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随笔、文化散文作为当下散文领域的
一方重镇， 深耕于此的散文家可谓济济多士，
无自身独到特点鲜明“水印”者自然易于泯然
众人，自署“云棲阁主”的四川作家庞惊涛能
卓然自树一帜，别开文坛一生面，其“庞氏风
味”独家配方果安在哉？ 读庞君惊涛新著《看
历史：大区域视野下的人文观察》，不佞不才，
窃以为或有如下几点：

一曰古今交融。 作者为资深出版人，曾任
职报社，新闻嗅觉敏锐，故此书虽注目史事，而
能兼及时事，赋予历史随笔散文以新鲜活泼的
“时效性”、可读性。 如以庚子年新冠疫情为线
索，牵出两千年来的“庚子记事”，辨正“庚子
年必有大乱”这一“印象流”历史经验；以热播
剧《清平乐》为由头，牵出四朝重臣文彦博在
成都为官的经历，从“灯笼锦”一斑窥豹，折射
出文彦博治蜀的真实政绩；以央视正剧《一代
名相陈廷敬》为切口，牵出对陈廷敬何以被称
为“完人”的叩问，直言批评该剧对陈廷敬的
文学造诣一点都未涉及实为“大败笔”；从票
房大热的电影《哪吒》中形象演进史畅谈神话
改编影视的边界。

二曰蜀人蜀事。 作为巴蜀本土作家，庞惊
涛对生养他的这片蜀地锺情甚殷。 所以他“颐
情志于典坟”，尤重蜀人蜀事。如追寻南宋大儒
张栻（今四川绵竹人）的人生履迹，走进他丰
富的精神世界；跟随汉代辞赋大家王褒（今四
川资阳人）的足迹，考察“金马碧鸡”的历史迷

局；发掘“兄弟状元”尹
枢尹极（唐代）、陈尧叟
陈尧咨（宋代）带给古城
阆中的精神遗产，顺势发
出科举制 “赚得英雄尽
白头”的历史唏嘘；抉发
杨慎夫人黄峨 （今四川
遂宁人） 在文学才情而
外超迈常人的政治智慧，由衷赞叹一代女杰为
保存升庵文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不宁唯是。
庞惊涛的目光立足于蜀地而又不局于蜀地，他
的“放宽历史的视界”（借用黄仁宇书名），还
扩展及于历代文化名人与蜀地的交集，此真乃
作者书名副标题所谓“大区域视野”是也。 譬
如， 作者细心勾勒了晚清诗坛重镇、“龙阳才
子”易顺鼎的“蜀中壮游”履迹，通过易顺鼎的
入蜀题咏， 作者串起了蜀地的先贤与时贤，蜀
地的历史文化气脉生动而鲜活地呈现在了读
者面前。 作者指出，易顺鼎的蜀中壮游诗，在文
学上不但是“自古诗人例到蜀”传统“最后的
风雅”， 在史学上亦有社会史学的价值———
“透过易顺鼎的诗， 我们仿佛看到了晚清时节
生动细腻的蜀中风景和一众人物，所谓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易顺鼎的蜀中壮游诗歌，无意之
中弥补了文献方志记录之不足”。

三曰意怜幽草。 庞惊涛作此大区域视野下
的人文观察，不薄大家爱小家，对文化史上一
些不甚见经传的人物，也能别有慧眼，怀抱深

情。 如清代绍兴师爷许思湄、唐代遁世诗人闫
防、隋代长安城的建造者宇文恺等。 通读这些
篇什，我发现庞惊涛一以贯之的钟爱———他特
别怜惜那些虽命似草芥、而魂如劲松的气节之
士。 张南轩是大儒，庞惊涛景仰传道授业一代
儒宗的他， 也惋惜未能沙场点将为国雪耻的
他； 许思湄不过穷困潦倒终其一生的绍兴师
爷，庞惊涛却表彰他公忠用事、清廉如水的良
好操守；闫防不过是唐诗人小众中的小众，《全
唐诗》存其诗仅五首，庞惊涛却激赏其宗奉二
陶的隐士高致———李义山诗云：“天意怜幽
草。 ”庞惊涛此之谓乎？ 我们更多的人，只不过
是大多数的平凡人， 做不成大人物张南轩，甚
至都做不成小人物许思湄、闫防，却不妨在纷
纭浮沉的名利河中， 坚守好自己的一方心田。
庞惊涛写的是许思湄，写的是闫防，也未尝不
是写他，写你我大家。

