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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通人的奋斗历程来展现故乡的历史变迁，
特别是从故乡某种传统产业发展历程来反映历史，
体现厚重的地域文化， 书写乡愁和讴歌故乡人文历
史的长篇小说创作，是当下作家们的一种自觉追求。
紫阳作家世君历时十年，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天汉
茶商》就反映了这种自觉的追求。

宏阔历史视野下的百姓生活

长篇小说《天汉茶商》讲述的是紫阳三个茶商家
族的争斗，小说从天汉茶庄郑德昌写起，又用倒叙的
手法追记了郑家与另一个茶商家族赖家因斗茶结仇
的过程。 小说从矛盾和争斗写起，一开始就进入白热
化。 赖家赖武吉因斗茶失败心情郁闷，过江占卜问卦
又溺水而亡，两家结下世仇，从此争斗不休。 后来，又
因郑德昌与银九月的婚事不成，九月因爱生恨，再次
产生矛盾冲突，银家与郑家相互挤对竞争，构成茶商
同行间此起彼伏的斗争。 小说以天汉茶庄郑氏家族
百年兴衰荣辱的沧桑沉浮为主线， 以茶商同行挤对
竞争为辅线，以茶商家族的矛盾纠葛为暗线，在富裕
与贫穷、兴旺与破落、诚实与狡黠、守旧与开明、真情
与伪善的矛盾碰撞中， 演绎紫阳茶人跌宕起伏的传
奇人生。

在小说的叙事中，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很多大事
都有描述， 八国联军战争中慈禧太后逃到西安、改
朝换代和军阀混战 ，土匪横行 、苛捐杂税 ，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这些历史大事件构成了
小说的骨架 ，而作者以历史大事为背景 ，从百姓的
日常生活出发，对晚清和新中国成立前期生活在紫
阳的人和事，创业故事，家长里短娓娓道来，构成了
宏大的历史视野下的叙事。 所谓的宏大，并不单指
时间跨度长，涉及人物多，它还包含了“质”的宏大，
比如包罗万象的生活， 又比如叙写方式的多维度，
映射出来的是一个地区，一段历史的全景。 在历史
长河中 ，流淌着无数故事 ，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岁月
的痕迹，映照出往昔的风华。晚清因多次战败赎款，
苛捐杂税众多 ，郑家刚交办完成贡茶 ，一分银子没
收到，又被摊下几百两赋税；紫阳新兵训练，在头半
年又派给茶商四次捐款 ，这样的困境 ，茶商只能奋
起反抗。 郑德昌之父郑天汉带领茶商抗捐，赖家之
子赖本宅趁机告密，终使郑天汉惨死。 类似的故事
在地方史志都有记载，这样的故事和情节自然有真
实感。 而生活故事与历史大事件相互交融，整部小
说有骨架，有血肉，产生出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作
者用真实的生活细节和浑然一体的陕南风情，将小
城的历史轨迹展示在读者面前，是作者对这场历史
的人文解读。

小说在展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 又能表现出
历史的复杂多重， 反映出重大历史事件与普通人生
存与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 体现出成熟的创作思考
和美学理念。 《天汉茶商》是一部很难用某一主题来
概括的作品。 这是一部写家乡、写中国、写历史的作
品，也是一部写理想、写儿女情长、写家国情怀的作
品。

民俗文化的展现与支撑

长篇小说《天汉茶商》另一个特色，是以地域文
化的描写彰显地方文化色彩。 小说中大量嵌入地域
文化，包括汉水流域自然生态文化、汉水商帮文化、
民俗文化和茶文化。 这些文化的植入都是在对百姓
日常生活的真实描写中，不经意间展现出来的，是对
百姓日常生活更为深刻地反映。 在当时，这些文化都
是“活态文化”。 所谓“活态文化”，就是存在于百姓生
活之中，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比如一方一土
的风俗习惯，一方一土人情世故，这些文化丰富了百
姓生活， 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 是百姓生活的黏合
剂，甚至是百姓生活的全部信仰。

