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２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７年８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２Ｎｏ４

Ａｕｇ．２０１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２

借问英雄何处 

———《铁血湘西》的叙事艺术

岳凯华，卢付林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邓宏顺的长篇小说《铁血湘西》展现大湘西各色人等的国仇家恨，在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情境中执着于湘西题材的
深度开掘，在多元书写的人物形象世界里将英雄与土匪并置，使得小说充满传奇与浪漫融合的特质，乡土风格得到了诗意般

的凸显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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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１月出版的《铁血湘西》，
是邓宏顺继《红魂灵》《贫富天平》《天堂内外》之后

创作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分４部８２个章节，共 ６８
万字的篇幅，重点书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发

生在以辰溪为中心的大湘西各色人等的国仇家恨，

在刀光剑影之中展现了近代湘西各派党、政、军要

员和地方武装、土匪首领之间错综复杂的敌我关系

和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场面

宏阔，其战事之险、山水之秀、文化之异，无不跃然

纸上，让人啧啧称赞，令人拍案称奇。

　　一　 历史与现实的交织：湘西题材的执著
开掘

　　人们常说，湘西是一块被时代和文明放逐的大
地，而邓宏顺正是从这块大地中走出来的乡土作

家。他曾在此当过农民、乡村教师、电影放映员、乡

秘书、组织部干事、镇党委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

长、市文联副主席。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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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伍尔芙认为：“人生经

历对于小说有重大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

实。”［１］德国著名学者伽达默尔也这样说过：“如果

某个东西不仅被经历过，而且它的经历存在还获得

一种使自身具有继续存在意义的特征，那么这种东

西就属于体验，以这种方式成为体验的东西，在艺

术表现里就完全获得一种新的存在状态。”［２］作为

幼年失怙、饱尝人间冷暖的大地之子，邓宏顺早早

领受了湘西世界的人情冷暖与生活艰辛；成人后的

人生经历，更让邓宏顺能以严峻眼光艺术审视和执

著表现湘西人民的生活与命运。湘西一山一水的

滋润，一树一木的支撑，民风民俗的洗礼，传统文学

的熏陶，使得邓宏顺深深爱恋着这块土地。“为什

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

沉……”［３］；“为什么我用这样的语言叙述这样的

故事？因为我的写作是寻找失去的故乡”［４］。邓宏

顺出于对家乡的热爱，每完成一部作品都会对人

说：“将来还是想多积累些湘西的创作资料，多写点

有关湘西的作品。”［５］不说作者的 ４０多篇中篇小
说，仅就长篇小说创作而言，邓宏顺早先的３部作
品就均以湘西为背景，或捕捉现实，或把握历史，在

个人情感纠葛和日常家长里短的书写中，在纷繁现

实语境和错综历史隧道的穿梭中，着力凸显其湘西

书写的独特气质。

２００６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魂灵》，以
沅水河边的湘西小镇为背景，在父子事业、爱情、价

值追求、行为方式的诸多矛盾和家庭悲欢中，演绎

共和国５０余年的政治风云和世事变换。２０１１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的《贫富天平》，在对一个地级

市市委书记高南翔平凡朴实而又惊心动魄的行政

工作和日常生活的描画中，聚焦湘西大地弱势群体

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命运。２０１４年，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出版的《天堂内外》，着力描绘四阿婆从青楼女

