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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是
当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题主线，脱
贫攻坚主题创作也是作家们目前面临的
最重大，也是最切近现实、意义深远的一
个创作题材，是一座文学富矿。脱贫攻
坚，这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
中的千古一梦，也是千年等一回的世界
奇迹、人间传奇，怎么来书写，怎么来表
现，我认为都不为过。我们希望出现更

多、更大的讴歌脱贫攻坚主题的创作潮。
沈洋关于脱贫攻坚主题的长篇报告

文学《磅礴大地——昭通扶贫记》（云南
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就是一
部令人关注的作品，这是一部全方位、立
体式、多角度给读者呈现昭通巨变的作
品。很明显，这部报告文学贯穿了作者的
家乡情结和家国情怀。沈洋生活成长的
地方叫大山包，他对故乡怀有深切的感
情，他在微信朋友圈经常发有关家乡的
照片、宣传语、诗歌和歌曲，发布家乡的
人和事的新闻，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作者
对于故乡大地的深厚情感。

《磅礴大地》的选材显示出鲜明的独
特性。在选材上，作者以昭通这个乌蒙山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为样本，具有典型性。
地处乌蒙山区的昭通，是一个特别贫困
的地方，可以说是全国脱贫最艰难、任务
最艰巨的一个地方，其贫困的原因，有各
种因素的叠加，有自然环境的恶劣，自然
资源的匮乏，道路交通的滞后，发展基础
的薄弱，加之人口素质相对较低，也有传
统陋习、文化心理的制约等等。昭通要脱
贫，难度很大。沈洋把视角对准昭通大地
的精准脱贫，题材本身就具有鲜明的独
特性。

沈洋描写昭通在扶贫脱贫的切入点
是非常独特的。譬如聚焦昭通苹果、洋
芋、天麻，作品中从产业扶贫方面，昭通
苹果、洋芋、天麻都有大篇幅解读，从品
种选择、种植技术革新、土地流转、科技

提升等，都有详尽的挖掘。特别是作者讲
述当年吃洋芋的一些记忆让人印象深
刻。昭通在如何扶贫脱贫方面的一些举
措做法，包括沈洋作品里写到昭通苹果
庄园建设中“土金+劳金，二金富农；外
龙加土龙，二龙治土；一产+二产+三产，
三产融合”等等，归纳概括了一些脱贫的
好做法，都是独特的。作品描写了大量地
方性的事物，譬如写到昭通这个地方虽
然比较偏远，但是这里喝的水却绝对是
一流的，叫竹根水，烧竹根水的水壶，烧
了几十年都没有水垢。作品中还有大量
的历史文化的元素，诸多独特的地方性
的事物表达，这些都使得这部作品显得
与众不同。

这部作品的主题聚焦汇聚磅礴力量
共铸小康大梦，书写了时代滚滚向前的
洪流，书写了当下热火朝天的发展变迁。
记录了在乌蒙大地上兴起的脱贫攻坚这
股热潮，彰显的是时代变革的磅礴伟力，
这个主题也正是今天关于脱贫攻坚题材
创作所要大力倡导的。

《磅礴大地》采取的是一种“百科全
书式”的书写。整部作品20万字，分10个
章节：一树苹果香秋城、土豆花开是故
乡、安得广厦千万间、银色铝谷造金山、
昭明通达奔四方、一江灯火照万家、绿水
青山润乌蒙、凤凰涅槃龙头山、家国情怀
写春秋、乌蒙磅礴走泥丸。这种写法很有
特点，也是很可取的。作品包含有地理人
文，有民族文化，有经济、生态，动物、植

物、作物，包括道路交通、灾后重建、历史
文献等诸多方面，内容繁富，重点突出，
堪称为“百科全书式”纪实，既有其丰富
性，也体现出了一种写作的难度和用心。
作品也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描摹昭通的
山河，去记录乌蒙山水，写出了昭通的磅
礴气概。《磅礴大地》还有地方志或者地
方史志的意义，这也体现出了报告文学
的独特价值。报告文学的价值经常都是
报告大于文学的，因为对于地方性事物、
知识、内容的报告性记述与描写，如地
理、交通、历史文化、风情民俗、传说故事
等等，都有历史学、民俗学甚至人类学的
意义和价值，《磅礴大地》中的很多资料，
将来可以成为编纂昭通市志、县志参考
的蓝本，也是昭通历史、云南历史书写的
一部分，实际上也可作为一种地方性的
教材。这也是这部作品一个鲜明的特色
和亮点。

