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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人之才情树人生价值之标杆 

———评谭仲池小说《此情如水》

何雅如，胡铁强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谭仲池《此情如水》是一本具有诗性色彩的长篇小说，作者以一位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市长的主观视角来探
察新型化城市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历程，以“人生价值”为叙事脉络，着力表现新型化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人性的欲望与自我反

省，是新世纪探索性现实主义小说的又一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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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仲池的小说别有风致，文风内敛却难掩光
芒。其文显诗情，诗露文意，小说与诗歌完美结合，

令人耳目一新，兴许这便是他所言的“书诗合璧，见

情见艺”。记得初次接触谭仲池的长篇小说，就为

他细腻的文笔所感动，为他流畅自然的情节起伏所

吸引，更为他字里行间无时无刻不透露出的人文精

神所震撼。佛学曾言：“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谭仲池的每一部作品都从不同的视角为读者敞开

一个新世界大门，《凤凰之恋》这部以湘西大地、凤

凰古城为创作背景的小说，寄情于悠然的沱江之

水，将凤凰的山水之灵、民风之淳、楚人文化之美表

现得淋漓尽致。《曾经沧海》则以凌鹏与两个女人

的命运和感情纠葛为发展主线，从复杂的社会矛

盾、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来展现现代社会从政者的

心路历程，从而折射出神圣人性的生命光辉。《女

人，女人》讲述的是社会不同阶层、性格的年轻知识

女性，在各自特殊的社会生活中，经历了种种磨难

后，携手面对腐败势力的挑战，一同接受新世纪暴

风雨的洗礼的故事，展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

政治法律与伦理道德、社会发展与个人利益的各种

矛盾冲突，也显露出灵魂搏斗与自我拯救艰难而痛

苦的生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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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仲池的这部长篇小说《此情如水》，仍旧沿袭

了他一贯描写人性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紧密贴合的

题材，但描绘更为细致，可谓字字雕琢，处处彰显诗

情。人物之间的关系看似简单却十分紧凑，小说整

体情节发展脉络清晰，将情感与理性、小我与大我、

真善与丑陋相互交织的现代都市白领生活描绘得

淋漓尽致。因此，在阅读完这部小说后，犹如品茶

般会带给人无限回味，在这一品一回味之间，又会

觉出另一番滋味，那是褪去小说丰富有趣的人物情

节后，留下的关于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探讨。

就像龙长吟先生对谭仲池多年来文学创作的评价

所言：“谭仲池先生所有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精

神走向，那就是对进步的人生理想的憧憬与歌颂，

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探寻；对假、丑、恶的批判，对

真、美、善的张扬。”［１］因此，在《此情如水》中，谭仲

池即使对于小说中为一己私利便处处暗中作梗的

反面人物商人孙侯，也并未将其描绘得十恶不赦和

冷酷无情，而是留有一个反转的余地，以他对父母

的关心爱护为前提，对于搭救了父母的“对手”表现

出忏悔与愧疚，折射出了人性本善的光辉。在这一

恶一善中的转变，便足够引发读者无限的沉思。同

时，在谭仲池的笔下，作为正面人物的高山与佟盈

盈也并非一般小说中的绝对完人，二人之间的相互

欣赏与爱慕，更是几度游走在道德与舆论的边缘，

但最后理智战胜了情感，理性击败了感性。作为一

部现实主义小说，谭仲池在人物角色上的拿捏恰到

好处，没有绝对的恶人也没有绝对的完人。这便是

其超越之所在，不会单凭表象而断定一个人的善

恶，因为人无完人，圣人亦有偏颇之时，而善恶就在

自己的一念之间，恶人亦可以转善。谭仲池的精辟

性也正在此处，通过纷繁社会上的层层诱惑，在友

情、爱情、生命、时光与自己生存的世界面前，以小

说人物的视角去向读者敞开一扇独特的大门，去洞

悉人性与人生价值。

《此情如水》正是这样一本描述一位坚持以为

人民群众服务为自我人生价值的市长的长篇小说。

小说截取了当下喧哗都市的时代横截面为创造背

景，讲述的是主人公任重，作为一市之长在筹备建

设ＣＥＧＣ星空之城的过程中，面对来自各方的质疑
压力与阻碍，不惧艰险，最终使这项利国利民的重

大建设项目得以完成的动人故事。小说采用带有

现实主义元素的写作手法描述了主人公任重及其

搭档佟盈盈、高山等人在实现新城建设过程中的一

波三折的故事情节。通过对一个个事业与爱情、感

情与理智的矛盾冲突情景的描写，使得人物形象鲜

活灵动，跃然纸上。为市民群众带病坚守在一线的

市长，端庄干练且聪慧的设计师之女，有担当有谋

略又进退得当的县长，以及在欲望的驱使下贪图一

己私利阴险狡诈的商人，通过这看似纷繁复杂的人

物关系图谱，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善与恶的相互交

织，以及当代都市的真实现状和精神面貌。

小说《此情如水》，谭仲池思忖的核心是人生价

值。如果将自身比作圆心，那么对人生价值深浅的

追求就是半径的长短，不同的人生价值追求也就造

就了不同面积的圆。在这样一个核心主题的背景

下，作者不断地探索追寻着在我们所处的这个高速

发展的社会背后的人性变化。在作品中，我们看

到，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日趋繁荣，而在每一盏霓虹

背后却掩盖着一颗颗跳动不安的心。《此情如水》

如玫瑰炙热却不多情，如溪水隽永而不湍急，它是

一颗闪烁在夜空中的小小星辰，光亮却丝毫不会刺

眼。小说主人公任重是南方水城滨江市的市长，似

偏偏书生儒雅却不失正直果敢，为了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不惜带病上第一线，冒着生命危险耐心开导