子成长为坚强女性的惊人经历，以湘西洪河小镇的

生活画卷透视中国农村近百年的历史变迁。２０１５
年完成、作家出版社发行的长篇小说《铁血湘西》，

正是作者３０多年来湘西文史资料收集、积累的创
作喷发和艺术结晶，它同样是一部大书特书“近代

湘西几十年风云变幻的长篇小说”。正如该书封底

所言：“作者从乱世的家仇私怨切入，以湘西纵队的

始末为主线，纵横开阖地艺术再现了中国近代大湘

西数十年各类人物生存较量的漫长岁月和宏阔场

面。各派党、政、军要员和地方武装首领的恩恩怨

怨，各党派之间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尽收眼底。奇

险的湘西铁血战事，奇秀的湘西山水画卷，奇异的

湘西神巫文化，奇妙的湘西人物心灵史，尽显其中；

大湘西山水养育的智者、勇者、仁者、信者、文者、武

者，无不跃然纸上。”［６］封底诚如“作家在线”的推荐：

《铁血湘西》这样一部“再现近代大湘西人民百年

斗争的史书”“引人走进大湘西人火样情感的诗

书”，就是一部“最湘西的长篇小说！”［７］

显然，这块曾被时代和文明放逐的土地，对于

生于湘西、长于湘西的乡土作家邓宏顺而言，却是

如此伟大而珍贵的馈赠。这是一团记忆缠绕的文

学世界，这是一个创作坚守的精神原点。在这部长

篇小说中，邓宏顺运用非虚构的叙事手法，以千年

古城辰溪前所未有的战乱与动荡为中心，真实再现

了湘西各派党、政、军要员和山寨土匪头目、地方武

装首领之间从抗日战争到湘西和平解放前后的政

治斗争和军事较量。工厂学校迁徙，日军狂轰滥

炸，土匪鱼肉乡里，官场尔虞我诈，白道黑道，亦官

亦匪，明争暗斗，纷纷粉墨登场，各色人等都不可避

免要对国家前途、家族恩怨、个人命运表明自己的

立场。或为一己恩怨而复仇，或为功名利禄而争

斗，或为救亡救国而抗争，或为靖匪安民而战斗，或

沦为旧政权的殉葬品，或成为新国家的建造者。总

而言之，阅读《铁血湘西》，“就是阅读湘西的近代

社会政治、军事史，就是阅读近代湘西的红色革命

史，就是阅读近代湘西的土匪成长与灭亡史”。［８］

由于彭家煌、沈从文、朱湘、丁玲、黄永玉、孙健

忠、古华、水运宪、蔡测海等前辈文人的诗意抚摸，

由于彭学明、向本贵、王跃文、龙宁英、黄光耀、于怀

岸、田耳等后起之秀的精神膜拜，湘西这一偏远之

隅赫然已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书写的重镇。湘西的

历史和现实作为一种内在的制约力量和无法褪去

的文化记忆，事实上也成为了邓宏顺书写湘西的丰

富源泉和重要动力，使得邓宏顺自然也成为了湘西

文学重镇构筑大军中一股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

　　二　英雄与土匪的并置：人物形象的多元书写

邓宏顺出生的山村，是一个有３００多年历史的
古村，流传着许多残忍的土匪故事和奇异的人物传

奇。童年时代，他记忆里“堆积了很多可怕的土匪

故事”，如村里老人们常讲的匪徒如何烧光几十栋

房屋、如何杀死１５个老少男女、如何一枪穿过母子
３人的胸膛；工作之后，他好奇于抗日、剿匪时的
“中共地下党员身上所发生的传奇故事”。邓宏顺

曾经从当地理发师傅那里听说过一个有关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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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蛇精”故事，他起初只是“想写个中篇小说”，甚