小说在叙述郑家“玉叶迎春”获封贡茶，非常自
然地介绍了其加工制作工序； 对紫阳炒青、 紫阳绿
茶、 紫阳白茶及紫阳红茶制作工序以及茶艺和紫阳

茶在百姓生活中的地位都进行了较为翔实的介绍。
在小说的情节推进和故事发展过程中， 对苞谷酿酒
的过程、 霉豆腐的发酵制作、 陶制坛子泡酸菜的工
序；紫阳特色三转弯荤素搭配、凉菜、热菜、汤菜进入
宴席的前后次序等，都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描叙。 小说
对水磨坊、船帮、脚夫生活细腻逼真的一一展现，十
分妥帖，符合故事产生的时代语境。 对地域房屋建筑
风格， 楹联的装饰布置等的描写， 一方面使小说厚
重，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缓冲情节的作用，当读者沉迷
于激烈的矛盾冲突时， 能让读者的心情得到舒缓和
调节。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文学是文学，文化是文化。
文化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文学则是通过
文字形象地反映生活的一种艺术； 因此小说首先是
叙事性、 形象性， 是通过对人对事的描写来反映生
活，抒发作者的感受见解。 大量的地域文化的植入，
对反映百姓生活固然有益，但也极具冒险性，稍有不
慎，就会写成文化资料的堆砌。 一旦文化资料冲淡或
淹没了故事和情节，“死板”的知识性的“就物论物”
式介绍也就损害小说的艺术性。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用数学的黄金分割法来确定一部长篇小说中能够植
入多少地域文化，但长篇小说《天汉茶商》给我们提
供了经验和借鉴。 这部小说能够成功地植入大量的
地方文化元素，首先是它植入的是大量“活态文化”，
表现的是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生活信仰。 其次它把地
域文化的介绍与小说情节紧密相连， 比如在描写郑
德昌结婚时植入婚俗文化；给郑家老夫人办丧事时，
自然的有了烧落气钱、穿老衣、燃长明灯等情节设置
以及地方民俗文化的点缀。 即使不是“活态文化”，如
贡茶文化、茶马贸易等历史文化的介绍，作者也努力
地把文化介绍与小说情节紧密联结， 对贡茶的介绍
是因为郑家历代生产贡茶； 对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
的介绍则是因为郑德昌要运茶入甘， 是在通过其与
岳父交谈的情节设置中体现的。 在这些文字中，我们
读到生活与兴趣，读到建立了爱与兴趣上的品位、把
玩。 这是因为作者在叙说、描写的细枝末节中透露出
的倾注在人、事、物中的理趣、智巧、情感、思想。 “情
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 在所有这些故事和情节叙
说、描写的前提下，地域文化的植入与小说情节彼此
间是有机的、互为作用的联系，这样就丰富了小说的
文学性，也更好地体现出地域文化的特质和内涵。 正
如作者在后记里所写：“充分地展示出地域文化对社
会进步、商贸发展的影响力。 ”

对于地域文化的书写，也是作者文化“乡愁”的
一种体现。 作家是土生土长的紫阳人，热爱并熟悉这
方土地，又担任过很长时间县文化旅游局负责人，对
家乡的文化更是顶礼膜拜。 他的性格和学识自然能
使众多的地域文化像毛细血管深入肌肤一样， 密布
在小说的故事与情节中， 精微而有形象地展示了他
笔下的文学版图，使小说所书写的生活更有韵味、更
加深刻。

历史的重构与文化的反思

好的小说要贴着人物写， 而人物是走不出特定
时代的。 以郑德昌为例，小说通过运茶入甘、组建船
队、改秤破局、焚茶扬名等章节，讲述他遇事不乱，沉
着应对，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表现出这个紫阳茶人
的机智与顽强；又通过他组织茶商抗捐、为灾民施粥
等情节， 表现他的大义与善良； 再通过他在襄阳的
“红颜知己”表现他的本真性情；面对水生与赖四相
互勾结，企图掠夺茶庄财富，他以恶制恶，将水生骗
到银库害死，展现了他一个热血男人的冷酷与残忍。
小说既张扬他的优良品德，也突出了他人格的缺陷，
避免了人物的脸谱化。

小说其他人物的塑造， 如水生的精明能干与贪
婪、冷酷；彩青、艾草两代少夫人既有凄惨的命运，又
因欲望而红杏出墙；赖四用鸦片麻醉控制乾文，乾文
不能人伦而寻求借种有后； 艾草为了主宰郑家财产
陷害老管家； 而苦茶为了图谋财产勾引艾草又谋害
她等等。 这些人性沉沦与堕落的悲剧，都展现出人物

