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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城故事》

内容概要

《银城故事》表现出李锐以往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既有特点、这就是叙事的浑象性、氤氲性，也既无论
大的故事、小的情节，作者在叙述中，一般不说破、不说满、不说完、总要给读者酌留一些想象的余
地和填充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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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城故事》

作者简介

李锐，男，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1966年毕业于北京杨闸中学。1969年1月到山西吕梁
山区插队落户，先后做过六年农民，两年半工人。1977年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先后担任编辑部
主任，副主编。198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函授部。1988年转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98
年12月当选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百余万字。系列
小说《厚土》为作者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
文学奖。出版有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子》、《厚土》、《传说之死》。长篇小说：《
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另有散文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另
一种纪念碑》出版。2001年完成长篇小说《银城故事》，发表于《收获》 2002年第一期，并由长江文
艺出版社出版。《东岳文库李锐卷》（八卷）2002年3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和外国作家的作品被
翻译成中文一样，李锐的作品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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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城故事》

章节摘录

书摘    尽管哥哥坚决反对，尽管哥哥总是警告自己不要和那些“支那”女人混在一起，可秀山芳子还
是特别喜欢到听鱼渡口来洗衣服。把盛衣服的木盆放在水边，穿木屐的赤脚踏到浸在河水里的青石台
阶上，清凉的河水在小腿上痒酥酥地咬着，被阻挡的水流推出斜长的水纹，平静悠远地流到心里，又
从心里缓缓地荡向河心。提一件浸透水的衣服堆放在石板上，雪白的棒槌一下一下均匀地落下去，就
会有细碎的水珠进溅到脸上来。银城的女人们都是蹲在河边洗衣服。可秀山芳子一直是站在河水里弯
下腰来洗。时间一长，银城人已经习惯了她种种特殊的举动，和她也是特殊的服饰和木屐，不再那么
好奇了。秀山芳子记得当自己第一次在女人们惊奇的注视下，把棒槌从衣服里抽出来的时候，周围竟
是一片咿咿哦哦的赞叹声。尽管大家语言不通。可银城的女人们发现这个东洋女人竟然使用同样的工
具来洗衣服!这个发现除了让银城的女人们极其惊讶而外，更让她们平添了许多的信心和亲切——天下
的女人原来都是一样的!东洋女人也一样要用棒槌洗衣服!女人们在翠绿的河水边举起一片白藕般的胳
膊和棒槌，哗啦啦地笑成一堆。她们七嘴八舌地围上来：    “女先生，你哥哥一个月挣一百五十两银
子，你一个月挣六十两银子，为啥子还要自己来洗衣服?”    “你们日本女人都出来自己做事情么?女
人可以教书做先生，女人也做进士、中状元么?女人也会做生意?女人出来做事情孩子啷个养法?”    “
