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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蒋子龙：《桃花水》 

作者| 蒋子龙  赏析| 周秀义 

  
【编者寄语】 

来自北京的画家祝冰教授在黄土高坡采风，遇见纯朴健美的乡下少妇孙秀禾，产生了为之
雕塑的强烈愿望，随之诞生了惊世骇俗的冰雪爱情。在物质主义时代，相恋者何以返璞归真，
跨越身份认同，创造人性的美和幸福 ，这是《桃花水》为我们展现的艺术与生活的“联姻”。
画家祝冰教授对艺术的热爱与专注，终将生活中的少妇变成了艺术的少妇，又将艺术的少妇感
化成了生活中追求美和爱情的少妇。农历三月的无定河水铺满美丽的桃花，源源流淌…… 

研读文本，品读作家如何彰显人性之醇美的。 

【文本研读】 

桃花水  

午后，在黄土高原特有的蓝天骄阳下，面包车沿着五百
里无定河岸缓缓爬行。无定河，浮浮漾漾，缓缓而下。深冬
季节竟没有一丝冰凌，也算是奇观。 

环境描写。为人物出场设定自

然和人文背景，为文末写桃花

水做铺垫。 

有人一声惊呼，面包车上的人都掉头向窗外，讶异、赞
叹、大呼小叫，要求停车，亲近一下无定河。这时车内响起
一声尽量压低音量的断喝：“安静！先别下车！”发声者竟
然是平时极少说话经常用相机挡住眼睛和嘴巴的祝冰教
授。 

对比衬托。用大家的喧闹衬托

教授的沉静，突出了教授已经

完全被塬上美景所折服，更能

突出其艺术气质。为下文情节

做铺垫。 

大家顺着他的镜头望去: 
 

在大道与高塬之间有块不大的三角地，三角地中央兀
突突立着一盘石碾子，两个半大小子和一个略小一些的姑
娘，一位老太太，在说说笑笑地推着碾子碾米；一位少妇，
头发在脑后，深绛色的斜襟短袄，右手托着一管细杆烟袋，
烟袋嘴儿没有含在嘴里，而是顶着腮边，定定地望着无定
河，像是在看，又像什么都没看见，是出神，却带着几分落
寞。她一动不动像尊雕像，背后的夕阳反射出满天红光，越
衬得她沉静秀异、神韵天然。 

对比衬托。人物衬托，老人小

孩的“说说笑笑”与少妇的“出

神”凝视对比，突出少妇的满

腹心事；环境衬托，夕阳的“满

天红光”，衬托少妇的“沉静秀

异、神韵天然”。为祝教授为她

画像做铺垫。 

祝教授一声不吭，摇下车窗，按了许多次快门之后才让
大家下车。十来位艺术家下车后大多都奔向左侧看河，尤其
是画家和摄影家，对风景的兴趣最炽烈，对在没有村庄的大
道边、凭空出现的碾米一家人充满好奇。 

对比衬托。将其他艺术家与祝

教授的观察视角和喜好相比

较，突出祝教授对艺术的关注

与专注。 

少妇起身，用簸箕从地上的口袋里舀出黍米，倒在碾盘
的中间，又把碾子边上已经碾好的黏面用簸箕收起，倒进老
人的细箩里，一看便知这是那种能承担生活压力的俏女子。 

照应上文“出神”凝望的镜头。

突出少妇面临的生活压力之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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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拍了你，我晚上来给你送照片。”  

少妇似乎并没有被吓一跳。她眼眸幽深，内心稳定，只
是看着他没有出声，不知该不该相信他的话。祝教授冲她点
点头，没有被拒绝似乎已经觉得很欣慰了，转身快步登车。
（祝教授答应晚上来送照片。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一.故事开端。祝教授为少妇拍

照。 

到了榆林市内，祝教授先去照相馆洗照片，饭后向领队
请了假，回房间提上那一坨雕塑用泥，坐出租车去照相馆取
了照片，然后直奔清水湾。 

承接上文，祝教授为少妇洗照

片，推动情节发展。 

他，一张张地挑选，自己需要的留下，放进外套口袋，
剩下的都送给少妇一家人，有老人的，有孩子的，他们会高
兴的…… 

祝教授挑选照片。照应前文按

下许多次快门，突出祝教授对

民众的亲近，对艺术的敏锐。

为下文给少妇送照片做铺垫。 

少妇这一晚上却有些心神不宁，主要是那个乱发教授
临走前扔下的那句要给送照片来的话。如果他真来，就得到
大道边去接一下，不然这塬上一片黑灯瞎火，他往哪儿去
找？如果他就是随便一说，这十冬腊月的晚上，她一个人站
在土坡上，岂不是冒傻气？犹豫再三，她还是穿上大衣，裹
好围巾，拿着手电筒出了屋门。 