沈洋是作为一名小说家开始创作
的，从事长篇报告文学写作应该是一种
新尝试。面对现实题材，小说家可以发挥
小说家的优势，讲故事，把现实的东西变
为传奇，这就是功夫。如果说《磅礴大地》
还存在不足的话，我以为，题材内容选择
上稍嫌细碎，假如把更具代表性的内容
进一步拓深，同时舍去一些不必要的枝
枝蔓蔓，特别是在作品的可读性上再下
些功夫，那么这部作品的生动性和感染
力就会更强，更吸引人。我们期待沈洋写
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在傣族社会中，相勐被称为老祖，
影响深远。史诗《相勐》的收集始于1962
年，1978年这部由岩峰、王松整理的史
诗经过劫难，才最终与读者见面。

《相勐》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把读
者带进神话般的绿色森林，以舒缓细腻
的诗行，展现出翡翠一样碧绿的田园，以
及发生在这片净土里跌宕起伏的爱情、战
争故事，唯美的叙述，让读者释卷不能。

史诗主人公相勐是小国勐维扎的
第三个王子。他的大哥继承了父亲的王
位，二哥在战胜了魔鬼的考验之后，当
了另一国勐巴坚达的国王。相勐不满足
宫廷的生活，要求父王让他到老百姓中
间去学做人的本领。他离开宫廷独自走
进茫茫的森林，像一只金鹿那样欢快地
游猎。一天，在金湖边突然听到哭声，他
一剑劈开了严实的石门，原来是一位美
丽的姑娘在里面哭泣，她叫婻西里总
布，是强大的勐荷傣国的公主。她的哥
哥沙瓦里有征服 101个国家的野心，利
用比武招亲的办法，将公主许给了另一
个国家勐瓦蒂的王子貌舒莱为妻，以缔
结军事联盟。正当婻西里总布为自己命
运叹息的时候，一阵飓风过后魔鬼将她
摄走。幸得相勐的救助，魔鬼被射死，公
主对相勐产生了爱慕之情。

当相勐得知公主的哥哥已将他许
给了貌舒莱以后，打算把公主送回她的
家乡后便悄悄离开，但是公主的爱情非
常坚贞。相勐为免百姓遭受战争涂炭，
在进城之前，将武器埋藏在一棵树下，
企图用仁义去感化沙瓦里。骄横的沙瓦
里看不起这个小国的王子，以怨报德，
反诬相勐是拐走妹妹的魔鬼，下令当晚
将相勐处死，幸得四位看守城门的小官
所抵制，逃回了自己的家乡。沙瓦里下
令追击。为了保护两国的老百姓，相勐

先派使臣带上聘礼和书信到勐荷傣去
求婚，未获成功。孟荷傣的军师是巫师
维罗哈，对沙瓦里不但不调解劝说，反
而一味地煽动，战事一触即发。正义的
勐维扎联合了盟邦，在相勐的指挥下迎
战。《相勐》用了较多的篇幅描绘战斗场
面，参加的除了将士，还有受过训练的
战象，从早上到黄昏，双方激烈地拼杀，
相勐终于射死了貌舒莱，用计消灭了军
师维罗哈，活捉了沙瓦里。

正义战胜邪恶，智慧战胜骄横。战
事结束以后，沙瓦里因羞愤病死，相勐
与公主结婚，并应勐荷傣老国王的请
求，继承了王位，统一了森林中101个国
家。101是傣族民间作品里常见的虚数，
无非说明那是一个氏族部落林立、弱肉
强食的时期，为确保安全，必须与邻近
部落联盟，而亲属之间的联盟又更为牢
固。《相勐》表现的是“让和平的百姓世
代在桥梁上来来往往”的主题。

