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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搭建的生命桥梁
——谈歌《桥》的课程思政浸润艺术探析

孙　微　康建军

（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谈歌别具一格的写作风格，造就了其写作的高度。谈

歌的《桥》是一 篇个性特点十分鲜明的短篇小说，体现了将人性

美与社会美融为一体、浸润入课程思政建设的手法。纵观选编入

语文教材的关于小说体裁的文章中，《桥》以其“史诗般”的叙

事手法，以小见大，向学生传递了真实与良善，传达了责任与选择。

“桥”是题眼，一语双关，是老支书甚至可以说是共产党人用信

仰搭建的生命之桥，其中所流露出浓厚的悲壮主义、英雄主义情怀，

无时无刻不在震撼人们的心灵。同时《桥》背后所蕴藏的其课程

思政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小说中所运用的表现手法，情节的安排，

人物形象的塑造，都蕴含着特殊的教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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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谈歌的作品总是蕴含深意，读起来令人拍案叫绝，又有

欲说还休的余味。谈歌的作品《桥》是一篇“小的小说”，全文

仅有五百字，却进行了宏大的叙事，巧妙地运用多种表现手法，

彰显出了其中蕴含着的浓重的悲壮主义的色彩。

一、《桥》的创作内容简析

作者将文章命名为《桥》，设置悬念，引起读者的好奇心，

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会想让读者进一步的探究：这是一座什么

样的桥，在这座桥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亦是点睛之笔，一语

双关，抛去这座桥是帮助人民度过洪水的木桥的现实意义外，作

者更是赋予这座桥是老支书用自己的身躯架起的一座不朽的生命

之桥的潜在含义。

整篇文章阐释了一个悲壮动人的故事，讲述了在村落洪水暴

发之际，身为共产党人的老汉，在危险面前沉着冷静，克服了生

命本身对于死亡的恐惧，挽救了村民的生命，自己和儿子却永远

地留在了那场洪水之中。赞扬了老汉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却把

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高尚情怀。

从当今的现实意义来说，红色主旋律也与小说《桥》所蕴含

的思想相契合。小说中老支书身为共产党人这种一心一意为民，

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的行为，甚至牺牲自身的利益来保障人民群

众的利益，正是与当今社会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文章中所体现出的这种共产党人的精神，正是当今社会所拥护，

所支持和所鼓励的。从这个层面上看，小说是起到了引人向善的

积极作用的，深入糅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

二、《桥》的创作特点简析

（一）开局精练简短

开头仅用“像泼、像倒”来形容雨势的迅猛和急促，寥寥几笔，

却使本来单调的景象一下子鲜活起来，仿佛那场洪水就呈现在读

者的眼前。

对于作家来说，这不仅仅是关乎文字的驾驭，更是一种心灵

的传达。同时，文章中多用简短的句段，使文章读起来富有节奏感，

营造了一种紧张的氛围，不仅是作品中的人甚至就连读者都承受

着巨大的“压力”，让作者和读者一起屏住了呼吸。

这种创作手法也显露出人们在面对自然灾难的那种无力感，

与文章中老支书这种临危不惧，无私奉献的精神相呼应，更显得

弥足珍贵。

（二）构思新颖别致

在文章的构思上，作者构思新颖，巧妙地设置悬念，文章读

到最后，看到是老妇人去祭奠她的丈夫和儿子的这种结局，不由

的令人心头一颤，老支书、小伙子，原来竟是一对父子，让人唏

嘘不已。但联系前文的种种，又能在文章中多处找到作者埋下的

伏笔，发现文章的脉络是清晰可寻的。这种结局让人既觉得“意

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也就是谈歌小说的魅力之在。

（三）修辞形象生动

在文章的表现力上，文中大量运用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

例如，“山洪咆哮着，像一群受惊的野马”“死亡在洪水的狞笑

中逼近”等，运用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传递了形

势的危急和险峻，也彰显出文章所蕴含的建筑美，波涛是汹涌的，

洪水是肆虐的，但老支书那像山一般的形象，被打造成一尊令人

敬仰的熠熠生辉的精神塑像，在这样的精神力量下，仿佛洪水的

肆虐，波涛的汹涌也变得微不足道了。同时也为最后的悲剧性结

尾做铺垫。

三、《桥》的人物塑造简析

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反应，但是文中的老人却在生命面对

威胁的这种情况下，指挥着村民有序的逃生，老人心中难道就不

惧怕死亡吗，答案是怕。但这种“惧怕”实则是对未来美好生活

的向往之情，老人也想看到自己的儿子成家，还想尽自己的力量

帮助更多的人，他有自己的牵挂……因为对未来怀抱希望，所以

才会“惧怕”死亡。但与老人心中的担当和责任相比，死亡的危

险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来看，以老支书和小伙子的牺牲为结局，

也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无私无畏。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