少妇的心理、行为描写。突出

少妇的真诚、淳朴和善良。“出

屋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仗着路熟，她打开手电筒顺着坡道缓缓往下走，为了来
人远远地就能看到，她没有去河边，而是站在高坡上，手电
的光柱指向从榆林来的方向。四野一片寂静，连无定河都没
有一点击响，大道上没有一辆车，眼看就到年根底下了，跑
车的人谁不往家里跑啊？ 

反问句。加强语气，既表现少

妇的勇敢、真诚，又引出少妇

伤心的家事。 

她蓦地想到了自己的丈夫，这已经是他第四个春节没
有回来过年了。她的脑子里胡思乱想，却没有影响她看到从
市里来的方向，真的出现了一对车灯，向着这边越驶越近，
她赶紧移步下坡迎上去。 

少妇迎接祝教授。想到丈夫和

生活的重压，但并没有泯灭她

骨子里的善良与真诚。为下文

与祝教授的交往做铺垫。 

车在她脚边停下来，祝教授慌忙从车里钻出来声音里
带着异乎寻常的感动:“不好意思，害得你等候，冻坏了
吧？” 

 

“快上车，里面暖和。”  

少妇迟疑着，她以为对方把照片交给她不就可以返回
了吗？ 

少妇的迟疑，推动故事情节发

展。 

祝教授解释说:“我想到你家给你塑个像，只是打草稿，
不会占用你太长的时间。方便不方便？” 

 

少妇虽然还不完全明白“打草稿塑像”的意思，却不好
拒绝他想到她家里去的要求，何况自己的母亲下午邀请在
先。于是她上了车，引导着爬坡上塬，来到自家院门前，她
下车打开院门，让车开进院子，然后将乱发贵客或者说是不
速之客让进屋里。 

“迟疑”之后还是带贵客到自

己家里“打草稿塑像”，推动故

事情节发展。 

祝教授从兜子里掏出照片放到桌上。拍照片是祝教授
专业的一部分，相机又好，照片自然拍得很好，而且人人有
份，个个神态自然生动。大人孩子抢着看，一阵惊讶，一阵
欢笑。 

 

祝教授拿出一张自己的名片递给少妇:“我叫祝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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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艺美大的教师，搞雕塑的，还没有请教你的芳名？” 

少妇一边低头看着祝冰的名片，一边答道:“我叫孙秀
禾。” 

 

祝教授反客为主，把墙边的凳搬到屋子中间光线最好
的地方，让孙秀禾身子微微向左侧着坐下。他将桌子移到孙
秀禾对面，把塑泥放到桌上，眼睛像刻刀一样在孙秀禾的脸
上死死地盯了一会儿，两只手倏然变得像魔术师一样灵巧
有力，那坨泥在他的手里既柔软又坚硬，软到随着他的手指
任意变化着形状，凡经他捏出来的形状就硬到绝不扭塌。 

细节描写。一系列动作、神态

描写，形象生动地描绘了祝教

授对美的欣赏和对艺术的专注

精神。为下文人们的夸赞做铺

垫。 

屋子安静下来，老人和孩子们不再看照片，而是围在祝
教授身边看那塑像，首先是孙秀禾的儿子嚷起来:“像，像
妈妈！” 

 

其他孩子连同老太太也都随声附和:“是像，还真像！” 
侧面衬托。用老人和孩子夸赞，

突出祝教授高超的雕塑艺术。 

祝教授，不说话，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塑像上，拧着眉
头，闪出一股兴奋和冲动，过了好一阵子，他停下手，抬起
头，端详着塑像，自言自语:“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回去
再细加工。” 

 

孙秀禾早就忍不住走过来看那塑像，心里一阵惊喜。这
个教授真行，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就重新塑造了一个孙秀禾。
她太喜欢了，比自己更漂亮、更有精神。 