至“连名字也都想好了，就叫《红枫林的蛇精》”，但

又觉得这么多鲜活人物显然“是一个中篇小说装不

下的，还是要写部长篇小说才好！”于是，邓宏顺从

听来的故事起步，或从省、市、县、乡、村、个人乃至

旧书摊等处收集相关文史资料、个人回忆录手稿，

或千方百计采访到了部分地下党员乃至做过土匪

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后辈亲人。正是这份执著和

努力，邓宏顺终于如愿以偿：“为生我养我的这片热

土写一部长篇小说，记录下这些鲜活的人物！”［９］然

而，这些“真人真事的价值”何在？正如杨绛所说：

“全凭作者怎样取用。”［１０］

我们知道，小说成功的前提，是人物形象的成

功塑造。老舍曾经说过：“故事的惊奇，不如人和事

的亲切”，“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１１］

传统中国文学铸成了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妖魔

鬼怪为主的形象塑造模式，现代中国文学的人物形

象塑造则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但在描绘革命历史

图景与充满民族国家想象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

其人物形象多是“高大全”式的革命英雄人物。由

于这类小说着眼于“革命历史”的叙述，受到表现题

材的影响和规约，诸多作家以执著的艺术信念，实

践着带有特定时代印记和政治色彩的民族国家想

象，大规模描写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革命斗争，追求

“史诗化”“历史感”“传奇性”，气势恢弘，跨度宏

阔，表意内涵和书写策略凸显出主流的意识形态倾

向，全面改写了五四以来的启蒙路向。因此，其人

物形象以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如《红旗谱》中

的朱老忠，《红岩》中的江姐、华子良，《林海雪原》

中的杨子荣，但颇有深度、富于立体感的反面人物

不多，普遍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漫画化、

模式化的倾向。［１２］虽然《铁血湘西》也是一部“书写

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１３］但邓宏顺笔下的英雄形

象与反面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魅力。

所为英雄，古人谓之曰“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

过人谓之雄……高祖、项羽是也”［１４］，“英雄陈力，

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１５］。由此可

见，古代的英雄多指帝王将相和杰出人物。到了近

代，英雄的外延发生了明显变化，平民化趋势非常

明显。英雄不再是少数有“胆识、勇气，智慧超群的

杰出人物”，而是“隐于世界中之农夫、职工、役人、

商贾、兵卒、小学教师、老翁、寡妇、孤儿等恒河沙数

之无名英雄也”。［１６］审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

的湘西大地，帝王将相之类的英雄并非没有，譬如

贺龙、粟裕等人就是。邓宏顺在《铁血湘西》中虽也

多次提及了贺龙这样的主流英雄，但更多力气却用

在对湘西民间英雄的塑造上，集中笔力塑造了一批

默默无闻、悄无声息的地下共产党员形象，如陈策、

涂西畴、向石宇、米庆轩、陈显荣、向阳、余致韩、赵

志、李凤轩、谌鸿章和米月娥等。他们在与日寇、土

匪、国民党党政军人员的斗争过程中，展现了坚忍

不拔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信仰。特别是陈策，建立

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团结进步民主人士，组织领导

爱国学潮声援抗战，参与控制旧政府领导的自卫

团，派遣自卫队员奔赴溆浦龙潭对日作战，“策反”

张玉琳、石玉湘，推荐共产党员进入“国防第一军”

担任要职，组建湘西纵队，与溆浦共产党人谌鸿章

掌控的雪峰部队一起配合人民解放军对敌作战、解

放湘西。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被抓进监狱

里，或者是在军事战场上，陈策的肉体、心理和精神

都经受住了顽强的考验，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

坚韧毅力和远见卓识，谱写了一曲回肠荡气的革命

英雄史诗。当然，他们也有弱点和不足，或忍气吞

声，或优柔寡断，或急于冒进，或过于退隐，甚至信

神拜佛，喝血酒拜把子，张扬封建伦理道德。然而，

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具有鲜明湘西个性的民间英雄

人物，较为生动地表达了英雄主义的价值诉求。

从人物形象塑造的审美效果来看，《铁血湘西》

中的土匪，或者说亦官亦军亦匪，甚至是那些“作为

革命者的土匪”［１７］的人物形象，更让人难以忘怀。

近代湘西，虽然山清水秀依旧，但已是险象环生，波

谲云诡，群雄并起，日军狂轰滥炸，官场尔虞我诈，

土匪鱼肉城乡，正义与邪恶较量，黑暗与光明并存，

文明与野蛮博弈，科学与愚昧争锋，甚至人与神与

鬼之间亦在拼斗。张玉琳、石玉湘、陈渠珍、汪援

华、曹振亚、杨永清、姚大榜、潘壮飞、张平、徐汉章、

龙飞天等人，或终身为匪，或集官、军、匪于一身，分

不清谁是土匪、谁是官兵。为求自保，这些形形色

色的黑道人物粉墨登场。他们阳刚血性，尚武彪

悍，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各为所图，明争暗斗，既

相互勾结，又彼此打杀，彰显了湘西大地独有的雄

性草莽文化基因。这些人物的命运结局，有的始终

把个人恩仇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与人民为敌，

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终于穷途末路，沦为旧政权

的殉葬品；有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幡然悔悟，

改过自新而走向新生，成为了新国家的建造者。整

部小说故事跌宕起伏，情节引人入胜，尤其是既是

土匪也是军人的张玉琳、石玉湘等人，既反人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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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政府、既对共产党犹豫观望又与国民党貌合神离

的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容易引发共鸣，让人感触

良多。对于土匪形象的认识，毛泽东１９２６年在对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报告中的一段话当是重要的

