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呼唤新工业诗歌写作崛起

11
2020年11月27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田恬 视觉编辑：喻萍
电子邮箱：hbrbds@163.com

在诚意与敬畏的相遇中叙写情致 ——评《巴金创作艺术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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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敬

在《旅行中的文学课》（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 9月出版）作
者卢桢看来，文学旅行就是以文学
朝圣为动机，围绕作家文学发生地
开展的游览活动，而“抵达现场就
是旅行的全部意义”，只有抵达，才
能在亲手抚摸文人墓碑的“再没有
更近的接近”中，听到内心深藏的
声音，享受灵魂与先贤的对话。

纵观全书，在“文学旅行”的主
题下，全部作品分作“欧陆光影”

“亚非土地”“南美天空”三辑，作者
以虔敬而执着的本心，以丰沛而细
腻的情感，以诗意而灵动的文笔，
记录并再现了自己在世界各国探
访文人故里、拜谒作家墓地、追慕
文学传说、游览文学博物馆，以及
亲身体验一些国家特色“文学之
旅”的感悟与思考。换言之，作者希
冀并践行的是“始于风景，止于诗
心”的抵达，是探寻，是聆听，是怀
想，是在雨果、略萨、王尔德、普希
金等几十位大文豪、大诗人的故
居、家乡、墓地及纪念馆、博物馆等
处，做一回他们的学生——那一堂
堂文学课，无声胜有声。捧读此书，
眼前那一朵朵文学与旅行融合碰
撞出的思想之花会次第绽放，馨香

暗溢，明丽幽婉，伴随着一颗颗怦
然跳动的朝圣之心，重回文学发生
现场，去发掘并感受大师们的别样
情怀、百味人生……

与书名的“一本正经”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一节节“文学课”之名
的别具匠心，诸如“尤利西斯在脚
下生根发芽”“疯子才懂夜的黑”

“查令十字路 84 号的‘不二情书’”
等。但作者却非故弄玄虚、哗众取
宠，往往是潜心读完全篇，回头细
一思量，那标题的前卫精妙与切中
肯綮才豁然显现，令人叹服。的确，
作者崇尚的是文学旅行中个人创
造力的发挥，是独特的细节经验，
是精神地理的越来越丰富，从而愈
加接近文学作品的真实，以“激发
我们重新在现实中审视经典文学，
甚至产生一种亲历经典诞生过程

的鲜活感受”。譬如，他认为“读雪
莱的诗最好结合雪莱的传记一起
来看，就此你便能理解此岸的诗人
徐志摩为什么将雪莱的诗视为圭
臬”，在对比中，赞誉两位诗人是隔
空对唱的“此岸之黄鹂与彼岸之云
雀”，那向日而生的炽烈生命，则如
伊卡洛斯的翅膀。

作者坦言，抵达是一种仪式，
抵达的目的是召唤既往的阅读体
验，鞭策我们在精神腾跃之后探秘
新的王国，无论是雨果的中国梦，
还是那家名叫浮士德的餐厅，抑或
是哈菲兹的夜莺……每一次抵达，
每一次瞻仰，每一次思索，都是从
文学角度来解读文学、解读作家，
也都是从地理、历史层面解读文
学、解读作家。我们不得不感慨，那
些跨越时空而来的文豪们，是目光

穿透岁月、讽喻世情人性、预言社
会发展的最敬业、最优秀，也是最
富于诗意想象的“精神导游”。

同许多文朋诗友一样，对那种
“文不够，图来凑”的书籍版本，笔
者向来不屑一顾。然而，此书中的
摄影插图，却截然不同，且不可或
缺，即便是一块铭牌、一尊雕像、一
根手杖，都是作者在朝圣之心的驱
使下，复以一个文学院教授的眼光
拍摄的。尤其是部分照片的获得殊
为不易，令无缘得见原物的读者眼
界大开，遐思联翩。而照片与文字，
每每相得益彰，便会引领我们穿越
万重山水，轻拂时光尘埃，来到文
豪的身边，亲聆先贤大师的教诲，
由此，“我们对美的感悟愈发敏感，
我们的视野则向光明和开阔延
伸”。