个惨痛的悲剧，但从人性美这一层次上说，这就是令人动容的，

充满着无畏和牺牲的伟大精神。通过插叙老支书平时在村里的一

些事迹，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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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桥》的思想品质简析

文章最后是以悲剧收场，老人和小伙子都没能从那场山洪中

活着回来。前来祭奠的老妇人她的心情是悲痛的，但同时心里又

是自豪的，因为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挽救了一百多个人的生命。因

为她明白，他们的心中，除了小家，还有大义。

在灾难面前，那座窄窄的桥帮助人们度过了难关。也许，村

里那座窄窄的木桥塌了，但是另一座高大雄伟的桥却在人们的心

中树立起来——他们拥戴的那个老人。

所谓“桥”体现的除了老支书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精神外，

更是以老支书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中国共产党见证在

历史上中国的许多重要的时刻，共产党人自诞生以来就时刻践行

着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旨意。

在小说《桥》中，是有对党员的核心描写的，在文章的第十

自然段到十二自然段中写到，老汉说，“党员排在后面”，有人

喊了一声“党员也是人”，老汉冷冷地说，“可以退党，到我这

报名”。这样的一段对话，却起到了定神的作用。

共产党员本身就是以人民为立足点，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奉

行着吃苦在前，享福在后的理念，带领着人民克服挫折与困难，

维护人民的利益。正是这样的觉悟和信念，所以在奉献和退党之间，

他们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前者。

老支书代表的这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无私奉献的精神，

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丰碑的见证。彰显了时代的召唤——“我

从不回避，我就是写了一个基层支书的形象……当前由于所谓“普

世”价值的甚嚣尘上，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美好的价值取向，

几乎成了迷途羔羊。”事实上，这也是《桥》史诗般叙事特质的

另一体现。

五、《桥》的教学建构简析

《桥》作为语文教材中的一篇，我们除挖掘小说其本身所蕴

含的文学价值，还要审视它在教学体系下的课堂建构。对于求知

若渴的学生而言，课程思政的介入，能够有效地提高对于作品的

解读和把握。

（一）把握艺术技巧

对一篇文章的解读与了解，必不可少的就是从文章的艺术技

巧入手。文章的艺术技巧也是作者进行创作的重要手段。《桥》

作为一篇小说，必然运用了小说常使用的艺术技巧。在进行课堂

教学的时候，要着重从三个方面让学生体会小说创作的艺术技巧。

一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教师要增强学生在课堂上的自主

学习能力，引导学生通过文本感知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的方法，

如通过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等方法。

二是文章《桥》中多采用简短凝练的句子进行刻画描写，这

同样也是小说《桥》的一种鲜明的写作特点，让学生体会简练语

言所起到的作用。从而水到渠成让学生感受整篇文章的感情基调，

体会小说其中的韵味。

三是创作小说常用到的“埋下伏笔”“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式的结局、跌宕起伏的情节……这样的创作，可以是文章更加的

引人入胜。这也是在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上的一部分。

（二）引领价值高度

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教学的一个重要的过程。在小说《桥》这

篇文章中老支书事迹所塑造出的形象无疑让人想到“无私奉献”“牺

牲”“伟大”“崇高”这些词汇，但是，除了了解老支书身上所

体现出的这种精神丰碑，更要从不同的方面和学生挖掘其潜在的

意义。

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小

说《桥》里边出现了面对危难时人类出于本能的逃生的情节，通

过这个桥段，可以在让同学们在班级讨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

关系，从而正确认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关系。

（三）强化课程思政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在授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用；让学生感受到思想的洗礼。学习《桥》这篇小说时，可以通

过讨论法，使学生能够畅所欲言，不断的发散思维，表达自己的

想法，教师适当的引导，使学生能够真真正正的感受到老支书身

上所体现的伟大精神。

同时辅助以合作探究的方法。当两个人每个人有一个想法时，

相互交换，他们就拥有了两个想法，这也就是合作学习的意义所在，

可以“集百家之所长，补自家之所短”，激发学生课堂学习的兴趣。

六、结语

写作是语文学习的一个基本素养，也是一个产出导向。在学

习《桥》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桥》的学习，鼓励学生展开想象，

从多种不同的方面去进行续写，亦或者是补充。让学生能够设身

处地的感受小说的艺术魅力、提高对文章整体思想政治方向的准

确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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