的复杂性，所有的人物也就鲜活而立体，也符合当时
的特定的历史环境。 小说以郑德昌怅然离世，仇家赖
四被新政府枪决而告终， 隐喻着世纪变局中天汉茶
庄再次衰败的必然命运，符合历史逻辑。 作者没有对
人物的价值作出判断，但通过故事情节的展开、琐碎
细节的描写，挖掘出了最深层的人性，使得读者能从
不同角度去同情和理解那些立体而鲜活的人物。

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陕南地区的兵连祸结、自
然灾害、饥饿与死亡等等叙述，将紫阳茶商的经营史
与时代动荡链接 ,在历史的隐形背景之下 ,作者通过
文字徐徐展开故事与情节。 无情的时代改变了郑德
昌的命运，一个读书人本来可以走科举之路，但由于
父亲的惨死，他只能弃学从商；而他那个不愿读书的
儿子，本可以顺利地接班从商，却因鸦片泛滥以及赖
四的教唆染上毒瘾不能自拔； 经营水磨房的符兴财
也因嗜赌败家，以到至于穷困卖女，改变了两代人的
命运；采青、艾草这些穷家少女向命运做着不同程度
的妥协，寻找着各自的不同活法。 小说中的众生相，
其实是众生挣扎相，也正是在挣扎生活的过程中,“生
命”的力量便愈加凸显出来。 正如电影《狂怒》中的一
句台词：“理想是和平安宁的， 历史是残暴不堪的”。
作者对生命的哲理思考隐含在文字之中， 对于历史
进程中人性的探讨和拷问则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反
思， 这种书写抵达历史文化裂变中的伦理道德与人
性本质。

作家没有经过书中所写的年代， 又为何能将晚
清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人与事写得这样鲜活？ 我们在
小说的后记中找到了答案：“我只能凭县志和民间传
说的一鳞半爪与只言片语， 来推想构筑那个时代的
风物故事。 用现代人的感情来写茶乡的过往”。 原来
他是从方志内容的非虚构引渡到文学的虚构， 拓展
和丰富方志记叙内容。 难怪我们在书中看到的一些
人都非常熟悉，包括紫阳驻军的将领、土匪头子以及
活动的地下党人，都似曾相识。 只是在小说中化了名
而已， 比如紫阳历史上有名的土匪周华堂化名为张
华堂等等。 这种结合非虚构与虚构的写作方式，不仅
让虚构的故事更加真实，还拓展了文学的表现力。 作
者借鉴方志体长篇小说的叙事经验 即是对传统叙
事资源的守正创新，也实现了以微地域和小人物，映
射出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与转型变迁的宏大叙事。

作者在艺术上的探索， 包括在思想上的深入开
掘，让读者感受到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气象。 这是一部
具有冒险精神和探索性的作品。 小说对人生极端境
遇、人性极致状态、情感极限情形的描写，对尖锐矛
盾冲突的化解与救赎的表现， 产生出不同凡响的内
在力量。 小说不仅展现了历史的动荡与变换，还彰显
出作者对于历史的整体性思考。

结束语
作家从地方史志和传说出发， 考察故乡历史上

普通人的创业与生活，苦乐与生死，书写故乡的历史
进程和发展变化。 任何个人的命运都无法脱离社会
现实,可以说，国家的命运、故乡的命运决定了个人的
命运。 在历史大变局中，每个人都面临着各自的“难
题”。 作家从人文关怀的立场出发，一方面，通过宏大
历史背景下的日常生活叙事和地域文化的呈现来书
写自己的思考和创作，他不是简单的再现历史，还原
历史，而是创造出一种历史的可能，构建了一段纸上
的，立体的故乡历史。 另一方面，他也关注时代风云
冲击下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 关注他们内在心灵的
震荡，并从人性的角度去书写他们的善良与邪恶。 维
克多·弗兰克尔说：“人性中既有善良， 也有邪恶，但
最终决定的是一个人的选择。 ”

《天汉茶商》 这部长篇小说同时展现出了人性
的幽微和闪光，让读者在二者的张力中感受到人性
的冲突，感受到善恶的力量，感受到选择的艰难，以
及作者“救世”般的人文关怀。 整部小说以地方性来
展现独特性， 以民俗文化的描写彰显文化色彩，以
方言俚语的大量使用体现艺术个性，这种创作上的
选择 ，也让小说的艺术性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可资
可鉴。