□周思明

何为“新工业诗歌”？笔者认
为，它伴随着中国进入工业革命以
及科技创新的兴起，赋予诗歌以新
的特质，写作者以当下中国城市工
业发展为题材和切入点。龙小龙组
诗《新工业叙事》和王二冬组诗《快
递中国》等作品，可谓新工业诗歌
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新工业诗歌
的特质，表现了写作者对工业在中
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意义有了最
早的自觉，折射出中国工业经济发
展的风采。

此前，作为新工业诗歌的前
身，打工诗歌的存在形态却不是这
样。当然，打工诗歌在中国当代文学
史上的意义也是重要的，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底层色彩。即
使在低俗化思潮的冲击下，打工诗
歌仍然倔强存在并曲折成长着。但
如果严格地审视，打工诗歌整体上
仍是平民化、粗加工，缺少新工业诗

歌的文化自觉和“新工业”气质。新
工业诗歌对汉诗传统有着自觉的承
接和发展，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
个性。新工业诗歌写作者在整体的
浓郁情感氛围中，凸显了对时代的
新感觉，最重要的，还在于对新工业
时代的诗意表达──原生态的词语
塑型与抒写能力，以及对新工业时
空的诗意结构能力。其中一些抒情
诗，还汲取了现代“智性诗歌”的有
益成分，运用曲折复杂的现代修辞
技艺，以及对生命体验的多方面吟
述，避开了以往抒情诗中的滥情易
感、缺乏本真细节经验等险境，进而
获得新工业诗歌的旺盛生命力。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南方
掀起的波澜壮阔的打工潮，某种意
义上是新工业诗歌诞生的土壤和
基础。打工诗歌作为“打工文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呈现着一种“底层
书写”性质，传达打工者不加伪饰
的心声，是一种原生态的诗歌抒
写。打工诗歌是底层打工者本身的

自发写作，其价值不在于它达到了
怎样的审美高度，它之所以受到文
学界和读者的关注，是因为它让萎
靡的诗坛透露了一丝光亮，人们欣
喜地发现，原来诗歌并不是没有希
望的、缺乏力量的，它可以像野草
一样充满勃勃生机。可以肯定的
是，在此类诗歌中，相当一部分是
描写打工者或劳动者自己的生活，
起初多为流水线生活的记录，以及
对家乡亲人的思念。

新工业诗歌与打工诗歌的不
同在于，前者所具有的“新”的意义，
为基层一线的劳动者提升和拓展文
学表现的高度、宽度和深度，使得原
来的打工文学由卑微、尴尬、对抗的

“卑贱意识”向阳光、和谐、尊重的
“高贵意识”转变，更凸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为实现社会公平公
正而做出有意义的文化转型提供了
可能。它提醒底层诗人们，面对公众
读者的阅读期待，面对现代城市文
明的历史大趋势，需要刷新自我，将

人性的真、善、美更好地发掘出来、
书写出来；他们需要从单一的、浅层
的、粗鄙的“怨恨情绪”“狂吐苦水”
中走出来，去拥抱精彩广博的外部
世界；真正将自我从先前的打工文
学偏狭格局中解放出来，向着“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境界
挺进。换言之，身居现代城市基层的
新工业诗歌写作者们，需要在精神
向度与审美向度上有较大提升，实
现自身的审美文化蝶变，使新工业
诗歌真正成为思想性、审美性、艺术
性俱佳的文学板块。

新工业诗歌有一种精神的力
量，它通过自我特质的张扬，影响
广大务工群体，实现自我心灵与命
运的救赎。新工业诗歌写作者追求
能使人变得高大的东西，而不是对
人性进行简化和粗化。新工业诗人
是思考者，他们追求艺术精湛，也
承担社会责任；他们思考自身的生
存发展，也背负民族国家的希望；
他们为自我遭遇的不平呐喊，也为