一个弱女子，跑起天高地远的，你就不怕?你就不想家么?”    “你跑到中国来，你的婆家啷个会放起
你走?”    秀山芳子被嘁嘁喳喳地围在中间。她虽然听不懂她们到底说些什么，可她听懂了惊奇和善意
。秀山芳子努力地想和大家交流，她指着码头说：    “听、鱼⋯⋯”    许多声音回答她：“对头。那
边是听鱼亭。这里就是听鱼码头。大家都到这里来洗洗涮涮的。”    她又指着不远处，河湾岩壁上那
两个暗红的大字说：“苏、东、坡⋯⋯”    杂乱的声音更兴奋了，“你也晓得?对头，对头，那几个字
是苏东坡写的。唱高腔的就有人唱这个苏东坡，他是宋朝一个写文章的大官，他来过我们银城，崖高
头听鱼两个大字就是他写的。”    秀山芳子知道银城的这个典故，她还知道“夜半听鱼”是银城八景
中的一景。在那面岩壁的对岸，和苏东坡的两个大字遥相对应的还有一座角亭。角亭的立柱上有一副
对联，“河边鼓瑟游鱼听，柳外敲棋睡鹭飞”。这些掌故都是鹰野寅藏告诉她的。早在来洗衣服之前
，他们三个已经去过那个角亭。哥哥次郎还在角亭前为他们拍过照片。他们在那个古旧的亭子里打开
一瓶从家乡带来的清酒，边饮边谈，一直等到月亮升起来，在一片静谧的月光里听见鱼尾拨水的回响
，从对岸岩壁间悠远地传过来。被月光洗白的银溪从幽暗中涌现出来，又溶泻进远处的幽暗之中。对
岸矗立的岩壁上林木茂密，落满了夜宿枝头的鹭鸟，鹭鸟们雪白的身子在枝叶间梦幻般地闪现出来。 
  可是今天，河对岸的亭子里没有人，听鱼码头冷清的台阶上也没有人。摆渡的木船横在岸边，斜扣
着斗笠的船夫独自坐在船头上打盹。在这有几分意外的安静中，秀山芳子把一件长裙放进清澈的河水
里。裙子在河水里慢慢地漂浮、舒展开来，裙子上家乡的枫叶盛开在清冷的水面上。金红色的枫叶，
秋意凄迷的枫叶，在清冷的河水中漾起无限的乡愁和情思。秀山芳子觉得有泪水模糊了视线。她轻轻
地摆动着裙子，轻轻地摇曳着河水中纤细清冷的情怀。秀山芳子痴迷地在心里默诵起一首古诗：    奥
州花布色纷纷，花色凌乱似我心。    我心为谁乱如许，除君之外更无人!    从听鱼渡口向上，越过上水
关，越过那座七孔相连的上关桥，远远地，在银溪的尽头，就会看见山岚氤氲的桐岭。常有飘渺的白
鹭，在高挂云天的银溪上忽隐忽现。鹰野寅藏说“桐岭横烟”是银城的又一景。银溪就是从那些高远
的“横烟”里流淌出来的。鹰野寅藏是他们三人中的兼职翻译，他似乎对银城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有
一天，鹰野寅藏拿出一本叫做“县志”的旧书，在他纤弱白皙的手上，旧书墨蓝色的封套幽深得像一
口古井，不知把多少时光淹没在里面了。鹰野寅藏说在中国任何一个县、一个州、一个省，都有自己
的“志”，在这本“志”里记载着沿革、地理、物产、风俗、人物、历史大事，和所有的这些“景”
。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八景”。即便景物简陋也总会凑出八个。每一“景”都有应景而写的诗来
描绘、感慨一番。不过这些诗大都是些冬烘先生的庸作。银城是座有名的古城，所以银城的“景”更
是一个也不能少。他微笑着说自己关于银城的知识，都是从这本书里得来的。鹰野寅藏说话的时候，
眉宇之间常有一股儒雅而又热烈的神态。他把书端举在胸前，古旧的墨蓝色封套越发衬出人的年轻和
苍白。看着那些瘦弱的手指打开封套，在枯黄的书页间灵巧地翻动，秀山芳子不由得怦然心动。    利
用办学校为革命活动做掩护的决定，是刘兰亭自己做出的。可是当年刘兰亭在东京秘密加入同盟会，
毅然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时，并没有亲眼看见自己的学校。两年来刘兰亭一直利用学校的特殊地位鼓
吹新思想，发展新会员。并且一直利用学校购买教学器材来做掩护，从日本秘密购买武器和配制炸药
用的原料。敦睦堂充足的资金和育人学校优越的地位，使刘兰亭成为同盟会银城分会不可替代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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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城故事》

人。当那个密谋中的暴动一天天临近的时候，育人学校的事业也一天天蒸蒸日上。渐渐地，刘兰亭觉
得自己陷入在革命和学校的两难之中。要么就避开学校选择革命，要么就只问教育一心办学。这样，
两件事情也许还能各得其所。可是，现在自己却眼睁睁地落进了最糟糕的处境：让学校和革命同时毁
灭。和父亲淡话之后，刘兰亭本打算立刻赶到学校去，但却被刘三公断然制止了。刘三公派人快马回