根据傣文古籍《论傣族诗歌》所说，
《相勐》产生在傣族历史上的绿叶信时
代后期。关于“绿叶信时代”，傣族社会
有一则传说：一位善良的青年，为了寻
找幸福和光明，告别了未婚妻到远方
去。未婚妻送他一只金鹦鹉作使者，往返
传递他们刻在芭蕉叶上的情书。青年越
走越远。芭蕉叶会干枯，他们中断了信
息。青年无意中在森林里发现小黑虫从
贝叶上爬过的纹路，即使贝叶枯了纹路
依然清晰，贝叶亦不碎裂。于是，青年开
始在贝叶上刻字，又恢复了他和未婚妻
的联系。傣族历史上把这个时期称为用
绿叶写信的时代。绿叶信时代后期，据说
傣族的诗歌便进入了最兴旺的“凤凰诗”
时代。这时傣族地区的佛寺已很普遍。

《相勐》以傣族地区群众最熟悉的
事物起兴，使诗歌充满诗情画意。当婻

西里总布看到英俊的王子相勐时，“像
黑夜里看见一盏明灯，像口渴时遇见一
眼水井”，公主的心灵闪现出生命的别
样光环，从绝望中走了出来。而与婻西
里总布一见钟情的相勐，对公主充满爱
怜，要“用彩云揩去她眼角的忧愁，用知
音洗去她心灵的创伤”，“如果爱神已为
我们撒下种子，请把我的名字告诉我们
的花朵”。这种纯美意象的营造，使故事
充满温情与浪漫。当他们真正结合后，
感情进一步升华。婻西里总布心中的王
子完美得无以复加：“相勐的手是一把
勇敢的剑，相勐的心是一座美丽的花
园。”他对这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发
誓：“如果你是一只小鸟，妻子愿意化作
一对翅膀；如果你是一条小河，妻子就
是河里的鱼、田里的秧。”

史诗描绘了傣族人居住的美丽原
野，令人神往：“无边的坝子翠绿如荫，
淙淙的溪水绕着竹楼人家，密密的椰树
顶着蓝天，高高的佛塔挂满彩霞。”“幽
静的山泉是白鸟的乐园，成群的孔雀在
泉边梳妆打扮，成群的金鹿在泉边嬉
戏，成群的蝴蝶绕着泉水飞舞。”在这样
的原野中，王子相勐“天亮时，他跟彩云
一道起床；天黑时，他跟白鸟一道住
宿。”森林宁静空寂，让徜徉其间的王子
流连忘返：“黄昏扇着翅膀来到森林，黑
纱笼罩着远方的山岭。”

以托物起兴写公主的美丽善良，让
人觉得公主就是大美自然中的一部分：

“公主的名字叫婻西里总布，盛开的荷
花上闪着一对珍珠，在她的面前孔雀失
去光泽，明月也蒙上一层纱雾。”“桂冠
上最亮的明珠，森林里最美的孔雀。”勐
维扎王子相勐：“勐维扎的王子跟菩提
树一样，每根头发都是翠绿的枝叶，心
灵像金鹿一样善良。”

而敌人的肖像却是这样的：“他们
的身上挂满宝石，心灵却像粪草一样肮
脏。”勐瓦蒂的貌舒来：“前世是一只公
虎，现在是一只公狼，手脚比虎狼还粗
鲁，心灵比粪草还肮脏。他想先揉尽天
下的鲜花，然后再做森林里的霸主。”

诗行充满哲理，让读者回味无穷：
“有灯光就不怕黑暗，有热血就不怕寒
冷。”“不要把臭水当成清泉，不要把粪
土当成黄金。”“不正义的剑再锐利也会
断。”“不要拿起火烧自己的村庄，不要
挥起斧子砍自己的森林。”“无理的人说
话不会脸红。”

正如史诗描写的那样：“纵然屠刀要
夺去我的生命，我也会变成占芭花瓣上
的一滴露珠。”长诗《相勐》就是民族文学
史上一滴露珠，永远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民族文化探薮