对少妇的心理描写。她的“惊

喜”，侧面突出祝教授塑像技

艺高超。 

祝教授开始收拾东西，把自己的零碎儿全放进随身带
的大兜子，穿上毛背心和外套，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到
孙秀禾手里:“这个信封里有一张卡，信封上的数字就是密
码，这不是你让我塑像的报酬，是给孩子过年的红包。” 

 

孙秀禾吃一惊，没想到这个教授还有这一手，坚决不
要。但他强把卡塞进抽屉里，然后用自己的围巾裹好塑像，
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走出了院门。 

孙教授送卡，爱护塑像。为他

的下次到来埋下伏笔。 

她站在院门前，呆呆地望着黑乎乎的远处……（对少妇
的神态描写。表现了她当时的不知所措，刻画了她复杂的心
理。） 

二.故事的发展和高潮。祝教授

为少妇做雕像。 

很快到了农历三月，塬上桃花开了，无定河的桃花水下
来了。塬上的春耕春种也开始了，祝教授来看她。 

点题，与开头照应，行文结构

完整、紧凑。用无定河水的桃

花水，预示生活的美好。 

“以前不敢跟你说明，怕你不同意，这毕竟使用了你的
肖像权，如果你不同意，我还要在面部做些改动，改得在像
与不像之间。可我不想改，我就想以你的面貌在博物馆立一
个《大地之母》像，黄土高原上的母亲。” 

三.故事结局。点明祝教授决定

给少妇塑像的意图。 

【知识建构】 

衬托的艺术手法在小说中的运用 

为了突出主要事物，用类似的事物或反面的、有差别的事物作陪衬，这种“烘云托月”的
创作手法叫衬托。运用衬托手法，能突出主体或渲染主体，使之形象鲜明，给人以深刻的感受。 

本文运用了人物之间的衬托、环境对人物的衬托两种手法。人物衬托：祝教授的专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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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家的炽烈兴趣衬托了少妇的美好；人们对塑像的赞扬衬托了祝教授技艺高超。环境衬托：用
桃花水的美丽环境，衬托秀禾对祝教授期盼的美丽心情，衬托大地母亲的美丽、善良与真诚，
衬托祝教授高超的雕塑艺术之花的美丽。 

【试题解析】 

1.如果祝教授所在学校校长在《大地之母》像落成时谈艺术家和人民的关系，他会讲哪些方面
的内容？请简要概括。（4分） 
参考答案： 
①艺术家要深入人民群众中，汲取艺术的灵感。②艺术家和人民都要扎根大地沃土，在广袤的
大地上生存和发展。③艺术家和人民要多交流才能诞生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 
答案解析： 
本题属于开放性试题。考生在回答时应在尊重原作的思想基础上做答。祝教授在去了无定河采
风，亲见了少妇忧郁的美，与少妇一家人有交流，这些都是他创作的源泉。所以，回答时紧扣
艺术来源于人民群众。一点 2分，两点即满分 4分，意思对即可。 
2.小说善于运用衬托的艺术手法，请结合小说内容分析这种手法的妙处。 
本文运用了人物之间的衬托、环境对人物的衬托两种手法。①祝教授的专注、艺术家的炽烈兴
趣衬托了少妇的美好；②人们对塑像的赞扬衬托了祝教授技艺高超。③用桃花水的美丽环境。
衬托秀禾对祝教授期盼的美丽心情，衬托大地母亲的美丽、善良与真诚，衬托祝教授高超的雕
塑艺术之花的美丽。 
答案解析： 
本题考查小说创作中艺术手法的表达效果。在本小说中，衬托分环境对人物的衬托和人物之间
的衬托两种，考生在作答时，抓住“桃花水”的美丽特点，结合人物的外在美和心灵美进行分
析，主要是对祝教授对艺术的尊重和秀禾美丽的心灵的衬托。答三点，言之成理即可。 
【反馈检测】 
1.文中划线的句子有怎样的艺术效果，请结合小说内容进行分析。（6分） 
2.“桃花水”即桃花盛开时江河里暴涨的水，本文并没有写桃花水，能不能把标题换成“无定
河的水”？为什么？（6分）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河北卢龙县中学  周秀义） 

【相关链接】 
《人间世笔记》：蒋子龙的“文学频道” 

蒋子龙，男，1941年生于河北沧州。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
绿青蓝紫》等多次获全国优秀短篇和中篇小说奖。著有长篇小说《蛇神》《子午流注》《人气》
《空洞》《农民帝国》及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多部。2018年被誉为“改革先锋”称号。 