指针：“数量不少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

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

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

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

‘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

‘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

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苦难的问题之一。这

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

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１８］这一段话中所说的“数

量不少的游民无产者”，就包括了邓宏顺笔下的湘

西土匪。由此可见，只要有决心，土匪之类的游民

也有改造成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可能。邓宏顺笔

下的一些人物亦官亦匪亦军，虽然作恶多端、顽固

不化，但其中有一些人还是能够改造成为革命力量

的有力补充的。我们看到小说中的地下党员陈策

就是这样做的，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在当下也应该具

有这样一种辩证评判湘西土匪的审慎眼光。

当然，小说还塑造了一批思想进步、品格高尚、

学养深厚的学者和民主人士形象，如桃源女中校长

向绍轩、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楚屏中学校长马公

武。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他们深明大义，忧国忧

民，追求理想，向往光明，为湘西免遭荼毒愿意荡涤

一切污泥浊水，不惜流血牺牲，自然也体现了湘西

人的铁血精神和英雄气节。

　　三　传奇与浪漫的融合：乡土风格的诗意凸显

有学者指出：“风格不应该是一种外部的东西，

不应该像杂耍那样的东西，是刻意追求的一个结

果；它应该是从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慢慢生长出来的

东西，从童年成长的背景成长出来，是一个自然生

长的结果。”［１９］

那些已成过往的故人与旧事，以各自的方式和

姿态，出现在邓宏顺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字里行间。

纵观《铁血湘西》全书，作者笔下的湘西虽然涵盖了

今天的怀化、邵阳、娄底、湘西自治州、张家界、常德

的全部或一部分，但辰溪依然是邓宏顺的落笔中

心。这里沅水泱泱，雪峰苍苍，山峦迭嶂，山水纵

横，沃野千里。战乱年代，尽管这里处处都是“焦人

的”萧条景象，但在作者笔下依然有着田园牧歌的

诗意情调，其如诗如画的描写构画出一幅幅曼妙醉

人的水墨山水风景图。小说主人公陈策１９３５年曾
随贺龙北上长征，几年后初次返家从事地下革命、

建立共产党地下武装。作者这样描写陈策所见的

家乡景象：“河边的杨柳不缺水，已经吐出了长长的

丝绦，被春风梳理的柳条在水面上舞动跳跃，婀娜

多姿的河岸景色与干旱的田地形成了鲜明的比照。

如果不是春旱，这里的田畈上也该有绿油油的秧

苗，也该有水汪汪的稻田，也该是蛙声如鼓的喧

闹……”［６］８９看似雅化的景物描绘，却又流泻着别具

一格的乡野情趣。这样富有诗情画意的场景描写，

在小说里比比皆是。这些令人心驰神往、奇特秀美

的湘西自然风貌，仿佛是一种诗意的栖居境界，使

湘西人充满活力。他们无论是匪是官，是男人还是

女人，都有一副坚贞不屈的脊梁、一种不折不挠的

精神。

湘西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充满传奇的历史。

在《铁血湘西》里，邓宏顺对湘西人、事、情、景的记

录与叙述，布满了奇闻异事的印记。诸多气氛诡

异、内容离奇甚至杂糅着迷信与宗教、神性与魔性

色彩的湘西民间故事、传说及民俗的穿插运用，使

得原本属于湘西人间的故事充满了神秘浪漫的巫

楚气息，使得真实的湘西近代史书写转换为具有虚

构色彩的传奇故事，甚至有点近乎神话、传说的特

征。譬如“赶尸”。“湘西纵队”遭到张玉琳部的疯

狂搜捕和围剿，米庆轩因为伤重不得不藏在龙头

庵，张玉琳就派人挨家挨户地搜查。为了帮助米庆

轩逃出龙头庵，德友、舒昌松和几位大汉就是以湘

西特有的“赶尸”手段把米庆轩解救出来的。这一

情节颇具传奇色彩，但传奇故事的背后体现的是作

家对于生命和人性的深刻理解。譬如放蛊。李司

令不想再用收拾自卫团其他人的办法来收拾涂先

求，于是使计骗来湘西苗女放蛊，以便兵不血刃，用

计灭之。单听苗女关于虫蛊、血蛊、情蛊、巫蛊的介

绍，作者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就让人闻所未闻、心

惊肉跳。而一旦坐实于苗女对涂先求放蛊具体行

动的实施，更令人见所未见、印象深刻。这段放蛊

传奇的书写，凸显的是李司令的狡猾和凶残，彰显

的是苗女的不幸和善良。这类描写，以湘西少数民

族特有的风俗习惯、人情人事为依托，合乎神秘湘

西的地域特性和民族习惯，弥漫着湘西所特有的

“原始”气息。此外，《铁血湘西》在行文叙述过程

中还穿插了对湘西民族建筑、风俗、服饰、歌谣、梦

境的描写，充满着强烈浓厚的奇异色彩和极度夸张

的浪漫想象。事实上，这些涉及湘西民族的文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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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容易让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也增加了小说