城去打探消息，在没有新的消息之前，他命令家丁升起吊桥，不许任何人跨出寨堡一步。    这一晚，
刘兰亭在煎熬中整夜难眠，已经听到第三遍鸡叫，他还是睡不着。一团漆黑之中他有几分烦躁地把身
边的妻子揽进怀里来。浓睡之中的女人浑身酥软，被丈夫渴望的臂膀搅动起来，似醒非醒之中却十分
人微地迎合着，贴身的丝绸衣裤在蠕动中，被她熟练轻盈地褪下来。温软的身子像正午的沙滩一样吸
吮着碰撞的激流，两条温暖的白臂环绕在刘兰亭焦渴的身体上。刘兰亭本有些急切的动作，落在这温
软的胳膊和身体之中，不由得缓慢下来，无眠的烦躁瞬时变成如水的柔情。刘兰亭不由得吟唤着妻子
的乳名，九妹，九妹⋯⋯你好软。女人摄魂夺魄地应答着，七郎，七郎⋯⋯你慢些，当心碰了娃儿的
胎气⋯⋯刘兰亭深深地沉浸在女人的身体里，温暖的融化从每一寸皮肤的厮磨中，透骨穿髓地传遍全
身⋯⋯让他一时间忘记了失眠的烦躁，和眼前这场可怕的血光之灾。    刘兰亭明白，就连自己怀中心
爱的九妹，也都是父亲的深谋远虑的结果。九妹是陶淑堂赵幺公家的小女儿，名叫赵舜清。这门亲事
还是刘兰亭在东京读书时就定下的。父亲曾在信里一再告诉他说，这不但是一件门当户对的婚姻，也
是一件男女相配的婚姻，回来包你心满意足。离家六七载，刘兰亭已经想象不出赵幺公的小女儿是什
么模样。回到银城后刘兰亭才知道，原来模样标致的九妹，不但是参加“天足会”放了小脚的新式妇
女，而且是桐江女子师范教习所的毕业生。虽然不是“自由恋爱”，但在见过容貌夺人的九妹之后，
刘兰亭高兴地接受了这件门当户对的婚姻。早已等得心焦的双方家长，立即选了良辰吉日为儿女完婚
。留学七年的刘兰亭，几乎是离了船舱即入洞房。在按照父亲的安排举办了传统婚礼的第二天，刘兰
亭又在家里举办自己设计的新式婚礼。他把专门为父亲留下的那条长辫子盘在头顶，压在礼帽下边。
又特意把日本同事们请到家里来为自己照相、帮忙。一架美国制造的留声机，在银城人瞠目结舌难以
相信的目光中，播放着《欢乐颂》雄壮的旋律。一对新人胸佩红花，在伴郎秀山次郎和伴娘秀山芳子
的陪伴下，缓缓走人亲朋云集的客厅。新郎头戴礼帽、西服革履，新娘发髻高盘、婚纱曳地。在司仪
鹰野寅藏的引导下，两人先为父母行鞠躬礼，再对亲友鞠躬，而后夫妻互相鞠躬。这样的婚礼在银城
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前来争睹的人群几乎挤破了刘家的大门。更叫银城人吃惊的是，刘兰亭、赵舜清
这对新式夫妇，结婚以后居然一起做事，每天同出同人，都在育人学校做教员。这简直像是一个现世
的神话，在银城或被传颂、或被猜测，或被指责。见过世面的银城盐商们都在感慨，世道真的是要大
变了。每每在亲友面前提及此事，刘三公从来都不掩饰自己的得意，“我七郎是留了洋转回来的新派
人，我哪里会糊涂到要给他配一个小脚的女人。”结婚以后，刘兰亭对九妹的喜爱与日俱增。他常常
对妻子笑着说：“亏得爸爸为我抢在别人前面!”可是现在，这些所有的美满和亲情都叫刘兰亭忧心如
焚。搂着娇柔的妻子，刘兰亭甚至有些羡慕欧阳朗云。如果自己也像他一样没有家室的拖累，没有家
族的后顾之忧，在面临杀身之祸的时候，自己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牵挂和煎熬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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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城故事》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前言本来该有的自信    “展望二十一世纪华文文学”这样的大题目是最难做的。至少我自己没有这
样的能力。而且我相信，如果英文文学、法文文学或是阿拉伯文文学都“展望”一下，大家得出的结
论肯定不会相同。关于文学的发展有很多极为复杂的原因和动力，这被许多理论家分析过，也有过许
多完全不同的结论。在众说纷纭的原因当中，只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文学的发展和一种人为
确定的时间界限是无关的。人们对于不同时代文学的划分，是一种向后看的结果，它最大的理由是为
了论述的方便。在用“世纪”划分年代之前，这个世界上早已经创造出了许多种文字和口头记录的伟
大文学。这些文学都和“世纪”无关。我们使用象形的方块字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所谓“公元”
