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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天裂》

内容概要

《补天裂》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大清国甲午战败，列强瓜分中国之势
已成，公元1898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乘机胁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是
继1842年的《南京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之后，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签订的第三个不平
等条约，从而完成了英占香港、九龙、“新界”的“三部曲”，中国在香港地区完全丧失主权，中华
民族蒙受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奇耻大辱。
《补天裂》正面展现了“香港拓界”那一页惨痛的历史。通过京师举人易君恕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
香港的坎坷人生经历，以及与“新界”爱国志士联合十万乡民奋起抗英保土而惨遭血腥镇压的悲壮义
举，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宁死不屈的慷慨悲歌。
作家霍达以浓烈的爱国激情，真实、生动、形象的笔墨，着力塑造了易君恕、邓伯雄、邓菁士等爱国
志士的英雄群像，对英国牧师林若翰、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两广总督谭钟麟、港督卜力、辅政
司骆克、警察司梅轩利等各色人物的刻画亦各有独到之处。全书充盈着苍凉悲壮的史诗感，谋篇恢宏
，剪裁缜密，结构紧凑巧妙，情节起伏跌宕，文笔凝重典雅，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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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天裂》

作者简介

霍达，女，回族。国家一级作家。著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约六百万字。其中，长篇小说《穆斯林的
葬礼》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奖，《补天裂》获第七届“五个一工程”
奖、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骏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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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天裂》

书籍目录

序　血泪心声刘白羽
第一章　落花时节
第二章　报国无门
第三章　书生论政
第四章　无力回天
第五章　天涯孤旅
第六章　烟雨楼台
第七章　灵肉鬼神
第八章　海隅落日
第九章　月照无眠
第十章　潮涨潮落
第十一章　圣土遗民
第十二章　山雨欲来
第十三章　寸土必争
第十四章　剑拔弩张
第十五章　天若有情
第十六章　谁家天下
第十七章　血染国门
第十八章　世纪婴啼
后记　看试手，补天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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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天裂》

精彩短评

1、畫面感很強，好適合拍成電影~
2、书的前半部分(维新变法失败前)极其的喜欢。在香港寄居的后半部分极其鸡肋，啃了一半扔了。
3、大失水准的应景之作。看过穆斯林的葬礼才买的，完全不在一个高度
4、宏大的历史背景 民族危机 仁人志士 保家卫国 不畏牺牲 作者在篇中用易君恕和倚阑的爱情以小见
大 写出了国土分裂为国人带来的伤痛 同时也写出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坚决 其中新安县上
呈的一封万言书中提到 民不忍去国 奈何国弃民 读来甚是伤感 即便是如此 新安县的人民还是以自己的
落后装备和决心 抵抗了港英的统治 全书以一个家庭的兴衰起落 见证了香港的风风雨雨
5、霍达的书可读性还是很强，从作者为了写这本著作所辖的史料搜集也可以相见书应该很成功，看
着厚厚一本七百多页，可是当进入其中就有了手不释卷的感觉，我觉得一本好的小说就应该有这个感
觉。当然霍达还是坚持了当代中国小说固有的特点，那就是语言平实，没有花哨的描写，更很少任务
内心的刻画，不过仅有的刻画笔法确实生动的。但对于几个晚晴官场任务的内心我觉得有些可以帮忙
掩饰的成分，对于新任港督朴利的狡诈确实传神。总的而言中国小说不能再这样坚持传统了。
6、和穆斯林的葬礼一个尿性，三颗星给那首词
7、人物脸谱化，情节像神剧，文字无营养⋯阅读全程都在出戏⋯这本书和《穆斯林的葬礼》肯定有
一本不是她写的吧⋯⋯
8、磅礴大气，泣血补天
9、故国山水，异邦城阙。男儿血，化五色石，补南天裂！
10、【三联买的】新年第一天读完。同期在读《天国之秋》，对于国家强盛，还真不容小觑。积贫积
弱，说意识形态问题，简直扯淡。
11、了解了很多当年的历史，也为易君怒等一批爱国人士感到惋惜，然而这就是历史，我们无法忘记
，香港经历了风风雨雨才回到祖国。我们只有让国家更强大，才能更好的爱护这一切。我们每个人虽
然渺小，但做好自己，珍惜时光，也是一种爱国。
12、660千字。作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庆典前夕，于北京。
13、真是爱国者死，卖国者荣，但就算这样，也有一部分人能舍身忘死
14、不怎么样
15、被《穆斯林的葬礼》盖过了光芒。此书大气的多了。
16、历史本就厚重  悲怆自在人心
17、比起，穆斯林的葬礼，期望太高落差太大，或许是故事太过于简单和技巧化，缺乏厚重性。
18、很喜欢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一书，这本讲了中华近代史的小说，没有达到我的期望值。
19、英雄最害怕的不是被打败，而是被遗忘。不过好在香港还是回来了，先辈的血没有白流
20、没有穆斯林的葬礼好看
21、男儿血，化五色石，补南天裂
22、化五色石  补南天裂
23、我去，小时候的我最爱最爱的一位作家！三部最出名的作品中，我最爱的还是《未穿的红嫁衣》
！
24、《补天裂》虽说看上去是一本“大书”，却因作者的笔力不逮而失之空洞，徒有格局而无感染力
。其实自《穆斯林的葬礼》后对霍达还是很认可的，尽管略显玛丽苏，但《穆》中有人性，有情怀，
有反思，从反映民族矛盾的角度来看不失为一本佳作。而反观《补天裂》，或许是霍达太想向香港回
归“献礼”了，对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渲染过于浓烈，反而弄巧成拙，全书唯一立得住的人物只有牧师
林若翰，其他所有人物（包括主角易君恕）都过于脸谱化，好的太好，坏的太坏。此书是与《穆》几
乎同时动笔的，反差却如此之大，只能说霍达在写作上存在着她自己的局限性，把个“大书”写小了
。
25、无奈报国无门，一代中国人不屈抗争的灵魂！
26、结局有点仓促
27、好书就这样被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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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天裂》