百姓；高山是滨江市下属的淮洲县县长，年轻却不

失沉稳，刚正不阿，勇于担当；佟盈盈身为著名城市

设计师佟良骥之女，美丽大方，有勇有谋，聪慧过

人。苏睫作为高山的结发妻子，却受到奸商蛊惑，

对丈夫产生质疑，两人一度走到离婚的边缘，所幸

最后苏睫找寻到感情的真谛，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

错误；韩芬虽对高山一直爱慕，却从不逾越，最后有

幸和高山携手，共同照顾残疾的苏睫。几个人的命

运因滨江市的星空新城建设计划而紧密交织在一

起，任重掌握整体大局，领导大家有条不紊地投入

新城建设，高山则在指挥部担负要职，而佟盈盈和

高山就如同任重的左膀右臂。他们一起进行星空

新城的初步规划并具体落实，一起面对其中各种艰

难险阻。面对商人孙侯的故意使诈和从中挑拨，任

重始终坚持自己最初对星空新城的那份炙热与坚

毅；面对流言蜚语和言语中伤，高山始终不愧于国

家，不愧于人民。三人对自己人生价值与人生目标

的定位清晰而准确，他们始终为了建设一个新型

ＣＥＧＣ模式的新城而不断为之奋斗和努力。书中
几乎涵盖了现如今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各个热点：环

境污染、群众上访、政府工作、新兴城市建设以及最

接近人性根本的男女情爱和婚姻责任。当亲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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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友情与事业、人生价值及生活真谛之间发生激