城市新工业的成长助力；他们敢恨
敢爱，也敢想敢做；他们为企业和
面包打工，同时也为自己的尊严和
自由奋争；他们渴望生存的权利，
更力争自己的文化权利。

诗歌写作说到底是一种关乎
心灵的艺术。新工业诗歌也好，打
工诗歌也好，包括其他诗歌类型，
最终还要摘除掉它们的标签，只剩
下“诗歌”二字。所以，价值和魅力
才是诗人追求的终极目标。鲁迅
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
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
灯火。在这个意义上，新工业诗歌
写作的重要使命和本质要求，决定
了这类诗歌写作范式新的形式和
新的内容。新工业诗歌写作者作为
新时代诗坛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
理应具备勇攀高峰的勇气和信心，
要保持和发扬劳动者文学的原生
态、自然性、大众化风格，让这一诗
歌流派真正成熟起来、强大起来、
宏阔起来。

□田悦芳

巴金的文学独特性是被广泛
认可的。因此，面对巴金的创作艺
术，如何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品评中
呈现洞见、彰显个性，往往考验着
研究者的审美力和思想力。在巴金
研究领域深耕数年的刘福泉教授
和王新玲教授合著的《巴金创作艺
术探究》，便是这样一部带着鲜明
的个性色彩、荡漾着文学感悟的专
著，字里行间渗透着“批评的体
温”。他们在诚意与敬畏的相遇中
叙写情致，为读者理解巴金、走近
巴金提供了一条心灵通道。

《巴金创作艺术探究》是巴金
故居、巴金研究会共同策划的“巴
金研究丛书”系列之一，该丛书目
前已出版 21 部，其学术性、知识性
和史料性都属当下巴金研究成果

中的精品。该著以巴金创作艺术为
研究中心，把其散文创作艺术和小
说创作艺术作为并置的双峰，不再
拘囿于对散文与小说的比较研究
这一繁难之举。这使全书体现出简
明、精巧的研究架构，透露出平实
而清朗的学术诚意，建构起巴金创
作上各具特色的两种艺术空间。

该著艺术分析精致，体现出
“至敬无文”的境界。首先，关于巴
金散文创作艺术的研究，先从总体
上进行综论，然后分别从风格的形
成与发展、美学内涵、无技巧理论、
修辞艺术、忏悔意识、历史反思等
角度进行分论；再结合《随想录》的
开头艺术、怀人散文的真情、同仁
散文的倾向性、早期散文的意象特
色等特定创作向度进行挖掘，把巴
金散文艺术的共性分析与单篇散
文的艺术得失融合研究，凸显巴金

散文在题材选择、境界构建、叙述
安排等方面自成一家的独特性。其
次，关于巴金小说创作艺术的研
究，虽不似散文艺术研究那般细腻
翔实，但更注重以点带面呈现研究
心得。该部分的巴金小说创作艺术
分析，分别针对不同的作品选取了
人物塑造、文化分析、接受研究、影
视改编等角度来展开，虽然研究面
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但所涉及的
作品分析却有着“片面的深刻”，加
之著者的观点明确，分析简练，所
评析的内容涉及古今中外，显示出
较开阔的视野，不失为一部很有特
色的专著。

论析语言流畅而精细，对单部
作品的分析细致而精到，整体研究
的格局显得格外精湛。比如，“读他
的散文，自然流畅，毫无矫揉造作之
感，于平淡中见文采，浅显处出意

境，自然中见严谨，自有一种动人心
魄的艺术力量……”在这里，著者采
用充满人情与感性的文字论析了巴
金散文的温润豁达，读来确能引发
读者对巴老开阔、平和、真诚的人格
深深感佩，对其散文艺术的认同感
油然而生。又如对巴金小说人物形
象的分析，著者既揭示出了人性的

“光”，同时也把它由“暗处”折射出
来的艰难处境进行了挖掘，于是人
物分析的效果更有震撼性，客观上
也体现出了巴金小说创作艺术的独
特之处。

相比较而言，该著在巴金散文
创作艺术与小说创作艺术两个方面
的研究略欠均衡，前者更显丰富扎
实。著者对巴金发表于1921年的散
文《可爱的人》到 1999 年未完稿的
最后一篇散文《怀念振铎》，以及第
一部散文集《海行杂记》到最后的散

