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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津爱情》以震撼人心的故事，刻骨铭心的爱情，美好圆满的结局，真实地再现了一对青年男
女五十余载的峥嵘岁月，表现了他们对理想的不懈遮求和对信仰的始终坚守；讴歌了他们舍生忘死的
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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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歆，文学创作一级。
中国作协会员。
现在天津作协专业创作。
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延安爱情》、《树雨》、《黄昏碎影》、《天堂弥撒》；中短
篇小说自选集《诺言》；散文集《习惯尘嚣》等，计500多万字。
在《当代》、《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青年文学》、《山花》、《江南》、
《小说界》等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名
作欣赏》、《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等转载，并入选多种年度文学选
本。
有小说、散文作品多次获奖，并有作品译成外文。
《延安爱情》等小说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广播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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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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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关于《天津爱情》的自问自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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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王美生来书店的次数多了，话题开始广泛起来。
他除了跟潘翔升聊关于时事的热点话题，还谈书法。
潘经理的书法造诣不低，书店的牌匾就是潘经理自己写的。
那四个魏碑体的遒劲有力的大字，看上去透着深厚的内涵。
王美生的书法也值得夸赞。
别看他父亲王鸿儒崇尚美国和西方的文化，但对于中国的“四书五经”还有书法艺术非常看重，从小
就教王美生吟诵经典，还要练习大字。
在美国学习五年，王美生对书法有些生疏，听说潘翔升对书法很有研究，他也来了兴趣，经常主动跟
潘翔升探讨。
有时中午顾客少，二人兴致所至，就在长桌上铺开纸张，研磨润笔，争先恐后地在宣纸上笔走龙蛇，
互相切磋，好不惬意。
 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潘翔升一边写毛笔字，一边跟王美生说话，话题看似随意，但都围绕着一个
主题——介绍国内对日抗争的形势。
比如台儿庄大战、淞沪之战，还有百团大战和平型关大捷等，都是潘翔升在写毛笔字时，不经意间讲
给王美生的。
王美生听得入迷，非常振奋，认为中国大有希望，中国军人还是有血性的，眼下有人宣扬的“抗日将
要导致中国速亡”的理论不对。
 终于有一天，潘翔升笑了笑，才对王美生的“思想救国”表态，说，美生，你的观点很重要，也很对
，但更重要的是，首先要把日本鬼子打跑，否则哪里放得下课桌？
思想怎么能面对刺刀？
所以讲，我们要理论，更要枪和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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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创作《天津爱情》的起因    从远处说。
大约十五六年前，每到公休日，我一个人骑着一辆深紫色轻便单车，口袋里放着一沓裁剪整齐的纸条
和一支不断漏水的钢笔，脖子上挂着一架s3型东方牌照相机。
在天津的大街小巷四处游荡。
那时，我正在写作关于老天津的系列散文．完全处于痴迷状态，双眼迷蒙。
每天下班回来，在家里翻阅各种有关天津的文史资料，做好笔记，到了公休日，开始对照笔记和资料
做实地走访，寻找写作的感觉。
在那年的春夏秋季．我几乎走遍了熟悉却又是陌生的天津城区，经常一个人站在一座建筑前．或是走
在一条小街上，一边非常节省地拍摄照片，一边在纸条上记下零散的想法，想象着天津的过去，看着
天津的现在．同时在脑子里琢磨着所要写作的内容，酝酿着文章的叙述切口和进入通道。
在那段不短的时间里，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事情。
比如在书写“劝业场”牌匾的书法大家华世奎早年的老城旧居．当我举起相机拍照时，被一群乘凉的
人们团团围住。
他们以为我是报社的人，急切地问我啥时拆迁，还有的人问我拆迁补助怎么发，经过我好半天解释，
他们才带着疑惑的目光遗憾地散去：在西关街烈女祠胡同，一位穿着大红色毛裤的中年妇女。
见我不住地转来转去，警惕地审问我，目光如炬，但当得知我寻访的用意后．脸上的肌肉立刻松弛下
来，目光无比温和，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烈女祠早年的历史：在佛教居士林，正、副林长为我的寻访
做了许多协助工作．甚至允许我拍照那些珍贵的经卷⋯⋯那时，我得到了许多来自于民间的没有加工
过的原始素材。
    在那将近一年的寻访中，非常辛苦，一天跑下来，几乎有一种虚脱的感觉，回到家连饭都不想吃，
但尽管劳累，却是无法休息．看着满手墨水的印迹，一方面感慨着这座城市丰富的历史内涵和丰沛的
创作素材，另一方面又对如此的写作方法产生怀疑，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笨了，缺少艺术想象力，缺乏
虚构的能力⋯⋯尽管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当时我拍下了二百多张黑白和彩色照片．后来又到档案馆，找人翻拍了几十张过去的老照片。
在接下来的写作中，我一边翻看资料和新旧照片，一边回味着走访时的心境。
在几年的时间里，我创作发表了大约四十多篇关于天津的系列怀旧散文，并以此为素材，又创作了二
十多篇“津味”题材的中短篇小说。
现在想起来，我十几年前的那次对天津城的漫游走访，以及中短篇小说的写作，其实是为我现在创作
《天津爱情》埋下了伏笔，或者说，我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前进入了《天津爱情》的创作准备期
。
    从近处说。
创作《天津爱情》的导火索，则是源于“红色爱情”系列的创作。
六年前，我开始创作《延安爱情》，在创作后期，我忽然有了“野心”。
想要创作“红色爱情”长篇小说系列，想要以抗战期间所形成的“解放区”、“国统区”和“敌占区