之前和“公元”之后的数千年里，方块字的文学发展和“世纪”根本无关。屈原、李白、关汉卿、蒲
松龄、曹雪芹们，也都根本没有“世纪”这样的时间观念。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创造出最杰出的文学。 
  相比之下，华文文学和“世纪”无法避免地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从严复、林纾的时代算起
，总共才一百年多一点。但是，这一百多年是方块字的文学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年。在这一百
多年里，我们先是被别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改变自己，接着又用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改变自己。这一百
多年，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急于改变自己。于是，我们不但改变了自己的时间观念，改变了自己的空间
观念，改变了自己的价值伦理观念，也改变了自己的审美观念，我们是从里到外地改变了自己。“天
下”已不再是以前的“天下”。“中国”已不再是以前的“中国”。家园已不再是以前的家园。方块
字的文学也永无可能再是屈原、曹雪芹曾经熟悉的模样。在这场巨大变化的背后隐藏了一个普遍的危
机：那就是当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世界化”、“全球化”的同时，人们的内心
却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窄，在那个别人给定的世界化、全球化的标准之外，几乎别无一物。惟一担
心的是自己为什么不像别人？自己为什么不是别人？自己怎么样才能变成别人？这几乎是一场毫不犹
豫的自我取消。文化批评家萨义德，把这个过程叫做西方对于东方的“东方化”。而我宁愿把外在的
殖民、别人的“东方化”之后的那一切叫做自我殖民。    1999年12月，我受《星洲日报》之邀来到马
来西亚，参加“花踪文学奖”的评奖活动，并在槟城、新山等地做过演讲。第二年，我发现我在马来
西亚的演讲被人引入一场争论之中。有人向一位西方汉学家提问说，李锐在马来西亚曾经说过：“曹
雪芹是比莎士比亚更伟大的作家，你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吗？”提问的人提到的“李锐说过”是一个缩
写和简化的“说过”。当时报纸上有关的报导我也看过。我记得提到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时候，我的
原意是说，他们之中一个是在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的大背景下产生，而另一个只是在黑暗中凭着良知做
出的孤独探索。他以一个孤独者的良知和才华，同样表达了深刻的人道精神和思接千载的慈悲情怀。
他们都写出了伟大的作品，但是那个孤独者的探索更显得可贵、伟大。在我的讲话里并没有谁比谁“
更伟大”这样的简单判断，我所强调的是他们截然不同的历史处境。在我看来，说李白比杜甫更伟大
，或者说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同样是没有意义的。那都已经不是以审美的态度来看文学。在这里
，报导者或引用者是否简化了我的意思，不是我想谈的问题。即使是排除了理解是否准确的判断，任
何一张报纸在做有关报导的时候，都会对事件做一番选择和简化，哪怕只是为了版面的限制也必须缩
写和简化。我之所以特别在这里引用这个例子，是因为它非常微妙地展示了一种复杂的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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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多了英文小說回來看中文有種一目十行的暢快。語言太差，一度穿越到看<故事會>的年代。
2、人物形象鲜明，刻画得丰富饱满
3、本科看的
4、纸质很好，李锐写的书很好看，值得深思⋯⋯
5、这是第一次读他的长篇。
6、李锐的文字真的很好。略微欠缺的是叙事能力