烈碰撞时，每个人的选择又是如何？是坚守正义还

是只追寻自我欢愉？书中主人公给出了答案，启示

人们如何在物欲横流中，保持真我，珍惜真情。就

如同小说中所言：“城市是一本打开着的‘生活教科

书’，既教会我们怎样生活，又教会我们热爱生活、

创造生活。”［２］小说中，谭仲池以保护生态环境与促

进城市和谐发展二者相结合为背景，阐述了一个前

沿的城市发展新词汇———ＣＥＧＣ模式新城，谭仲池
之所以以此为依托，从生态文学的角度落笔，“传达

出平缓、有机、整体、动态的生态内涵，体现自然界

万物互相依存的平等关系”［３］，不仅是出于小说故

事的考虑，更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思索，将现实与

小说相互结合，借小说表达了政治生态、环境与社

会之间的关系与冲突。

任重告诉我们，有价值的人生当是情为民所

系，利为民所谋；高山告诉我们，有价值的人生应是

大丈夫能屈能伸，进可站在工程第一线为人民的利

益贡献自己的光热，退可甘于忍受他人误解与诟

病，并保留心中的真与善；任盈盈作为新时代杰出

女性的代表，将小爱化作心中的一声叹息，却将大

爱播撒人间。于是小说便在无形中围绕理智与感

性的碰撞下的人生价值这一中心徐徐展开。真正

有价值的人生，并非绚烂夺目，而是在平凡的人生

中，精确定位自身，哪怕化作万千繁星中的一颗，也

要默默发光照亮夜空。正如谭仲池在“题记”之二

中说：“如果能用再生的生命，换取人类一缕社会进

步和谐的文明之光；如果能用自己新生的意志和智

慧去铸造人类灵魂的一个美妙音符；如果能用重新

编织的人生梦想去为一座城市的新生涂上一笔浓

墨重彩，这生命该是何等的幸运、鲜活、圣洁、坦荡、

幸福和壮丽。”［２］１而《此情如水》正是作者借书中人

物向人类文明社会的一次深情告白，它满溢作者对

人类文明社会的热爱，又充斥着在这种热情之下对

种种现实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揭露社会黑暗，却不会让人感到绝望；反思人

性弱点，却仍留下可赞的品质，这就是谭仲池的现

实主义小说，这大概源于其作品中“充溢着诗的激

情、诗的深邃、诗的灵动，同时又熔铸了史家‘不虚

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创作精神，不但与杜甫等传

统文人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和伦理情操一脉相承，而

且还多了一些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４］

正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创作精神，才更易通过现

实社会的触点，激荡读者心灵，引发他们的共鸣。

纷繁的社会万象被谭仲池浓缩在一本书中，他透过

文字，将社会的横切面赤裸裸地展示在读者眼前，

我们看到的是社会的缩影，亦是你我的投射，你内

心向善便看见了善，你内心趋恶便只见恶，故“现代

的生活也使得人们越来越面对内心来寻找生存的

价值”［５］作者似一位稳重和蔼的长辈，将社会万象

向你徐徐道来，语毕留下一页空白待你自行填写，

起初或许迷惑不解，却能在提笔落字的瞬间犹如醍

醐灌顶般领略作者的意图，于是你便被这份恬淡与

无畏的精神所震慑。正如蔡静平先生所言：“谭仲

池的小说创作历来就具有宏大的叙事能力，而通过

刻画入微、精雕细琢来创造雄浑阔大的意境，这正

是谭仲池长篇小说高人一等之处。”［６］毋庸置疑，

《此情如水》在语言艺术上是成功的，这基于作者长

期创造诗歌、散文所积累的深厚文字功底，因此在

小说中不仅凝萃了诗歌的风韵与品格，更凝聚了散

文的精粹与深邃，小说人物的语言也因此显得颇具

启迪性。

作为新时代的现实主义小说，《此情如水》不仅

集合了政治、情感的元素，还添加了生态环境与城

市发展相冲突的内容。在这本小说中，我们看不见

为了一味迎合受众而无底线地去博人眼球的情色、

暴力和犯罪，我们看见的是谭仲池透过文字闪烁出

的智慧与理性之光，他将生活的诗情画意与残酷丑

陋相互结合，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碰撞之美。政治

生态、人文环境与社会矛盾几条线在文中并驾齐

驱，丝毫不显错乱，反而显得情节充实饱满。在商

人孙侯身上，最终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本善，故

事的最后，孙侯的良心终于觉醒；在男女情爱中，高

山与佟盈盈之间的情感，非但没有让人感到尴尬局

促，反倒让人体会到了爱情的纯真与现实的责任之

重，在惺惺相惜过后的两人最终无缘牵手，却被心

中的大爱所温暖。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局不仅符合

读者心中的期许，更体现了谭仲池对未来的美好

愿景。

《此情如水》虽属长篇小说，却不沉闷冗长。情

节安排合理紧凑，人物性格神态刻画得形象生动、

有血有肉。谭仲池借书中人物来说话，不仅将新一

代的美好新型城市在小说中细致勾画，更是细细讲

述了美好的城市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奉献出智慧、

心血以至于青春和生命的哲理。在他笔下，这些奉

献者们身上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这些伟大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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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如今社会我们所需要的。正如书中所提及的

尼采《最富者的贫穷》所言：“我求我的智慧，在这

干旱中不要变得吝啬，自己满溢，自己降露，自己做

焦枯荒野上的雨！”谭仲池将此诗喻为本书的蜡烛，

人类心灵上的干涸尚需人性的甘露，而文中主人公

们在这场干旱中奉献自己，将自己化为雨水，滋润

一方土地。

《此情如水》无论从审美理想还是叙事方法来

看，都是一部风格鲜明的现实主义小说。首先，从

叙事方法上来说，谭仲池的小说创作一贯以宏大叙

事为特色，并通过对人物形象与环境的细致刻画来

表现和创造出恢弘壮大的情境。作为一部现实主

义小说，本书力求客观真实性，叙事严格按照故事

情节发展的先后秩序进行，这种以客观时间为依据

的叙事方式，给读者以清晰的故事脉络。在叙事过

程中，不时穿插诗歌与散文短句，这些与书中情节

密切相关的诗歌散文不仅使作品充满诗意之美，更

增添了作品情节的丰满度。其次，从人物形象来

看，几位主要人物都并非一般作品中的绝对完美，

无懈可击，他们与你我一样，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

人性弱点，这也符合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更贴合现实

生活与社会的特点。再次，从描述方法上来说，小

说从人物描写和环境描写等方面，全方位立体地描

绘了在风格旖旎的南方小城中上至市长、县长，下

至普通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百态，生动真实地塑造

了主人公任重、高山及其身边的三位知识女性之

间，在面对事业、爱情、婚姻以及人生价值时，作出

的不同抉择及其各自不同的命运，他们每一次的选

择及其背后的深意都发人深省。

虽为探索性的现实主义小说，但《此情如水》的

行文风格上却更像是一篇充满诗意的散文，这不仅

体现在目录中章节简介中，更体现在文中无处不在

的优美语句和贴合文意的诗句片段中。小说中的

人物并非尽善尽美，却更加贴近生活，然而就是这

并不完美的主人公形象却带给我们真切的思考，作

者流畅飞扬的思绪与小说跌宕起伏的情节相得益

彰。从“县长诗人”到“作家市长”，谭仲池从诗人

到作家的蜕变，不仅使他行文笔触有诗词的细腻，

更在语言表述上极具美感，诗意化的语言使小说增

添了情趣与阅读性。龙长吟先生曾就《都市情缘》

作出的评述，其实用到评论《此情如水》也恰到好

处：“整部小说纯净、澄明、粗致、简炼。有点儿人间

烟火气，也有点儿浪漫；有点思想的份量，也有一点

灵气。”［７］

《此情如水》不但是谭仲池的一部探索性现实

主义小说，更是他思索人生价值与“大爱”的大书，

全方位地展现了作者的才华与睿智，正如本书封面

所言，《此情如水》是一部“闪耀着智慧、情感、意志

和思想光芒的探索性现实主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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