四曰钱学底蕴。 熟悉庞惊涛的人都知道，
他是写 “钱学”（钱锺书学术研究之学）“起
家”的。 他的第一本书是《啃钱齿余录———关

于“钱学”的五十八篇
读书笔记》，上一本书
是 《钱锺书与天府学
人》，讲述钱锺书虽然
没有到过四川，但在他
数十年的写作和学术
研究生涯里，却不间断
地和四川学人 （白敦

仁、陈子谦、杨武能、何开四等）有着书信往来
或诗文酬唱等。 该书既有史料之打捞，兼有人
物之访谈。 某种意义上说，作者做的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存工作。 钩沉索隐，得未
曾有。 功在学林，善莫大焉。“钱学界”自有爬
梳剔抉钱公的学林交游史的；文史学界特别是
巴蜀本土作家中自有发微表彰蜀地贤豪俊彦
者———然则能作二者之“跨界”研究交互观照
者，漫道天下之大，舍一庞君惊涛而外，更复何
人哉？庞君对钱公之研究，从钱公生平之交游，
到钱公著作之研习，可谓由人及学，立体贯通；
而他对钱学的研微，复由《管锥编》《谈艺录》
等出版“成品”而溯及于《容安馆札记》《中
文笔记》等手稿“半成品”，显示出散文作家庞
惊涛“朴实学者”的 B 面，譬如本书《看历史》
中收入的《范寥：历史烟云中的成都豪侠》，便
是作者通过悉心研读钱公 《容安馆札记》，从
钱著及相关文史著林中打捞出满满“干货”的
一篇力作。 如果说《钱锺书与天府学人》是庞
惊涛对钱锺书生平与蜀地交集的关注， 那么，

《范寥：历史烟云中的成都豪侠》则是庞君对
钱公学术与蜀地交集的抉发。 这背后，一以贯
之的是庞君阔大的视野、敏锐的眼力，和做“交
互研究”的深厚功夫。 略武断言之，《范寥：历
史烟云中的成都豪侠》这样的文章，是最“标
准”的“庞惊涛出品”，就是蒙上文章的署名，
会心的读者也能立马判断：该文作者不可能是
庞惊涛之外的任何一人。 史学宗师陈寅恪先生
曾对学生说，我讲课有“四不讲”：“前人讲过
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
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 现在只讲
未曾有人讲过的。 ”窃以为，我们搞研究、写文
章，对于此一至高标准，也当虽不能至，而心向
往之。 以我愚见，《范寥：历史烟云中的成都豪
侠》就可以算是接近此标准的大文章。 愿庞兄
今后写更多这样的好文章！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庞惊涛是文史学
者，当然也是或者说首先是散文作家。 我们自
然不能舍文笔而单论研究。 庞君文笔给我最明
显的感觉有两点：一是古韵雅致，深得文言之
美，而又清通明白，流畅自然，无故弄玄虚、枯
涩干瘪之弊； 二是他的行文虽然广征博引，却
不令读者陷于书名号的汪洋大海里满头发胀，
因为会心的读者都能感受到作者笔下那深蕴
的感情，对中国文化和这片热土深蕴的感情。

陆士衡《文赋》有云：“观古今于须臾，抚
四海于一瞬。 ”这是我读庞惊涛兄历史文化散
文总的感觉。 愿庞君继续惊涛，卷起千堆雪！

———庞惊涛《看历史》书评
□ 赵琨

观古今于须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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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汶川大地震之后， 我与四川便有
了一种特殊缘分， 每年都会去走几遭。 在那
里，我认识了许多朋友和文友。 廖伯逊，就是
其中一位。