占芭花瓣上的一滴露珠
——傣族英雄史诗《相勐》赏析 李成生

就陆蔚的《呈贡小古城村志》一书，
我想谈一点对乡村志书的一点感想。

一般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
没有中断的文明。《三国演义》开篇说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对
此，我们长期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历史上
统一的时间远远超过分裂的时间，但历
史学家葛剑雄先生在《统一与分裂——
中国历史的启示》这本书中作了统计，
结论却是分裂的时间要比统一的时间
长。为什么中国曾经经历了那么多的战
乱、灾害，以及改朝换代，中华文明却没
有被中断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从基
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
通《乡土中国》），而乡村一级的社会往
往都没有遭到较大的破坏。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定义，“士绅”是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一定地位、发挥
一定功能的一个阶层，他们可以是退任
官僚或其亲属，也可以是受过教育的地
主。由于科举的性质，这些士绅一般都
是受教育阶层，并且往往因此区别于当
地的其他百姓，他们对于保存传统文化
具有特别的贡献。

在地方的行政运作中，士绅主持地

方公共工程和福利、教育等，以礼仪、乡
评等方式维持乡土社会的日常秩序，并
往往充当百姓和官吏之间的调停人，提
供行政建议。在《中国士绅》中，费孝通
笔下的士绅大多是以伦理的传承者和
道统的捍卫者角色出现。而瞿同祖先生
在《清代地方政府》中指出，士绅还有另
一种形象：普遍逃避田赋，为普通百姓
充当缴税代理人(“包揽钱粮”)，以此赚
取税率差价。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主要是由于这
是一个由城市主导的时代，“一切的路都
向城市去”（凡尔哈伦《城市》），在我国则
还因为近百年的政治运动几乎都以否定
传统社会和文化为基调，导致中国传统
上的士绅阶层逐渐消失了。在这一历史
过程中，中国的乡村逐渐失去了它在传
统社会中承载社会文明的功能，而变成
城市的附属区域。因此，当代的乡村志
书，如果能够详细记录当地发生这一变
化的历程，就会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问题在于具体记录什么内容，以及
如何记录这些内容。云南省内的村志虽
已出过一些，但总体上看为数还不多。
《呈贡小古城村志》这部书稿，既与历史

上常见的地方志的写法不同，也区别于
现代的地方志和年鉴，其中的一致与差
别，都是很有趣的现象，值得琢磨。

在历史上，地方志往往只做到省
志、府志、县志，它们主要是一些综合性
方志。有人统计，我国现存的地方志有
8000多种（据何炳棣先生在《读史阅世
六十年》中所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
书馆等机构所藏中国地方志总量不
小），大于省一级行政单位的地方志（如
《华阳国志》）极为少见，而小于县一级
行政单位的地方志则主要是一些非综
合性、非行政区域性的志书（如《黑盐井
志》《鸡足山志》）。它们或追求资料性，
或追求学术性，或二者兼顾，有独特的
写作体例和格式。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的《历史三调：
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讨论
了“了解历史的意义、探寻并最终认识
历史真相”的三个途径，即事件、经历和
神话。其中，事件部分是历史学家笔下
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经历部分是义和
团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以及当时的观察
者的思想、感受和行动等各种经历（但
他们的看法与后来的历史学家的看法

大为不同），神话部分是后人是如何围
绕义和团运动本身而产生的各种神话
化了的历史。根据柯文的理论，从书写
乡村志书这一点出发，小古城村的方志
所记录的内容当然就应该是记录者以
及其他村民在当时的各种经历。但小古
城村此前并没有自己的村志，所以，在
借鉴甚至使用其他文本的相关材料时，
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事件性质和“神话”
性质的材料及书写方式。

这里的要点在于，乡土志书记录当
地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风俗习惯等等
地方知识，就是记录当地的历史与文明，
而若干部这样的乡土志书汇集起来，就
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华文明史。因此，在
一部乡村志书之中，如果把所书写的各
种材料、内容的来源区别开来（例如分为
摘录文献、访谈村民、碑石账簿、作者判
断等），也就把这种地方性的微观的和具
体的历史，上升到了文明史的程度。

《呈贡小古城村志》的出版，将会对
于不同的使用者都有特定的价值。同
时，我也期望更多乡村也都写出自己的
地方志，记录下中华文明的微观的和具
体的历史，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迹。

拿到马瑞麟先生的这本诗文集，
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我有一种
期待，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用星月的光
辉，去照亮前进的新路的。