作者介绍说：《桃花水》想表现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一种婚姻乱象之下的真情。这真情是
婚姻的希望，也是社会的希望。没办法，没有来自社会现实的触动，我就没有办法构思。写这
篇小说的起因，源自一次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奇遇”，当时采风团的组织者用玩笑的口吻让大
家把那次“奇遇”写成小说。采风团的成员中有批评家、音乐家、语言学家、编辑等等，应名
写小说的好像就我一人…… 

回眸中国新时期文学编年史，蒋子龙是铁骨铮铮、实至名归的“改革文学”领军人物，其
作品应运而生，石破天惊，深刻影响并助推了中国社会历史性的改革进程，成为一代人的精神
记忆。此后，蒋子龙的书写姿态并未以先锋、前卫为目标，他风格稳定、气度沛然、笔墨从容，
这一切都源自他对于固有文学理念的尊重、执守与自信。 

《人间世笔记》是蒋子龙最新出版的作品集。沉浸其间，一种人们熟悉的气场扑面而来，
那些律动着岁月潮汐和生命脉跳的音响，来自蒋子龙的“文学频道”。此频道的编排录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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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刚正硬朗、大气磅礴的“蒋氏风格”，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蒋子龙是一位极具笔墨标识度
的文坛硬汉，向来拒绝无病呻吟，他笔下的“雄性”气息与时代脉跳、人间悲欢息息相关，这
样的事实，已被《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蛇神》《农民帝国》等诸多作品所印证。 

《人间世笔记》分四辑，主要由小说与散文(随笔)两类组成，总体延续了蒋子龙磅礴、激
越而不失深沉、凝重的美学风格，与烟火缭绕的生活现场形成了幽深而精妙的镜像关系。其中
小说的篇幅都不长，其构思仍对“任性妄为”青睐有加，人物性格常给人带来“越轨”的意外，
却又与生活逻辑构成“自洽”。这个过程中，他注重用描写而不是一般化的叙述推动故事，表
现出了深厚、老道的叙事功力。 

当下作家的笔墨景观日趋多元，有的在雾中游，有的在天上飘，蒋子龙的文字如坚韧的犁
铧，贴着地面深耕细耘。他始终关注的是“人”的境遇，从自己熟悉的工人生活起步，继而瞭
望大千社会，体察人间万象，将更多的形形色色的“人”收入自己的小说世界。在他的笔下，
人世间的芸芸众生既是社会的主体，更是被置放于复杂命运“关系”中的“这一个”。人物的
命运轨迹悬念丛生，有的悬念是故事的“核”，有的悬念则弥漫在扑朔迷离的情节氛围中。把
传奇写成日常事件，掌控文字的能力当然是最基本的，但同时更需要具备洞察和解码人性秘密
的本事方可透视人性，逼近生命真相。书中有的是真实人物，如郭振清、韩羽、贾大山等，更
多则是作家根据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而举一反三的各色人等。即使是寥寥几百言的微小说，蒋
子龙也能写得方正大气，扎实深邃。 

我也很喜欢浪漫深情的《桃花水》。来自北京的画家祝冰教授浑身充满军人的硬汉气息，
他在黄土高坡采风，遇见纯朴健美的乡下少妇孙秀禾，产生了为之雕塑的强烈愿望，随之诞生
了惊世骇俗的冰雪爱情。在物质主义时代，相恋者何以返璞归真，跨越身份认同，创造人性的
美和幸福，这才是蒋子龙意欲书写之所在。孙秀禾对爱情是渴望的，也有尊严，“他为什么非
要给她留下那张卡?是认为农村人穷，瞧不起她?这让她心里很不自在。其实，她真不想要他的
钱，而是想要那个塑像。可她张不开口，实际上也没容她张口，那个疯子抱着塑像就跑了”。
如此脱俗之爱并没有发生在世外桃源，却有着童话般的诗意品格。 

《人间世笔记》体现了蒋子龙一以贯之的笔墨风格，进入晚境，其书写姿态越发从容、通
透、睿智、深刻，而又不失令人称快的老辣与使人莞尔的幽默。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随笔，没有
花拳绣腿，没有故弄玄虚，寓繁于简，由博返约，小中见大，缩龙成寸。他不谈风月，不道启
蒙，不言是非，不诉恩怨，不唱赞歌，这也正是其“文学频道”的奥妙和魅力之所在。 

（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