无风，天蓝，阳光艳，霜厚。
走在田野中。
田野一片白茫，油菜苗满，着厚厚的霜，肥硕的

叶子耷拉着。 打眼看，满田野开着雪莲花，阳光下闪
着白光。 冬麦田还好，总有翠绿苗尖戳出来，在白霜
里格外耀眼，成了一幅白底绿点的油彩画。 蚕豆苗田
美，一嘟噜一嘟噜的蚕豆苗，一嘟噜一嘟噜翠绿中着
玉的雕花，立在白底子的田野上。

田埂的小路白花花的，路两边的黄茅草，粘着白
霜，一根根粗粗的，是小路的白发，一直白到路的尽
头。

筒着袖筒，小心走一截下坡小路。 嗤一声，脚打
滑。赶快抽出两手，在空中乱舞。舞了好一会，才停下
来，立稳了。 斜斜的路面留下两道灰辙。 两个鞋尖推
出两座小霜山，横在路中。 这时，手冷得钻心疼，指头
麻木了，迅速插进袖筒。 好一会，指头被暖醒过来了，
针扎般的痛。 再掏出来，聚拢，哈热气，狠劲搓，手指
头这才活络起来。 抬望眼，太阳是个火笼子，火苗出
了面，却暖不了身。

继续挪着碎步，朝脚下路尽头的小河走去。 耳朵
拼命地疼，疼着疼着，感觉丢失了耳朵。 抽出手，捂耳
朵，捂了好长时间，感觉又疼了，手却失去知觉。 把手
筒入袖子里暖，手才有知觉。 这样循环往复。 脚还争
气，不疼，有厚厚的棕鞋护着。

黄茅草丛里， 躺着一泡牛粪， 成了一个白面馒
头。 狠劲一踩，哗啦一声，馒头开花，碎渣四溅，纷纷
落下，在草丛里找不见。 感觉鼻子不利索，抽出右手
一捏，咔嚓咔嚓响，拿眼前一看，是晶莹的碎渣。 不远
处一块白火石上， 立着一只花喜鹊， 焦急地扭着身
子、闪动着翅膀，就是飞不起来，看见老远走过来的

我，更是渣渣乱叫。 我看见它的两只爪子，被白火石
牢牢地咬住了。 我离它越近，它叫得越惨，闪得越急，
扭得越快，终于腾脱了爪子，飞上了天空，朝着太阳
的方向去了。

弯弯的小河，平时是唱歌的，这阵子静悄悄地。
河岸边的老柳，落光了叶子，柳枝成了玉枝，或粗或
细的枝丫戳上天空，成为小河弯弯洁白的柳叶眉，妩
媚着美丽的家乡。

小河结冰了， 洁白的美玉铺满小河， 弯弯曲曲
的。 太阳照在冰河上，反射着淡淡的红光。 小河中段
的那个深潭， 是谁把一枚郎朗的满月丢下来盖住了
深潭、不见了往日的碧绿？ 白亮白亮的满月，静静地
堆在深潭上。深潭边有一泉眼，雨帽大，冬暖夏凉。这
时的泉眼，还亮着眼睛，腾着白烟。 一圈一圈的白烟
向上腾，腾着腾着，变成冰碴，斜斜地落下来。 倒是打
泉眼里流出来的清水，像一条淡蓝色的飘带，瓢到潭
边就白了，不见了。

这么冷的天泉眼边还有人？ 一位红棉袄、绿棉裤
的村姑在洗衣服。 绿和红隐在白烟里，晃来晃去，好
似泉眼边长着一棵绿藕叶和红莲花。 走近看， 是乔
妹。

乔妹不怕冷，两只手浸在水中，鼓鼓的，红红的，
额头上的汗珠，成了珍珠，一粒一粒地随着晃动滚落
下来。 泉眼清水里的红衣服、白衣服、蓝衣服、黄衣
服，浮在清水里，浮成一幅浪漫的油画。

我喊一声：“乔妹！ ”她抬头丢过来一个微笑，红
棉袄化作一团红火焰，噼噼剥剥燃烧着，温暖着冰天
霜地的小河和我。

乔妹继续低头洗衣服 ， 我看深潭上的 “白月
亮”。

立在潭头，凝望这枚“月亮”。 不知哪位早起者，
也看过这枚“月亮”？ 短命死地端起一块大石头，狠狠
地砸向“月亮”，可“月亮”岿然不动，只是落下一个浅
浅的白洞和几道裂纹。 几块小石头被滑得远远地，搁
在面上， 成为月亮上的陨石坑。 我试着几次去掉石
头，都没成功，两次滑倒，坐在了“月亮”上，险些屁股
被粘上。 三五只白鹭，贴着小河飞，就是找不到一丝
水路，不敢落下来。 试着朝乔妹身边的泉眼飞去，也
不敢落下来，只好朝着大坡梁悬着的太阳飞去。

