山野林中，他们利用地形地势，充分发挥

队伍机动性强的特点，敌进我退，敌驻我扰，顽强反

击纳粹德国的侵略。这不但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

气焰，振奋了人心，更让绝望中的同胞看到了光明，

有了生存的信心。正是这样的虚构，产生了震撼人

心的效果，使读者感到扬眉吐气，小说的艺术感染

力和文学性也因此得到极大提升。

　　二　文化与精神的滋养熏陶

谭仲池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具有正义的感召力、

顽强的意志力和正直无私的品质，这与他一贯的创

作理想和追求是密不可分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每一次写作过程，是一次心灵的净化过程，一次自

我感悟生活和人生的过程，更是一次自我教育过

程。没有好的人品，没有‘高度的道德理性水平，纯

洁的道德动机’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４］所以，

谭仲池在《生命签证》中，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湖

湘精神熏陶并献身人道主义事业的何凤山表现出

了崇高的敬仰，致以了热诚的礼赞。

同样是在二战时期无私拯救犹太人，商人辛德

勒因为著名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为世人所知，他的

人道主义精神感动了无数后人。处事低调的中国

外交官何凤山，拯救的犹太人甚至多于辛德勒，但

却鲜为人知。何凤山身上同样闪耀着正义的光芒，

在自己的国家已然遭到日寇入侵国破而生灵涂炭

之际，仍然秉持人道主义原则，帮助在纳粹铁蹄下

挣扎的犹太人，这是怎样的一种高尚品格。在他身

上我们看到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美德，感受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生命签证》

的创作，无疑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弘

扬，它紧扣时代脉搏，言微旨远，意义深长。

优秀文化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根本。一个民族的文化，折射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和

面貌。湖南有着特殊的地域特征、民族风俗和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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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厚重的传统文明，何凤山学习成长于这片土地，

自然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明和湖湘文化的影响。

作家谭仲池明显地感受到传统文化对何凤山的熏

陶感染，并以叙述故事的方式将其融于小说中。作

品从始至终都自然流露着一种善与德，体现着中国

人的博爱、友善、坚强与勇敢。在中西文化的碰撞

交流下，中国传统文化彰显出了独有的价值和意

义，何凤山让犹太人看到了中国人的不同之处———

几千年长期的善与德的教化与熏陶。

在塑造何凤山形象时，作者不但描述他对犹太

人的救助，更从心理层面刻画他对国家危亡的担

忧。漂泊海外、客居他乡的何凤山，在目睹犹太人

惨遭蹂躏后，考虑的不止是身边的朋友，还有相隔

万里的祖国和同胞。“何凤山的心在激烈地颤抖，

他预感到犹太人将面临毁灭的绝境。同时，他也预

感到自己国家的抗日战争也将面临巨大的灾难和

艰难决战。”［３］７８何凤山的心之所以颤抖，是因为胸

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

民情感。面对纳粹德国的驱赶、威胁，他大义凛然，

办公大楼被没收，就自掏腰包，租赁狭小的房子，继

续办理签证。在被陈杰大使派来的人调查“莫须

罪”时，何凤山镇定坦荡，甚至严肃地对特务说：“如

果有人告诉我：你前面要经历难以想象的痛苦，有

无数的焦虑、失望和危险，你还去吗？我会如顽石

般点头，我要去！我想看看人与人之间的生活，我

想看到和谐与宽容。”［３］１２１何凤山身上散发出的这

股浩然正气，不正和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仁爱”