文集《再思录》，都有比较深入的论
析，且多有亮点。而该著关于巴金小
说创作艺术的探究，略显单薄，仍有
进一步展开研究的空间。

《巴金创作艺术探究》是一部
凝结了著者多年学术精华与研究
心得的精心之作。著者是在一种娓
娓道来的语调中，感念着巴金那穿
越时光而来的温情与大爱，饱蕴诚
意、充满敬畏，在诚意与敬畏的相
遇中叙写情致，完成了对巴金创作
艺术的探究。对于巴金来说，热情
是火，痛苦是云，云与火的景象下，
走着一个真实的人；对于巴金创作
艺术的探究来说，著者已把云与火
交织融合在一起，用温情与感悟映
照出巴金心灵深处的光辉，赞颂冲
破时代桎梏的力量，驱除奋斗征途
的阴影，向人们散播一种温暖而坚
定的信念。

□尧山壁

长篇纪实文学《熔炉》，
是王金平历时三年时间，进
行资料搜集和实地考察，通
过梳理翔实的资料，并以小
说式的写作方法再现了中
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浆
水 办 学、战 斗 和 生 活 的 历
史。这部作品反映的是中国
共产党及军队在敌后办学，
所谓敌后就是敌占区，在这
样一个艰苦的环境中，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抗大总校
及当地广大军民在这里创
造了抗战史上的奇迹。全书
内容全面且非常细致，其中
的正规化建校、抗大五周年
纪念活动、反扫荡、人物事迹
都描写到位，是一本中国革
命和中国教育史上的百科全
书。本书在研究抗大总校历
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是研究红色文化、激发人们
爱国情怀的重要书目，是河
北纪实文学在红色文化书写
方面重要的收获，可以让更
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传承
我们的红色精神。

作为一部纪实文学作
品，《熔炉》是在深层次上阐
述人民性，这是非常难得的。
作者耗时几年完成这部作
品，也体现了作家的文学态
度和文学使命感，这种写作
品格值得我们学习。历史云
谲波诡，中国革命不是单调
和简单的发展，中国革命胜
利的过程远比与敌人面对面
的搏杀更为曲折，更考验革
命者的智勇心力。抗日战争，
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最
壮烈的民族解放战争，人民
永远不会忘记决定自己命运
的战争，也不会忘记抗大在
这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抗
大造就的抗日干部，抱着坚
定的政治信念，即一定要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着民族
解放抗战到底的坚定爱国主
义理想，是建立全民族抗日
统一战线、夺取抗战胜利的
伟大政治基础，也是抗大精
神的魂之所在。抗大是在政
治环境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座

“战火中的大学”“越抗越
大”，培养出成千上万优秀的
指战员，他们先后奔赴敌后
各个战场，带领部队、民兵和
广大群众进行斗争，让敌人
闻风丧胆，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为人民军队建
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作品深度融合，既反映抗大
总校真实的历史，如何创造条件，如何言传身
教，如何与日军进行斗争，如何帮助地方加强根
据地建设，再现历史细节，同时也将历史发生地
人民群众的状态和丰富的底蕴鲜活饱满地挖掘
了出来。

《熔炉》是一部真实再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
大学的优秀作品。作品将读者带入抗大总校的
学习环境、生活环境和战斗场景中，领悟到他们
的人生理想和家国情怀，从而加深了对共产党
人的理想、信念以及初心的理解。《熔炉》的创作
有三点值得称道：第一，展现出抗大总校敌后办
学的复杂。作品不仅将抗大总校办学及太行山
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脉络梳理得十分清晰，而且
从敌我多方态势等方面写出了抗战历史的极端
复杂性。如，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拉网大
扫荡”，围剿抗大总校，为减少伤亡，避免与敌人
主力硬拼，抗大总校化整为零，突围转移，还在
驻地组成游击小组，协助浆水民兵一起进行反
击；抗大总校的师生，在晋冀边界与敌人周旋，
边战斗边学习。第二，塑造出英雄的群体。作者
通过人物访谈及查阅资料，挖掘了大量历史细
节，塑造了一个英雄群体，整合成一个个英雄故
事。正是有了这些性格鲜明、敢于拼搏的英雄人
物和故事，抗大总校在敌后艰苦环境中办学才
如此可歌可泣，历久弥新。第三，全书还揭示了
人民的力量。抗大总校在浆水办学期间，地方党
政部门和群众，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给抗
大师生腾出房屋、划出山场、缴纳公粮，给抗大
干部代养子女，为保护抗大学员，在日本鬼子面
前视死如归。人民是苦难的承受者，也是革命的
力量源泉。