大坡梁下的村道上，跑出一台手扶拖拉机，突突
突，吐着青烟，这青烟在晴朗的早晨很粗、很显眼，拉
出一道浓浓的蓝，朝手扶拖拉机后面扬成弧线，戴着
“火车头帽子”拖拉机手，两只厚厚的帽耳朵捂不住
两个红脸蛋，随着拖拉机的起伏而起伏，偶尔被青烟
罩住，只看见脖根，往老镇上去了。

大坡梁上金黄的土地，浮了霜，成为淡黄色，早
起的汉子们，挥动着铁镐，翻筑着土地，准备修成梯
田，时不时一镐下去，挖上了白火石，溅起几星火花，
消失在晨霜里。 修成的梯田，一层一层地，成了一层
一层金黄的浮云绕上了梁顶，刚刚开垦的新土地，再
经过几次霜降和雪覆，来春就是肥沃的泥土，好存放
种子的春梦。

我对着大坡梁的汉子们吼一声 ： “哎———嗨 ！
哎———嗨！ ”，汉子们也应一声：“嗨———嗨！ 嗨———
嗨！ ”，太阳也被逗乐了，更亮开了。

散文必须真实，事实的真实，情感的真实。 小说是虚构
的艺术,而散文必须真情实感，真实是散文写作必须恪守的
基本底线，纪实散文尤为如此，是写实的艺术。 纪实散文中
的具体事物、人物和事件等，这些是真实存在的，不能任意
编造。

写纪实散文之前要弄懂艺术真实的含义， 合理合情合
意，反映生活的“真相”“真义”，艺术真实是通过作品正确反
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 深入生活，写真人真事，在此基础上
进行适度的艺术加工，现实与心灵的碰撞，将空间与时间拓
展，开枝散叶，使散文更具延展性和可读性。 这些真实的元
素构成了散文的基础， 引领读者通过文字感知作者所描绘
的世界。

因为真让人感动，因为真让人迫不及待地想了解更多。
安康的残疾人作家王庭德， 这位身高不足 1 米 2 的肌无力
患者，从他的成长经历到出版《这个世界无须仰视》《心灵的
灯盏》两部作品，是感人心肺，动人心魄。 因为文学的力量，
让他直面命运的挑战，战胜了身体的残疾，写出了几十万字
的自传体纪实文学，实现追梦筑梦之旅，用他的经历激励了
更多的读者自强不息。

经历了肾移植手术的汉滨作家石昌林老师， 他在病痛
中坚持着自己的热爱、阅读和写作，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病
魔，以自己的真实经历，写出了人世间的温暖和关于生命的
绝望与希望，出版了 20 万字的纪实散文集《时光深处的温
暖》，斩获第四届“丝路散文奖”优秀作品奖。 文学是味治愈
的良药，以其独特的魅力，给予温暖和慰藉，启发对生活的
思考，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和谐。真，存在即真实。散文最宝贵
的品质是真。当代文学研究者林非在《论散文》提出了“真情
实感”的说法，认为作者要始终抱着与读者心连心的真诚态
度，要有本真的“我”，要有本真的独特生命体验。因为真，因
为文学，让平凡的人有了闪光的灵魂，让平淡的时光有了交叠的共鸣，具有极强的
生活质感，让他们的作品产生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和独特的魅力。

靠艺术的真实吸引人，真情真我真感觉。 真实的记录对人生的感悟，对生活的
激情绽放，是纪实散文的表达方式。 对我们熟知的人或事进行艺术创造，这是纪实
散文的魅力所在，这样的作品更有可读性。作家张朝林先生的《家庭“春晚”贺年岁》
《月下收麦》把大家都熟知的春晚和自己小时候陪父母收麦子的场景用艺术的笔端
再现，温暖又让人感动；余佑学先生的《汉江四季》《春到草池湾》让安康的一江清水
在读者眼中充满了美感和吸引力。