伯逊兄原来学林业，后来调到新闻单位工
作。 在搞好新闻报道的同时，也创作一些文学
作品。他的经历与我类似。我学英语专业，毕业
后分配到报社。 在新闻单位工作好处多多，不
仅可以借采访之机走进各种各样的生活，获取
方方面面的素材，从而创作自己喜欢的文学作
品。兴之所至，广种薄收，总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把主业都弄丢了，将副
业搞成了主业。看来，我们都是“不务正业”的人。

四川是文学大省，名家辈出。 在报告文学方
面，也是群星璀璨，影响广泛。 一个人的写作，往
往是从“豆腐块”开始，逐渐涉猎多种文体，慢慢
总结，发现优势，最后才固定到一个文体，进行深
耕，直到有所成大。 这是一个成功的写作者，往往
要走过的路。 伯逊兄的创作，大致也经历了这样
一个过程。

报告文学创作与小说、散文、诗歌不同，需要深
入细致的采访，收集大量的素材，在事实的基础上，
用小说的架构、技巧等进行创作，花费功夫多，难度
比较大，许多人会望而却步。近二十年的新闻工作，
廖伯逊不仅禀守着蜀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还练就了
扎实的采访功夫和精深的美文基础。 摆在我们面
前的这本反映四川省江油市对口帮扶布拖县扶贫
协作的报告文学《天鸟》，就体现了这些特点。

凉山州布拖县是彝族聚集区，山高路远、峡谷

深切，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 对于对口帮扶的
江油市来说，是一大考验；对于写作帮扶成效的报
告文学作家来讲，也是一大考验。作者曾先后五次
深入布拖县，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帮扶
干部、彝族群众广泛交流，用心用情地去感触帮扶
的热度， 感受帮扶举措给彝族同胞带来的巨大变
化和彝族同胞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因此，这部报
告文学，带有相当的温度，情景交融，感人肺腑。

天鸟，鹰之誉也。它志存高远，勇猛顽强，展翅
腾空！ 在古老的大凉山，它是大山的守护神，翱翔
于苍茫的天宇， 庇护着足下那片神奇而美丽的土
地。廖伯逊以此为意象，生动地展现了江油市帮扶
布拖县脱贫攻坚的全景图， 尤其是建设布江蜀丰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的鲜活画面， 让布拖彝族人
民甩掉了几千年来贫穷落后的帽子。

脱贫攻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江油市上
上下下没有把对口扶贫协作仅仅当作一项政治任
务，而是像办自己的事一样，为布拖着想，为布拖
所急，百倍用心，千倍用力，着力提升产业档次，彻

底斩断贫困根基。 从市委书记、市长、扶贫指挥
部领导，到扶贫协作一线的管理、科技、生产人
员，无不为心甘情愿，舍小家顾大局，誓叫山河
换新颜。

双方建设的布江蜀丰现代农业科技示范
园， 是对当地传统农业进行的一场深刻革命。
扶贫工作者的艰辛和付出， 不仅仅是 “白加
黑”、“5＋2” 的劳累， 还有彝族同胞认知、观
念、习惯带来的阻力和困惑，更会遇到前所未
有的道道技术难关。 广大扶贫工作者敢于担

当，站高谋远，攻坚克难，勇于创新，成功地培育出
脱毒马铃薯原种， 总结出了一系列马铃薯种植的
技术规范， 为布拖主要农产品马铃薯的生产提供
了技术保障。创新地培育出高原蓝莓、蟠桃、油桃、
水蜜桃、金丝黄菊等水果和饮品，为布拖高原增加
了新的农副产品，找到了新的增收致富门路。

经过对口扶贫， 布拖县已经成功地甩掉了贫
穷的帽子。 布江蜀丰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成为产
业扶贫的智慧之源，也是布拖人民的培训中心、电
子商务中心、时尚中心和就业基地。扶贫使者与彝
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
族进步。彝族同胞的观念、认知、技能得到了提高，
为布拖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续写了新时代彝汉一家亲的新篇章。