《熔炉》是一部荡涤心灵的力作，给人以深
深的感动。这本书展现了由共产主义信仰的力
量迸发出的光芒和这种光芒燃烧铸造的忠诚、
坚韧、大无畏，展现出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
精神品格。可以说，贯穿这部作品的抗大精神是
中华民族精神在抗战烽火中所放射的璀璨光
芒，是当代人心中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抗大师
生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大家自己动手筑校舍，
背柴火，开荒种地，大地当课堂，膝盖当课桌。虽
然学习、生活非常艰苦，但广大青年有理想，有
目标，受远大的革命志向和崇高共产主义理想
的鼓舞，抗大到处洋溢着朝气蓬勃、愉快向上的
欢乐气氛。正是在这艰苦的学习、生活环境中，
学员们磨炼了革命意志，培育了艰苦奋斗的作
风。书中铁骨铮铮的抗大师生、抗日军民让人十
分动容，人物的刻画非常精彩。

全书文字富于诗意，细节描写非常到位。采
取浮雕式的写法塑造人物，使作品更立体、透
彻，也使历史更有温度。作品选择了本土化叙述
方式来书写抗大的光荣传统，把抗大精神永远
铭刻，使之激励我们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抗大精神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在和未来。

□郭宝亮

第一次见到俊山兄是在河北
省作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当时他
给我的印象是质朴、实在、很有亲
和力。后来，见面多了，也知道了他
的不少“秘密”：他虽然是个管文艺
的“官”，但却酷爱文学，业余时间
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曾出版过长
篇小说《攀岩世家》、散文集《乡村
情感》、诗集《张俊山短诗选》以及
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是个地地
道道的内行领导。

记得是2010年的一天，俊山兄
寄给我一份他创作完成的长篇小
说《衣钵》的打印稿，希望我提出修
改意见。我认认真真地阅读了原
稿，感到这是一部比较厚重大气的
作品，于是郑重地提了好几条意
见，写在打印稿上。未曾想，还未等
到作品出版，噩耗传来，俊山兄于
2012 年 8 月因病不幸辞世，他的这
部作品似乎也胎死腹中了，令人感
到万分悲伤和遗憾。

2019年年末的一天，俊山兄的
夫人田春秀女士和女儿张蕾女士
找到了我，想要将这部《衣钵》修改
出版，希望我给其作个序，我当然
义不容辞，同时也很欣喜俊山兄的
这部遗作终于要出版了。于是，我

再一次阅读了小说，借此机会，谈
谈对这部作品的粗浅感受。

《衣钵》从 2005 年开始创作，
2009年完成初稿，2010年修改完成
第二稿，前后历时五年，是一部大
气磅礴、充满正气的作品。小说以
太行山腹地的十八盘村为基点，记
述了 1944 年 8月至 1945 年 8月，井
陉、赞皇、元氏、栾城等地人民群众
和八路军联合起来英勇抗击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故事。十八盘村
的高德显家与何玉棠家，还有元氏
南佐镇的刘融家都是当地的大户，
他们既是儿女亲家又互有龃龉，但
在抗日救亡的大局下，他们相互影
响，互为犄角，团结乡亲们与日本
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斗争，得到了八
路军太行一分区和县政府的表彰。
小说描写了大大小小七次战役：八
路军强攻南佐镇，九龙关伏击战，
白城口桃花垴战役，帽山垴战役，
智取豆妪大炮楼，偷袭豆妪火车
站，龙凤山阵地战。这些战役或输
或赢，但都异常惨烈。血战南佐一
役伤亡惨重，帽山垴战役损兵折
将，然而，我军民前仆后继，不屈不
挠，顽强抵抗，表现出可歌可泣的
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腊月初
八，十八盘村的十好汉火烧白城口
侯记草料行，砸了日军的盐店，沉