7、情节故事并不复杂，李锐笔下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
8、买了很多年了，看了几遍。很厚重也很有张力，一个假的日本人真革命义士，刺杀当地官员引发
的故事。笔触细腻、描写人的心态很到位，也很厚重，在一个大时代下，各种人的复杂心态。包括当
地的总兵，他亲手杀死了行刺者，这是他的职责；但是他也很清楚，这个皇朝的倾覆只是时间问题。
书很好，值得一看。
9、立体的清明上河图
10、喜欢李锐的书
11、李锐的银城：盐的城市。
12、风土人情味很浓，喜欢这样的小说。
13、革命暴力平民视角
14、可能是对李锐的期待太大，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语言有点dramatic，倒是挺适合用来说书的。
15、写这部小说前，李锐做了很多案头工作。他虚构的“银城”，根基是他父母的籍贯地四川自贡，
一个盛产井盐的地方。为此，他查阅那里的风土人情、生产井盐的资料、清朝的军事、军队书籍、孙
中山革命资料等等。可以说这是一本文化含量很高的历史小说，它不仅仅是银城的“故事”，更是20
世纪初期、清朝末年、半封建半殖民地、同盟会革命时期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的画卷。... 阅读更
多
16、作者用感性、深情的笔触复活了一场失败的革命。历史，总是在失败又失败中成功地前进的。
17、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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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里，讲的是一个我觉得那么熟悉的城市。我呆了三年的城市，可是沉重而缓慢的阅读让我心里
升腾起一种异常陌生的感觉。这里的一切，仿佛换了一个面貌，不再是那个我所熟知的城市。我所熟
悉的这个迷蒙的雾气中的略显肮脏却令人有莫名安定感的小城，身后隐藏了厚重的历史，像泛黄的书
页，带着陈腐的书香。而书里，却是另一个天地，里面有牛屎巴，有汤锅铺，有天车，有盐商，河边
有挥舞着捣衣杵的妇女。有一切让人好奇的历史的厚重，唯一相同的悠悠的河水，一如既往的奔流不
息。连那轮渡码头的牛王庙现在也已是一座空洞苍老的建筑，在门上立两株小小的圣诞树，略显滑稽
的闪烁着五彩的光芒。那日夜不停的绞盘车，随着那些牛车的依依呀呀的日夜不停地转动。盐井旁是
燃烧着天然气的熊熊火圈，照亮了城市的日日夜夜。这个城市，那么的平静，平静得让人心莫名的慌
张。那一群青年，他们的生命，短暂，却不曾辉煌过他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离去，人生刚一开始就
草草结束。革命，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就匆忙退场，个人，事业，人们在追求，在探索，在取舍。李
锐，冷静的讲述着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场景，冷静的几乎冷酷。那些如同夏日午后般沉闷
的气息，笼罩着这座小小的城。果真，这是一本值得细看的好书，不是那种商业化的小说。穿过那些
带着血腥味的沉闷，你可以闻到那清新的桂花香，拿小巷子里飘香的辣辣的豆瓣酱。回味，总悠长。
2、开始对这书感兴趣因为他的前言。很赞同他对有些人对他说的对更伟大的理解。每个作家只要能
引发人思考，对人有影响，都可以是个好作家。而且每个作家同一个人的影响也不同，同一个作家对
不同人的影响也不同，这样比来比去完全就没有意义。但是大家就喜欢这么比来比去。作者对小人物
的描写还是很细致入微的。旺财是可怜的，听起来怎么这么像一条狗的名字。辛辛苦苦做着牛粪饼，
老实巴交，只能住着山洞，娶不起老婆。蔡六娘辛辛苦苦养了三个女儿，最后都嫁为他人妇，只是贫
苦过完一生。她熬的三盘豆瓣酱，功能竟然可以达到调和邻里关系作用。能说这是阿谀奉承吗，现在
甚至这么和谐的邻里关系也没有了。作为像蔡六娘这样的寡妇，她除了这样的出路，总是想要为女儿
选个好婆家，部位吃穿辛劳，还能有其它什么选择。虽然辛劳一辈子，最后得到的就是可笑的棺材板
和孤苦终身。可是她假如愤世嫉俗，女儿也不养，豆瓣酱也不做，她还有其他什么选择吗。欧阳郎云
在暴动之前杀了袁大人，他是有勇气的。但是光有勇气却觉得也是没用的。你杀了知府大人后可以眼
睁睁看着无辜百姓被杀吗。但是你自首面对千刀万剐，能承受住折磨而不暴露别人吗。残暴的敌人不