精彩书评

1、磅礴大气，泣血补天读霍达作品后感大学期间，先后都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国殇》、《
补天裂》，她的作品，总是以它独特的魅力让每一个读者感动。最近读《补天裂》，以下是读书过程
中的感悟，或摘抄。（待重头收拾旧河山）一、�忆秦娥戊戌冬夜香港抒怀涛声咽，登楼又见伤心月。
伤心月，故国山水，异邦城阙。零丁洋上忠魂烈，宋王台下男儿血。男儿血，化五色石，补南天裂。
这首诗句句诛心，字字泣血。“故国山水，异邦城阙。”易君恕、邓伯雄等人炽热的爱国情感，新安
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故土，“忠君爱国”是他们的家风。可如今，他们誓死效忠的清王朝却苟且偷
安，放弃了他的子民，要将这块土地割让给英国人。零丁洋上涛声依旧，可这一次，不是士气磅礴保
家卫国，是浸略者掀起的血雨腥风。900多年前，天祥公抗元的事迹犹在昨天，宋氏子孙“此生宁做神
州鬼，不愿生为异域民”，他们用血肉做的炮弹，砸向侵略者的阵地。只是，大清王朝注定要放弃他
的南江，那一道裂缝太大⋯⋯二、香港的史料如此之多，又有那么多的历史碎片，十年，你将那些快
要被遗忘的碎片还原出那血肉铸成的保家爱国的赤子之魂。让英国，日本侵略者妄图掩盖的历史真相
重新浮现在读者面前。三、关于李鸿章。李鸿章虽然是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但笔者认为，不能一味
地指责李鸿章卖国求荣。作为士大夫，他其实是爱国的，同时至死力保清王朝。《马关条约》签订时
，原本要求清政府赔偿白银3亿两，李鸿章争议无效。此时，他在日本遭遇刺杀，而他，利用自己遇
刺大做文章，近乎无赖的为清政府挽回一亿两白银。当然，李鸿章性格里确实有软弱的一面，他积极
进行洋务运动，失败后，把希望错误地寄放到了列强手中，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历史不能假设，假设
，李鸿章在谈判时态度强硬⋯⋯可是，列强极高一筹，早已通过无线电将他们的底线窥探的一清二楚
，似乎，谈判的结局早已明了。即使态度强硬，不接受，不割让。好，一个字，打。列强有的是实力
，目的也很明确。终究，这些年的较量，不是输在李鸿章这样所谓的“软骨头”上，而是输在清王朝
落后的制度，实力上面。那是那句话“落后，就要挨打。”P.S这里只是说到签约，但是，李鸿章的心
胸、政治手段与野心仍待考究⋯⋯2016年8月16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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