“和谐”“宽容”相吻合吗？何凤山对传统文化的热

爱，还直接影响到他对儿子小曼德的教育，在潜移

默化中，小曼德受到了“仁”“兼爱”“非攻”等文化

的浸染，他机智懂事，和父亲一样，具有善良美好的

品行，同情犹太人，憎恨纳粹，不顾一切救助受

难者。

在矛盾、犹豫时，何凤山总会想起历史中的伟

人、名人：维也纳的“三大音乐家”莫扎特、海顿、贝

多芬；“圆舞曲之父”老约翰·施特劳斯，“华尔兹

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科学家爱因斯坦；爱国诗

人屈原，变法志士谭嗣同，护国将军蔡锷，等等。在

困境中，是这些伟人、名人激励着何凤山继续前行，

他敬仰他们，并从他们身上吸取思想的光辉和坚强

的力量。“站在蓝色多瑙河的身边，他决心仿效贝

多芬，用自己生命的交响曲，来迎接疾风骤雨，闪电

雷鸣。他要把眼前的黑夜撕开一道口子，给绝望的

维也纳犹太人带来一缕生命的希望曙光。”［３］５６作家

谭仲池把伟人、名人作为何凤山的精神标杆，将他

们的伟大精神融入整部作品，既提升何凤山的精神

信仰和追求，诠释他身上独具的人性光芒，又净化

读者的内心，陶冶读者的情操。因此，阅读谭仲池

的小说总会感觉到一种无限的正能量，一种崇高的

国际主义精神和人性的光辉。

　　三　驾轻就熟的艺术表现

谭仲池是一位富有才情、饱含激情的作家，《生

命签证》在艺术表现上的独特性是显而易见的，他

将诗人气质和浪漫主义情怀溶入历史故事中，以其

诗人之心、诗人之情叙写历史，歌颂人道主义战士，

为历史纪实题材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形式。

小说在结构上，突破了以往千篇一律的单线结

构，采用了双线并进、相互交叉的模式。纳粹德国

残杀、驱赶犹太人，何凤山冒险办理签证，拯救难民

是主线；史频奈尔组建、领导游击队，抵抗纳粹，自

我拯救是副线。作者有意将两线相互交叉，相互切

换，共同推进事件发展，让情节走向高潮，最后两线

在第１８章汇合，整个故事逐渐进入尾声。这种双
线的结构形式，犹如音乐中的二重唱，一波未平，一

波又起，将一段深藏历史的动人事迹演绎得淋漓尽

致。双线结构避免了文本的简单、单调，为小说的

结构和内容增色不少，故事性变得更强，塑造的人

物也更加丰满形象、生动具体，尤其是全面地开掘

出了何凤山复杂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

作为一位诗人，谭仲池在诗歌和散文的创作上

游刃有余。诗人对生活有着丰富而炙热的情感，对

社会和历史关注深切，在语言的运用上拥有惊人的

天赋。谭仲池小说创作的最大的特征就是运用诗

意化的语言，他用写诗和散文的语言叙述故事，用

富有意味的语言营造诗的意境，故事就在情景交

融、诗意盎然的环境中发展。“谭仲池的创作道路

是由诗歌、散文再到小说，其小说创作也自然而然

地带上了诗歌和散文的风格，诗化语言和唯美的情

调所营造出来的浓浓的诗情画意，让我们感觉简直

就是在读一部饱含激情的抒情诗。”［１］４８

《生命签证》开篇就用富有诗意的语言赞美蓝

色的多瑙河，“多瑙河的波光依然如蓝宝石般晶莹，

在夏日的风里荡漾。”［３］１对贝多芬广场，作者更是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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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挥霍”自己的语言天赋。“芳草如茵，铺盖着

地面，绿树掩映着座座呈浅灰与奶黄色的阁楼。阳

光轻柔地镀在这些有了些年岁的建筑物上，闪耀着

缕缕金子般的光芒。”［３］２环境的营造和人物心理活

动的刻画，往往是最考验作家语言功力的，谭仲池

在这两方面都有着较高的水平。小说中对环境的

渲染比比皆是，尤其对黑夜的描述，“夜幕沉重地从

天空垂下，四周变得一片漆黑”，“严冬的夜晚，几颗

赤裸的星星可怜巴巴地闪着寒冷的光”［３］４５。环境

描写贴合人物心境，语言简短但有韵味。不仅如

此，小说中还蕴含着大量凝练的、富有哲理性的话

语，每章的导语内涵丰富、深刻，起着画龙点睛、发

人深省的作用。读者在阅读故事过程中得到语言

艺术滋润和享受的同时，还得到思想的启迪和心灵

的撞击。

此外，小说在人物对话和心理刻画上也有独特

之处，既有宏大战争场面的勾勒，又有内心的细腻

描述，简洁的对话和细致入微的心理探析，凸显了

人物内心的复杂、人性的丰富和战争的无情。

小说在篇末附录了何凤山生平及有关何凤山

发放签证的幸存者的回忆与讲述，翔实可信，与正

文互为印证、补充，使文本内容更加丰富和具有可

读性。当然，小说也有美中不足之处，部分情节构

思理想化，显得不够真实。游击队突袭纳粹，写得

太平淡，没有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震撼感。战争

场面的渲染也显得语言单一、机械，理想色彩较浓，

但这些并不影响读者的阅读和小说价值的表达。

作家谭仲池的创作是与时俱进、紧扣时代主题

的。在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７０
周年的今天，谭仲池以文人的眼光回顾历史，审视

当下，其对人性真善美的弘扬，承继了他一贯的创

作风格，也为物质主义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当下

社会，注入一股清泉，点亮一盏明灯。《生命签证》

中，谭仲池以反法西斯战争为故事背景，在真实细

致地叙述何凤山故事的同时，又通过人类相互之间

的残杀迫害深刻反映战争的罪恶。它有民族与民

族之间的斗争、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友爱、心与心之

间的碰撞交流，因此，小说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

和人性光芒，定能唤起人们对战争更深的反思，对

历史更多的重视。《生命签证》的推出，无疑是对历

史的回顾总结，是让昨天的悲剧不再重演，是警醒

人们谨记正义、自由、尊严，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

单从这一点看，小说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已经不

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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