”为构架，以“爱情”作为视角．表现普通中国青年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生活，表现他们的抗争、牺
牲，表现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信仰的坚守，当然还有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内心情感。
    六年前的这个想法，现在正逐步实现。
如果按照创作的时间顺序来讲，《天津爱情》应该算是第三部。
第一部《延安爱情》已经出版，第二部《北平爱情》已在去年创作完成，也将在近期出版。
眼下正在创作的是“红色爱情”系列的最后一部——《重庆爱情》。
    二、《天津爱情》的创作过程    纵观“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天津和北京，是紧密联系、
命运休戚相关的两座城市。
当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大沽口后，北京危在旦夕；解放战争时期，天津解放后，北平迎接曙光也
指日可待。
所以，当我在创作《北平爱情》时，就已经在写作《天津爱情》的创作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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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北平爱情》中有大量的关于天津的故事。
在抗战时期，天津和北平是北方“敌占区”里最有代表性的两座大城市，而且大量感人的故事在这两
座城市交叉发生．所以在我心里，《北平爱情》和《天津爱情》并不存在重复创作的问题，它应该算
是一部小说的“上下部”。
假如说《延安爱情》代表了“解放区”，《重庆爱情》代表了“国统区”，那么“敌占区”所代表的
城市．非天津和北平莫属，而且只有把这两座城市全部书写，才能显得更加完整，才能使这个“红色
爱情”系列更加丰厚。
    在创作《天津爱情》时，我的心中始终荡漾着一种无法言明的感情。
比如那天晚上，我去水上公园遛弯，走在迷人的夜景中，我立刻想到了《天津爱情》中两个男女青年
曾经在此约会过．那时这里叫青龙潭，那一刻，小说中的人物，仿佛正和我同行：那天去中心公园去
迎接陕北来的一个朋友，在去的路上．我又想起了《天津爱情》，这个早年叫霞飞广场的地方，小说
里的人物也曾经在此出现过；那天路过鞍山道，我看见了早年总医院的图书馆、解放前日本浪人练武
的武德馆，就是在那里，小说里的热血青年，大义凛然地举枪朝着敌人射击；还有民园体育场前的那
片空地，就是小说中不断出现的拥有书店、菜市场和咖啡馆、洗衣房的那个小广场，那是我想象设计
出来的男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是小说发生地的原型；比如有一天黄昏时分，我正在写作这部
小说，感到肚子有些饿了，正好小说里的人物也饿了，我的嘴里竞然莫名其妙地有了小时候吃的老城
里“杜称奇烧饼”的味道．于是很自然地就变成了小说人物嘴里的味道⋯⋯像这样奇妙的联系、现实
与小说无障碍的沟通，在《天津爱情》的写作前后几乎不断地出现，有时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小说中
，还是在生活的现实中．两者经常无时空的混淆起来。
现在想来，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一件多么美妙无比的事情呀，这也只能是抒写家乡时才能拥有
的特别的幸福。
所以写作《天津爱情》的过程，是一次愉悦的畅快的“文字与精神的旅行”。
    三、《天津爱情》的主旨    在写作时，我一直在想，应该怎样去表达天津人的爱情，尤其是在那个
特别历史时段中的革命者的爱情。
《延安爱情》和《北平爱情》都有自己的叙述视角和叙事方式，在这里不再赘述。
至于《天津爱情》，我试图以符合天津人性格的快节奏的叙述，表达一个从天上的激情回归到大地的
平实过程。
“天津爱情”是站在土地上的坚实的爱情，是具有人间气息的爱情——这非常符合天津人的精神。
    天津人有着一种务实的生活观，当然也有着对理想的憧憬和不懈追求，其实在爱情上也有着相同的
理念。
于是我在小说中．精心设计了两个重要的道具——书店和菜市场。
可以说，小说中所发生的故事，基本上是在这两个“道具”之间发生的，这两个“道具”代表了理想
和生活，而且这两个“道具”从小说开始到最后结束．始终贯穿其中——尽管因为时代不同它们发生
了许多变化，但实质上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也曾有过关于“革命”意义的探讨．他们对这两个字的不断地深入理解，也
是因了这两个“道具”而产生的。
在小说的最后，经历了岁月的磨砺，终于走到一起的两位老人，手挽着手，一起走进了菜市场。
直到这时，也完成了我在小说中想要表达的思想。
    我在这部小说中还有着更多的思想表达，要是说起来．恐怕还要写很多的文字，我想还是请读者慢
慢品味，你一定会发现的，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只要你去认真地读了。
    作家在小说中，应该是谜语制造者，但不是谜语破译者，他还应该是一个引领者，引领读者去想象
，去想象存在的谜语．然后再请读者自己去破译。
    我想，关于这部长篇小说，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其余的全在字里行间。
    最后想说的话是：    十年前，我曾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过长篇小说《树雨》；五年前，出版过小
说自选集《诺言》，现在想来，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今天再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爱情》，感觉非常亲近，内心很是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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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对天津题材的特别关注；感谢本书的责编王俊石老师，他的认
真、严谨以及对作家创作的理解和尊重．都令我感动和敬佩。
    武歆    2011年5月30 El写于天津日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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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津爱情》系著名作家武歆的“红色爱情长篇小说系列”的第三部；是继《延安爱情》、《北平爱
情》之后的又一精品力作。
《天津爱情》是站在土地上的坚实的爱情；是具有人间气息的真挚的爱情。
她丰富我们的人生世界，她升华我们的内心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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