作者还将彝族阿都高腔、 舞蹈等阿都文化和
彝风彝俗等融入其中，增添了不少亮色。

总之，这部独具特色的报告文学，体现了伯逊
兄在文学领域的新开拓、新突破，颇有价值，值得
推荐。

作家刘裕国、 郑赤鹰挥别正朝美好
明天阔步向前的大凉山区， 打捞起饱经
血与火淬炼的鲜红旗帜， 寻访融入宣汉
人血脉深处的历史积淀和力量源泉，书
写宣汉人民在脱贫攻坚伟大决战中谱写
的壮美诗篇。 《美丽的力量》延续了作者
刘裕国、郑赤鹰对巴蜀大地脱贫攻坚系列
战役的持续追踪，仍然是以报告文学细腻
描绘时代画卷、生动捕捉历史进程、真实
反映鲜活现实的一次有益实践，为脱贫攻
坚的文学书写增添了凝结精彩的一笔。
《美丽的力量》以浸润历史、文化的笔墨，
展现作为宣汉人民精神源泉的爱国为民、
不畏艰险、不惧牺牲的红军精神，追忆远
古巴国的史事与传说，追寻潜藏于宣汉儿
女血脉里勇猛、坚毅、尚武的巴人性格，浓
墨重彩地描写了宣汉人民奋战脱贫攻坚
的壮丽历史进程、讲述了“穷山恶水”蜕
变为风光秀美的旅游胜地的华丽转身。
《美丽的力量》在记叙宣汉人民摆脱贫困
的艰辛历程之余，还注重描绘奋斗背后的
精神源泉和文化底蕴，最终聚焦在宣汉县
举全县之力、聚全县之智、凝全县之心的
巴山大峡谷景区建设，集中展示宣汉运用
文旅产业脱贫致富的实绩，真正把握住了
宣汉脱贫奔康立足自身、锐意创新的鲜明
特色。

一、追寻精神之“钙”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 宣汉县的共产党人正是不忘“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初心使命， 为赢得脱贫攻坚战役的最终
胜利踔厉奋发、无私奉献。 成大事者，必
有奇志。 宣汉人民在大巴山奏响了脱贫
攻坚的时代强音， 背后必然有强大的理
想信念作为永不枯竭的力量之源。 作者
回望宣汉历史， 探索激励一代又一代宣
汉儿女的精神之力。

上卷“红的是旗”追随红军的旗帜，
再次追寻宣汉的红色历史。 在革命战争
年代， 以王维舟为代表的宣汉英雄儿女
纷纷慷慨从戎， 红三十三军成为中国军
队建设史上的特例。 红旗在宣汉天空中
飘扬， 红军的种子在宣汉儿女血液里生
根发芽。“红的是旗”塑造了一批宣汉红
军精神的当代继承者们， 张国述、 钱光
明、 李永太……他们发扬革命军旅薪火
相传的忠诚、坚毅、不畏艰难、不惧牺牲
的伟大精神， 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不懈
奋战。《美丽的力量》不仅探索了宣汉人
血脉深处不竭的精神动力， 还刻画出宣
汉人在脱贫攻坚道路中昂扬向上的精神
风貌。

二、追忆历史文化
《美丽的力量》还突出了宣汉县自

身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 拓展了宣汉
摆脱贫困、 走向富裕这一历史性变革的
纵深感。 厚重的历史感和丰富多彩的巴
文化在增添知识性趣味的同时也彰显了
宣汉县特有的文化、历史色彩。 如“长河
如斧” 记述了巴文化代表———罗家坝遗
址重见天日的始末， 让读者领略宣汉先
民———巴人悠久、神秘的文化。 “请到我
们这个世界来看看” 这一节以巴山大峡
谷景区导游赵正英为主人翁， 展示了宣
汉地区土家族民歌的欢快显豁和巴人传
说的多姿多彩，让读者心向往之。 绚烂多
彩的民族文化和历史积淀不仅是令宣汉
人骄傲的精神宝库， 也是助力脱贫攻坚
的宝贵财富。 刘裕国、郑赤鹰抓住了宣汉
人富有智慧的创新创造， 描写了他们依
托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 闯出文旅产业

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巴山大峡谷景区、博
物馆、遗址公园、《梦回巴国》舞台情景
剧，宣汉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将宣汉丰
富深厚的历史文化融入城市规划和产业
建设，实现了文化和经济的双丰收。