会给你立刻死的机会，会慢慢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最后他暴露了刘云亭，可是你能要求他皮被一
层层剥去后的痛苦吗。刘兰亭想要办好教育，可同时也有革命的意愿。教育和革命两者不可兼得，革
命和家族的事业也是。最后向父亲请罪时，无奈被关在地底。我觉得作者对他的描述有点牵强，为什
么他被父亲关着就必须自杀。他和刘振武的革命秘密联系也太少了吧，那么亲的兄弟，虽然不是亲的
。刘振武面对革命的必然失败，空有一腔热血，可不能看着刘三爷的家族那么多口人毁于自己手中。
现实中还有亲情。最悲剧的是自己导致了亲身父亲的死，后来被兄弟杀了，可是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
那层关系。不过作者对他的死安排的太虚假了。他为什么要偷偷逃跑，既然那么隐蔽，怎么会被别人
知道。可能为了衬托悲剧效应，但是不是很合理。他也没有把柄被人抓住说他就是个革命党人。他可
以那么冷静自制，怎么可能面对一点挫折就一个人逃避，不管那么多军队手下。不是功亏一篑啊。刘
三爷、聂芹轩都算是保守的代表。刘三爷为了守护家庭，自以为做出了明智的决定，但是却加速了两
个儿子的死亡。加速了自己的满头白发。聂芹轩虽然知道满清一定会灭亡，但是永远衷心当一条走狗
。残害他人。同时国人，要这么残忍。不过文革时候，大家斗起知识分子也是残酷得可以。还有那么
多麻木的群众，看着欧阳郎云的脑袋挂在城头，却不知为何。无知！假如大家都关心他人，深刻了解
历史，会不会好一点？不对历史造成阻碍，少一点像聂芹轩那样的走狗，少一些对他人残忍的杀害，
少一些浅薄和短见。可是又好像不可能，每个人都会为自己利益去专营，为亲人杀害报仇。如果亲人
杀害了不报仇，那理智到底有何用。可是被情感束缚了双眼，去杀害可以推动社会进程的有识人物，
那不就阻碍历史发展。但是这两者的区别和界限又是那么模糊。虽然情节安排的不是很赞同。但是文
字还不错，而且有识之士想改变社会，还是会受到麻木群众，顽固分子，家庭等束缚。也不可以置群
众的被屠杀于不顾啊。历史的忧伤和无奈。个人的渺小和无力。
3、我问了一下来自这个城市的同学，他们对银城这个名字都无从知晓。只知道是“盐都”。我不是
这个城市的人，在读得过程中也是请教了几位来自自贡的同学来证明我的推断。直到“那个有名的牛
肉的出现。我才大大的确定。一个城市的传奇就是这样让人感叹，然而城市的传奇下面就是家族的传
奇。刘家的变化也不得不让人唏嘘。日本人叫拍照那段，我读了真的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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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彩的故事！秋天的银溪，涨满性感的河水。作者的构思和文笔真好。不知为什么看书时总是会
想起故事会，也许是和故事会中的故事一样有着引人入胜、简洁明快的故事，一个接一个的悬念。我
想阅读的欲望多半来自于对世界的好奇。而银城的一切——盐井、天车、牛市、竹业、牛屎巴、人情
都时刻栽撩拨着你的好奇神经。感觉汉字在作者笔下变得充满魅力，优美、有生命力、自然，丝毫不
感做作。历史只是粗略地，记住了西元1911年在武昌的那个夜晚。可在此之前，同盟党人派遣精英在
全国各地发生的暴动和革命都一一失败了，沉寂在夜一样深沉的中国大地上。无数美好、鲜活、涌动
生命热情和创造力的年轻生命像流星消逝在时代终结的前夜。他们都为了一个信念，一个渺不可及的
理想，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一如林觉民的《与妻书》中所说。但是，作者在故事中想说的是什么呢
？冷静无感情地说，作者用感性、深情的笔触复活了一场失败的革命。其实，这是不是作者的本意呢
？谁都不可能知道。也许只是作者不满意湮没在历史理性中的生命和所有生命的细节。他偏执地用力
描绘那个长江中上游富庶、古老而有序的银城，尽管那些牛市、竹业与故事的情节发展关系不大。这
个鲜活、充满生活气息的银城是作者笔下的主角。作者并不止于想猎奇地描述那场革命的人情挣扎和
暴力细节，而是想用自己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还原那个湮没在所谓“历史”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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