拜读《星月集》，我读到了 90岁
高龄的马老那如同孩子般纯净的心
灵，从诗中也读到了母爱的光辉。马
老以火热的激情，饱含深情的笔调，
描绘出一幅幅爱国、爱家、爱故土的
图画。

“星月”是作者心目中用文化连
缀起的星斗图，诗人通过 27篇文章，
58首诗，10篇散文诗，20首微型诗就
把他心目中的星空，点缀得无比灿
烂，反映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信
仰。文中也缅怀了一些故旧师友，见
证了时代的变迁，讲述了一些英雄人
物，同时又观照了普通大众。读完诗
集，你的思绪也会随之跨越大江南
北，一起回到那些激情岁月里。

从艺术的表现形式来说，《星月
集》意境轻盈、优美，语言质朴、浅显
易懂；诗文具有鲜明的音乐性，节奏
感强，读来铿锵有力。其总体形式又
是新颖活泼的散文、散文诗，高度概
括的隽永的诗歌、微型诗，给人以清
新、愉悦之感。又都含有深刻的哲理，
充分表现了诗人赤子情怀、亲情友
情、童心母爱、自然之美。寓理于情，
寄情于景，使理、情、景达到了紧密和
谐的高度统一。

诗人在《板栗花开的时候》一文
中写道：“每当板栗花开放的时候，人
们都会沉入那深深的甜蜜的回忆。”
丹桂村的村民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
回忆毛主席，回忆共产党，这种爱是
多么的坚定！

在《心头淌着暖流》一文里我读
到这些句子：“我们下决心：要为这个
温暖的大家庭歌唱一辈子！/我爱我
的民族，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使我的
民族和我的祖国日愈繁荣昌盛的伟
大的党。云雀永远把它的歌献给高高
的蓝天；我的歌，也将永远献给我的
民族，献给我的祖国，献给我的

党！……”这是流淌在心窝里的肺腑
之言！在《谈马骢的抗战诗》中，马骢
慷慨激昂地说：“艰危时局赖人扶，责
与兴亡重匹夫。”因为有千千万万个
无名的爱国挑夫，有像马骢一样的爱
国志士，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故乡有永远说不完，写不完的恩
情。《顺城小楼》《马店沧桑》《一朵亮
亮的浪花》，正如马老所说：“那些故
事，滋养着生命的家园，记录着生命
家园的过去，仰望着生命家园的未
来。”在《父亲的黑布袄》中，当我读到
父亲已去世很多年，但是父亲的黑布
袄却一直留在马老的记忆里，我心中
感到十分酸楚。马老用诗和散文诗共
同来解读《母亲》的：“在这条小路上，
我时时听到母亲甜甜的呼唤，我时时
看到母亲甜甜的微笑，我时时享受到
母亲甜甜的慈爱。”故乡就是留在心
中的天堂。

《抚仙湖畔情依依》《忆翻译家纳
训先生》《忆纳忠教授》《诗魂》《<彩虹
>的创作与阿译》等，通过与大师交往
的点滴故事的渗透，书写了浓浓的师
友情谊。其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忆
翻译家纳训先生》一文，从中让我看到
了《一千零一夜》的译者，著名回族翻
译家纳训先生对工作严谨、认真负责、
忘我付出的态度。也知道了翻译《一千
零一夜》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感人故
事，作为作家、翻译家高尚的艺术良
心，纳训先生是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
度去翻译《一千零一夜》的，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坚决删除了有7000字粗俗
不堪的 7篇小故事，坚决增添了长达
近10万字的两篇流传极广的长故事，
这是广大读者鲜为人知的浓墨重彩的
一笔，两篇文章的标题为：《阿里巴巴
和四十大盗的故事》《阿拉丁和神灯的
故事》，而这也恰恰是孩子们最喜爱
的、流传最广泛的两则故事。

“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查
慎行语）愿马老的诗文能散作满天的
星河，光辉熠熠，流淌进更多读者的
心灵。