三、凸显攻坚克难
宣汉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穷根深、任

务重，让这样一个贫困县“改头换面”绝非
易事。刘裕国、郑赤鹰走访宣汉脱贫攻坚战
地前沿，采访奋战在第一线的干部群众，广
泛搜索脱贫攻坚战役中的材料和事件，凸
显了宣汉人在脱贫攻坚中涌现出的攻坚克
难的感人事迹，歌颂了宣汉人吃得苦、耐得
劳、敢担当的精神品质。 中卷“青的是山”
集中展示了脱贫攻坚道路中宣汉人不断克
服艰难险阻、一往无前的英雄事迹。“山路
何止十八弯”描写了廖从京敢挑重担、迎难
而上， 力保巴山大峡谷景区内环线道路顺
利修建的事迹。“突破口”则集中于修建巴
山大峡谷景区这一影响深远的战略性部
署， 记述了唐廷教等一行人考察旅游景区
的惊险历程。“树一个靶子”以掌舵人陈泽
健的视角为中心， 道出了巴山大峡谷景区
从规划到建设的种种艰辛与不易。《美丽
的力量》通过具体的人物事迹和对话贴近
现场，让读者仿佛身临现场，见证着宣汉脱
贫致富的点滴新变。

四、聚焦美丽新生
《美丽的力量》最终以宣汉和宣汉人

民的美丽新生为收束。 巴山大峡谷建设
是四川省文旅扶贫战略的典型代表，景
区建设也独具特色。 下卷“灰的是岩”围
绕巴山大峡谷的开发展开，描写了巴山大
峡谷给宣汉带来的巨大改变以及无数宣
汉人依靠巴山大峡谷走向富裕的美丽变
化。“大窝村之变”为读者讲述了大窝村
这个极度贫困村向旅游经济示范村的跨
越，记述了彭昌明家依托旅游地建设实现
易地搬迁的可喜变化。 “人生新舞台”则
讲述了宣汉县政府群策群力打造 “梦回
巴国” 剧场、 大型史诗情景剧《梦回巴
国》、梦回巴国演艺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
前后。“不负春光展翅飞”讲述了雷家姊
妹抓住巴山大峡谷景区赋予的机遇，将家
族产业 “燕子酒店” 做大做强的不断突
破。巴山大峡谷承载着宣汉干部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无限期望，定会爆发出更强大的
美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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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文治的长篇小说《深秋的上弦月》以回忆
的底色叙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青春故事。 这让
读者在两方面对这个故事有着浓厚的兴趣， 一是
四十年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帷幕即将开启
的乡土生活，一是致敬“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这本小说“好看”，作家非常善于讲故事。 一
方面，作家编织了一个“一男多女”的多角爱情故
事，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它还是颇有市场的。此外，
小说的后半部分， 为了写出主人公老腊的命运陷
入绝境，在情节设置上又很“虐”，失去领导职位、
失去住房、投靠老领导无望、老父亲患病去世、妻
子怀孕一家人生活无依靠……各种打击接踵而
至。 另一方面，作家表现出娴熟的故事叙述技巧。
小说故事随着人物的人际关系、生活的进展，渐次
打开新的情节，所有的情节发生、延展，都是自然
而然的。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滥觞以来，不少小说没
能讲好故事，小说“好看”成了一个大问题。 《深
秋的上弦月》让读者重新找回阅读的愉快，能做
到这一点，颇为不易，主要原因恐怕在于孟文治的
小说创作根本就不在纯文学的脉络之中。 《深秋
的上弦月》借鉴了中国小说传统，找到了中国人
接受故事最为舒适的方式， 这恐怕是这部小说
“好看”的秘密之一。

《深秋的上弦月》在好看的同时，还是一部好
小说。一方面，在于它的人物塑造，另一方面，在于
它有好的思想内容。

小说写得好， 在于它塑造了能留下深刻印象
的人物形象， 写出了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生活内
容，写出了对人生的深刻体悟。 小说中的老腊、陈
若兰、方俞等，一个个都个性鲜明。除了老腊外，这
些小说人物着墨并不多， 但好多人的性格却活灵
活现，呼之欲出。 这和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有关，
能够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人物性格特征。陈若兰对