的文化含量。恐怖、神秘和诡异的传奇书写，既彰

显出现当代湘西作家书写怪诞现实及人事的传奇

趣味，亦使得原始、闭塞、鲜为人知的湘西不再神秘

和诡异。当然，阅读这类传奇叙事，我们应以沈从

文的这段话为戒：“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

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

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

了。”［２０］这就是说非常态性、虚拟性、浪漫性的传

奇，在邓宏顺笔下并非是为了猎奇，其实质当是借

神灵鬼异、妖魔幻化的故事表层，展现战争年代湘

西的世道人心，透视各色湘西人性的刚烈与脆弱、

真诚与虚伪、勇敢与胆怯、忠贞与背叛。这是传奇

书写的一种创造性转化，是我们阅读现代当代作家

书写湘西世界的一把钥匙。

正如张羽华所言，当代作家好“以不同的叙事

方式游走在历史的记忆之中，试图还原历史的真实

面貌，呈现某种独特的审美特质”，［２１］而《铁血湘

西》自有邓宏顺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创作理念。

他熟知湘西社会的自在状态，洞察湘西人性的优劣

长短，明白湘西历史的兴衰规律，从而遵循“大事不

虚、小事不拘”的创作规矩，运用“非虚构”的创作

手法，展现特定民族命运所导致的个人恩仇和近代

湘西历史画卷中的复杂人性，明白无误地告诫人

们：“战乱实在是太可怕了！”［９］

参考文献：

［１］弗吉尼亚·伍尔芙．论小说与小说家［Ｍ］．瞿世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６：５３．

［２］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
的基本特征：上卷［Ｍ］．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１９９９：７８．

［３］艾　青．我爱这土地［Ｍ］／／艾　青．艾青精选集．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９９．

［４］莫　言．超越故乡［Ｍ］／／莫　言．会唱歌的墙．北京：作
家出版社，２０１２：３５２．

［５］蒲　钰，蒲海燕．底层人物苦难的思考与拯救：邓宏顺
访谈录［Ｊ］．创作与评论，２０１４（４）：６１．

［６］邓宏顺．铁血湘西［Ｍ］．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１５．
［７］作家在线编辑部．铁血湘西：一部再现近代大湘西人民

百年斗争的史书！［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２－０５］．ｈｔｔｐ：／／
ｗｗｗ．ｈａｏｚｕｏｊｉａ．ｃｏｍ／ｂｏｏｋ／２８２５６７．ｓｈｔｍｌ．

［８］张家和．读《铁血湘西》品雪峰文化［Ｎ］．张家界日报，
２０１５－１２－０２（０３）．

［９］邓宏顺．《铁血湘西》的心血盘点［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２－
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ｎｘｆｓｌｙ．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ａ＝ｓｈｏｗ＆ｃ＝
ｉｎｄｅｘ＆ｃａｔｉｄ＝１５＆ｉｄ＝１９４＆ｍ＝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０］杨　绛．关于小说［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１９８６：９．

［１１］老　舍．怎样写小说［Ｍ］／／老　舍．老舍论创作．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２：２５２．

［１２］岳凯华．１９４９—１９６２年文学·小说创作［Ｍ］／／赵树勤，
李运抟．中国当代文学史（１９４９—２０１２）．长沙：湖南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３９－４０．

［１３］张建安．传奇历史与家国理想：读邓宏顺长篇小说《铁
血湘西》［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２－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
ｎａｗｒｉｔｅｒ．ｃｏｍ．ｃｎ／ｗｘｐｌ／２０１６／２０１６－０３－２８／２６８５０９．ｈｔ
ｍｌ．

［１４］刘　劭．人物志［Ｍ］．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１９９５：１０－１２．
［１５］罗兴萍．民间英雄叙事与“十七年”英雄叙事小说

［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２１．
［１６］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Ｍ］．吴　竗，卢云昆，王文

光，等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２８０．
［１７］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Ｍ］．徐有威，译．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７６．
［１８］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Ｍ］／／毛泽东．毛泽东

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２：８－９．
［１９］张　钧．生命的激情来自于自由的灵：林白访谈录

［Ｍ］／／张　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８９．

［２０］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１１卷［Ｍ］．广州：花城出版社，
１９８４：４４．

［２１］张羽华，廖红群．叙事模式的突破与超越：论苏童长篇
小说《河岸》［Ｊ］．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２１（２）：６９．

责任编辑：黄声波

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