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侵略者怀恨在心，在除夕之夜包围
了十八盘村，幸好柳细腰机灵，被
抓前摔破灯笼，燃起大火，烧退了
日本侵略者。小说塑造了一批鲜活
的人物形象，如英勇顽强的八路军
独立营营长高长英，机智勇猛的打
铁匠刘黑牛，儒雅多智的说书匠刘
黑丑，美丽娴静大胆心细的妇女主
任刘凤阁；另外，林成、六指、柳细
腰、捞鱼鹳、犟睁眼、陈元、敖敖等
形象也都栩栩如生。

当然，《衣钵》的主要着力点不
完全在于对战争过程的表面描绘
上，而是加大了对战争本身的反
思。小说将对战争的描写镶嵌在对
日常生活的描摹上，旨在表现战争
对人民美好生活的毁灭以及对美
好人性的摧残。小说浓墨重彩地描
写了十八盘村民对生活的热爱。十
八盘村人杰地灵，山姿水色秀丽，
人文底蕴深厚，明代清官海瑞曾路
经此地，留下墨宝，后人建了海瑞
祠。之后，高何两家在此安营扎寨，
繁衍子孙，安居乐业。即便是在日
本人的统治下，十八盘人也是按部
就班地生活着。比如，逢年过节，刘
黑丑的书场照开，高德显家还是要
在三十亩坪摆“八卦黄河阵”，何玉
棠家也要在十八盘盘道上点“火龙

盘山灯”。然而，战争使得这一切成
为泡影，日本人甚至利用十八盘村
人“狂欢”的机会进行偷袭。高家利
用“战余”时间，给在八路军独立营
当营长的儿子高长英娶亲，洞房花
烛夜，高长英却因为对那喜庆的

“红色”的恐惧而逃回部队，把新婚
妻子何灵芝独自扔在了婚房。这一
看似不合情理的描写，实际上真实
表现了战争导致的“血色”恐惧症
的严重后果。小说的结尾，高长英
与日军队长井上岩全被炮声震聋
了耳朵，被强制送去疗伤，正是作
者对战争的反思：战争尽管有正义
与非正义之分，但从人类的意义上
看，战争面前没有赢家，无论输赢
都是人类的悲剧。

《衣钵》在艺术上也颇具匠心。小
说中插入的刘黑丑说《三国》的描写，
占有大量篇幅，像“孟德献刀”“煮酒
论英雄”“祢衡击鼓骂曹”等，联通了
传统文化与所叙现实的关节，使得
小说具有了厚重的历史感。《三国演
义》传达出的智、信、忠、义、勇等民族
精神、民族气节正是十八盘军民所继
承的“衣钵”。小说在结构上分为日、
月两部，用风、雨、雷、水、火等自然现
象与人间百态紧密相连，将人物的
生存状态隐于山水的形态当中。小
说特别注意了对石家庄地区文化名

山的描写，如苍岩山、天桂山、封龙
山、龙凤山等；另外还有对“八卦黄
河阵”“火龙盘山灯”这些颇具民俗
特征的娱乐活动的描写。小说中对
教书先生陈元的书法及其传说的描
写，也颇具传奇色彩：“最引人注目
的是他自制的那支如椽巨笔，这支
笔仅上等马尾毛就用了八斤八两，
蘸一次墨汁需要五十余斤，写一个
字需要几个人研多半天的墨。陈元
用这支笔书写了‘白勺关’三个大
字，用了白布九丈九尺，墨水一百多
斤，被人镌刻在白勺关大峡谷入口
处的悬崖绝壁之上，至今还熠熠生
辉。”这样的掌故在《衣钵》中随处可
见，增添了小说浓郁的文化底蕴。

总之，《衣钵》是一部厚重大气
的作品，语言灵动，文采斐然，表现
出作者驾驭语言的超强能力。《衣
钵》的出版将是河北现实主义文学
的重要收获。

始于风景 止于诗心 ——读《旅行中的文学课》

慷慨悲歌的英雄传奇 ——评张俊山长篇小说《衣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