于爱情是热烈的，她不顾一切地追求自己的真爱。
方俞既主动大胆去追求老腊， 又有中国传统女性
的美德，甘愿为自己的所爱付出一切。张筱是地委
副书记的女儿， 她对老腊的爱泼辣大胆， 她爱得
深，也爱得理性。 在巴蜀地域文化的呈现方面，小
说写出了男人“耙耳朵”的情况。比如老腊的父亲
被后母苛刻对待、老腊的大哥被大嫂严管、陈若兰
的父亲被母亲数落等都是地域文化影响下比较特
有的“耙耳朵”现象的表现。再说小说对人生感受
体验之深刻。 小说写老腊父亲寒酸凄凉的老年生
活、老腊贸然辞职带来的人生低谷等，都是一个作
者的深切人生体验的书写。我说小说写得好，还在
于它把看似有问题的内容， 写出了它的复杂性和
某些合理性。小说写老腊和陈若兰、方俞之间的三
角恋爱情感纠葛，深入到老腊的心理活动中，描绘
出他的内心矛盾，写出了一个真诚、心地纯洁的男
青年。粗看上去，似乎有借多角恋爱来吸引读者之
嫌，却也是艺术创作的虚构自由和创造性体现，表
达了艺术空间里对于生活理解的“真实”。向阳的
死，表面是为未婚妻情感上的不清白而“情死”，
实际上是作者已经点明的， 对于现实失去可信任
的想法之后绝望赴死。 因而，我们在读《深秋的上
弦月》， 不可简单地被概括出来的故事情节给限
制住， 它还有内在的深层的可供咀嚼品味的对于
人世和人生的认识。

《深秋的上弦月》中有一个值得称赞的设计，
就是老腊他们不期然得到了两箱古书， 这可以成
为小说思想表达上的隐喻。 这两箱古书自然包含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老腊、方俞和向阳对这两
箱古书都很喜爱，老腊在业余的时间，都沉浸于整
理这一古籍之中。也许，这两箱古书在预示着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中将要起着重大作用。 在《深秋的上弦月》中，我

们看到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得到了弘扬。 小说特别
突出地写到了“孝顺”文化。老腊担忧老父亲境况
不好，替父偿还“酒债”，安排老父亲的吃食等，结
婚之际又把父母接到身边来孝敬。 老腊命运陷入
低谷时，思虑中也包含孝敬父亲的内容。老腊的同
事朋友向阳也是一个孝顺的青年，向阳在绝笔中，
还不忘请求未婚妻若兰在年节时祭奠一下他的母
亲。 四十年来，西风东渐，很多现代文化进入到我
们的思想文化与生活中， 我们也看到中国自身的
传统文化遭到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坚定
中国文化自信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包括优
秀传统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得到了提倡和弘
扬。 在这个意义上，《深秋的上弦月》故事展开的
同时，不留余力地肯定传统文化，彰显了这部小说
思想内容上的价值。

《深秋的上弦月》是一本清爽干净、思想纯正
的书，从这本多角恋爱小说的小说中，找不到供人
猎奇、寻求感官刺激的低俗内容。 它是一部好看的
小说，通过高明、娴熟的叙事技巧讲述故事，以主人
公“一路开挂“”的上升人生、进而又连遭厄运的
“降序”故事来吸引读者。同时它又是一本“好”小
说， 它以一个经历了人生绝大部分风景的过来人
（作者孟文治） 的全部人生体验和感悟作为底色，
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方式，引领你进入改革开放前的
中国、进入到每一个人时时回眸的青春期，释卷之
际，你会感觉出有几分留恋，也感到了这本书的丰
富与丰厚。 特别是当你听说，这本书最初是写出来
安慰正在病重中的兄弟，你也许就能理解，为什么
《深秋的上弦月》会具有独异的品格了。

如果要更高地要求《深秋的上弦月》，我想，历
史的书写更清晰些，时代的精神命题开掘得更深广
些，传统文化的追寻更深邃些，那么，这本“好看”
的“好“小说，就能够走得更加稳健，更加久远。

□ 郭名华

———评孟文治长篇小说《深秋的上弦月》
重重返返八八十十年年代代青青春春叙叙事事的的新新篇篇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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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雷

———简评廖伯逊长篇报告文学《天鸟》

彝风汉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