我近几年写的大多是纪实散文。 脱贫攻坚时，因为在农业系统工作，经常沉浸
式在农村一线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非常了解所以写的比较多，当时在《延河》杂志发
表，后来这一组 6 篇《巴山铸梦者》人选省作协《脱贫英雄》优秀作品集。 《梦在文彩
山水间》获得省委精神文明办开展的“我眼中的三秦和美乡村”文明实践征文大赛
优秀奖。 我的两本散文集《镇坪情思》《美丽镇坪》，都是写身边最真实最熟悉的，紧
跟时代发展，紧贴社会热点，希望让心灵走进文学，让文学走向社会。 没有这些真
实的生活就没有写这些作品的根基。 但由于走出去的少，天赋不佳水平业余，局限
了眼光和格局。 我手写我心，把所有的美好寄情于一份诗意的表达，真实的记录我
真诚的心声，对生命、亲情、爱情、友情的思考，对山山水水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对事业执着的追求。

拙作《古盐道上飞出的民歌》是我参加重走古盐道之后的一篇纪实散文，镇坪
古盐道是秦巴古盐道的始点和源头，是秦巴大地的经济大动脉和生命线。 被誉为
南方的丝绸之路，镇坪境内全长 153 公里，是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的百大新发现
之重要新发现。盐道五句子歌就是盐夫们用自己的声音讲述发生在古盐上的故事，
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发生在古盐道的充满了生命和汗水的带着咸味的有苦难、有
斗争的故事。

我实地采访了几位住在古盐道边上的农民，想更多更深入更真实的了解。 曾
家镇宏伟村的郑昌兵是一位五句子歌手，他就是跟着曾经当过盐夫的父亲学的唱
五句子山歌，他儿子现在在西安上大学，也是从小就耳濡目染喜欢五句子歌。 音乐
的感染力是超级强大的， 郑昌兵父子俩的歌声吸引了村里的孩子们，12 岁的曹继
涛、10 岁的邓君浩放学了就去拜师学艺， 现在已经学得有模有样， 吹拉弹唱样样
行，孩子们都是真心喜欢镇坪五句子歌，立志要当好非遗传承人。

五句子盐歌来源于古盐道上真实的生活，盐夫们在危险而又枯燥的背盐过程
中，通过歌唱缓解疲累也是古盐道风情的写照，向我们展示了古盐道沿途的迤逦风
情。 背盐山民的奇特民俗，听了盐道五句子歌，画面仿佛回到千年前，豪迈雄阔的
气韵，霎时带领思绪跨越时空，随着歌声在历史空间里感受着古盐道上发生的动人
的故事。 承接 5000 年的风雨沧桑，风云变幻，带我们了解一部盐业史，同时也是一
部苦难史、一部斗争史、一部战天斗地的奋斗史，更多地了解背盐人艰苦的生活环
境，顽强不屈的生存意志。 拙作在《安康日报·文化周末》头版头条发表，被中省市
多家媒体和网站转载，反响良好。

散文的美在于自然、真实和明快。 这是文学家茅盾先生讲过的。 真实的生活和
情感是散文的基石，而明快的语言和流畅的文笔构筑的意境则是散文的灵魂。 但
都必须要合理合情合意。 合理是艺术形象真实性的客观方面，指艺术形象应符合
生活逻辑，是指它可以被人理解的性质。 艺术真实重要的不是所写人事景物是否
真实存在过，而在于所写人事景物的整体性联系，是假定中的合理。合乎规定情境、
合乎人物性格、合乎人物关系、合乎生活发展趋势。 合情是艺术形象真实性的主观
方面，指作品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人的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感情。 感受的真切、感情
真挚可以把看起来不真实的描写升华为真实。 合意指作品的艺术形象体现了作者
的真诚意向、意愿、意念、理念。 它们一旦与艺术形象相匹配，便可以产生一种艺术
真实性。

季羡林说:“散文的真谛在于情真意切，不矫揉不造作。 ”在写散文时，要真实地
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避免矫情和造作。 情感的真实并不排斥想象和象征的表
达，这两者有能更深刻地传达情感。 好的散文是在恪守真实性的原则上，有深化有
感悟，通过情感、想象和象征等抽象元素，这些元素让散文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为
读者提供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使散文的表达更为含蓄而深刻，产生独特的魅力。

宏阔历史视野下的地方性叙事
———评世君长篇小说《天汉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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