彝族作家毕自荣的散文集《一路
风景》(德宏民族出版社 2019年 5月
版）近日出版。书中开篇《人生如旅，一
路风景》，我以为是全书的提纲：要“在
欣赏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才能得
到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世界之所以
美，就在于它有缺陷，就在于它有希
望，就在于它有想象”，作者用寥寥数
语就把他对世界的认知说得很明白：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只
在乎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

全书围绕“一路风景”展开了叙
述，像《永远的红十字保健箱》《妈妈
永远在我身边》《大山的启迪》《我的
山寨我的家》《女儿国的夜晚》《醉爱
巴厘岛》……等等，都是作者心路历
程的描绘,像一幅幅照片一样生动,正
如作家所说的,走到哪里写到哪里,走
到哪里拍照到哪里，是“触景生情，因
情赋理。静心谛听与凝神捕捉”。

毕自荣出生在弥勒西山的阿细
大山里，从他的《阅读父爱》《我的山
寨我的家》等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
出身环境对其成长起到了决定性作
用，因为父亲从小吃过没文化的苦，
所以有立志办学的愿望，这也让作者
自小就有了自己奋斗的目标，在《三
间瓦房》一文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描
写：松毛火照着 18颗黝黑的面孔，18
条汉子 36只眼睛只盯着那块石碑发
呆，他们一字不识，没有成家的父亲
愤怒地对着原始森林，也对着自己的
灵魂，更对着自己的伙伴大声喊叫：
将来不为我儿子识文断字誓不为
父……”一个活生生的父亲形象呼之

欲出，朴素而感人。书中还有许多描
写故乡的篇章，尤其是第二辑《大山
情怀 立体诗歌》，每一篇都是乡愁的
见证，我最难忘的《我的山寨我的家》
《故乡的热土》《三间瓦房》《回到山
寨》等篇章，当年都是刊载在《云南日
报》《红河日报》《当代写作》《云南少
数民族作家作品选》等报刊、书籍上，
再次重读还是感觉格外地温暖，亲
切，就像作者本人在《我的山寨我的
家里》说的：回家，为漂泊的心灵充
电。回家，当是一种归属。

退休后毕自荣钟情于旅游。九寨
沟、涠洲岛、济州岛乃至于印尼的巴
厘岛、英国的康桥，每一个地方无不
留下他深情的文字，一种跨地域写作
的风格也呈现在读者面前，尤其是他
到朝鲜后写的鸭绿江，其文字的宽度
和长度让人耳目一新，看来“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这句话不是空吼出来
的，关键是要去实践，去行动，在力所
能及的情况下多走走，多看看，方能
重新写出引人入胜的作品。

“创作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能写出什么样
的句子；你是什么样的命运，就会捧
出什么样的作品。要改变你的语言，
首先要改变你的生活。”这是著名作
家李修文说的。我认为这对于激励毕
自荣的写作很合适，与共和国同龄的
毕自荣，在文学写作上一直砥砺前行
并收获着果实，《一路风景》全书中的
91篇作品就是他努力写作的见证，对
文学的热爱让其在写作的溪流中不
时跳跃出一簇一簇的浪花。

新书推介

道尽人间浓厚情
——散文集《一路风景》读后 南 山

《汪家堂文集》（著述卷、译作卷）
日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2019
年5月第一版）。

汪家堂（1962—2014）系我国著名
哲学学者，他虽英年早逝，但其约 400
万字的著述与译作，是深耕于近现代
欧陆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以及生
命-医学伦理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成
果。这套共 13分册的《汪家堂文集》
（著述卷、译作卷）基本涵盖了作者毕
生的著译：《死与思》是作者对死亡哲
学的深度思考；《自我的觉悟》和《汪家
堂讲德里达》是对笛卡尔、胡塞尔与德
里达学说的总结与评价；《生命的关
怀》是伦理学著述；而译作《论文字学》
《活的隐喻》则是有关德里达、利科代
表作的经典译本……《文集》对汪家堂
先生对当代学术与思想所作贡献作了
集中的展示。

郑千山

描摹星空的老人
——马瑞麟《星月集》浅评 毛秋实

新书架

《汪家堂文集》出版

书香云南

以深情写出昭通磅礴气概
——读长篇报告文学《磅礴大地》

李朝全

读书随笔

乡村志书的价值 张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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