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集 《心灵
演奏》 由陕西省
太白文艺出版社
出版， 共分为为
《情愫涌动 》《自
然吟唱》《思索之
光》 和 《颂咏故
乡》四个小辑。该
诗集设计庄重淡
雅，朴素温馨。可
读性强， 满满的
正能量， 饱满的
亲情； 故乡情及
山水情， 常常会
激发读者的共鸣
之弦，含蓄丰厚，
情感真挚， 硬朗

而阳光，思想性强。为培养青少年树立人生“三观”
起到阳光向上、正确引领作用。

诗集作者叶柏成，笔名陕南瘦竹，现供职于紫
阳县麻柳镇政府。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省作协会
员、省散文学会会员、省评论家协会会员，文学签
约作家。文学作品刊和艺术评论发于《星星》《诗选
刊》《散文诗》《山东诗人》《陕西日报》等报刊，多次
荣获省市县奖励。著有小说集《听左手与右手讲故
事》和诗集《雨弦风笛》《心灵演奏》，诗歌入选《长
安风诗歌十人选》《当代诗歌 100 人选》。

安康作家说他的诗歌 :将情、景、理融为一体 ,
比喻贴切 ,形象生动 ,思想深刻 ,给读者以启迪、鼓
舞和力量。 著名新锐诗评家陈啊妮评论他的诗集
说：在《心灵演奏》中很难看到胶着难言的焦虑、困
囿和迷茫，诗人处处给予生命内在的敞亮，平淡的
语言如潺潺细流，客观而冷静的诗学态度，诗人始
终在用心完成一个朴素、自然和慈悲的生命命题，
充分诗意化的乡愁和生活挚爱。 （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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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诗人胡坪
的诗集 《深蓝》，日
前由陕西新华出版
传媒集团太白文艺
出版社正式出版。

《深蓝》是作者
的第一部诗集 ，从
1200 余 首 诗 歌 作
品中精选集成 ，计
200 余首 ， 共分为
四辑。第一辑“故土
守望” 主要为对家
国故园的眷恋和热
爱。第二辑“感念岁
月” 主要为日常生
活的体察和感悟 。

第三辑“玫瑰之刺”主要为爱与爱情等情感表达。
第四辑“我思我在”主要为面对生命及命运等现实
的思索和追问。 诗作情感真挚，意象丰沛，兼具感
性抒发和理性思考、日常经验和终极反观，体现了
作者内心深沉而热烈的爱恋、悲喜和感怀。

该诗集由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教授、博导周燕
芬作序，由陕西省作协会员、安康市文艺评论家协
会副主席叶松铖点评，由陕西省书协会员、安康市
书协副主席毛文凯题写书名， 紫阳县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王义萍设计封面。

胡坪出生于陕西紫阳，系中国诗歌学会、省作
协会员， 首届鲁迅文学院自然资源系统作家研修
班学员。有诗歌、散文、评论发表于《延河》《大地文
学》《中华文学》《诗探索》《散文诗世界》等刊物。

（高桂琴）

旬阳籍著名诗人姜华散文诗集《在人间》
里的作品，有刘禹锡诗词作品含蓄委婉，清丽
自然的味道。 显而易见，他在散文诗创作中，
尝试把古诗词创作手法和现代诗创作手法结
合起来，既有唐诗宋词的诗韵，又有现代诗歌
的丽质，更有自己笔走龙蛇的匠心。

姜华的散文诗创作涉猎历史、 自然和亲
情等多个层面。 他在创作题材上追求多样性，
创作风格上追求独特性， 创作语言上追求辨
识性。 豪放与婉约并重，凝练与舒放并重，阳
刚与阴柔并重，传统与现代并重。 他的散文诗
创作，不仅是对一种艺术实践品质的弘扬，更
是一种终极的精神坚守。

纵观《在人间》，作品蕴藏着散文与诗歌
的完美结合。 作者充分展示出了源博的知识
积累和丰沛的想象力，把悲悯、普世、上善和
大爱融为一体。 通过哲理性的思考，把自己的
认知和感受碰撞出来的思想火花， 用散文诗
的形式呈献出来， 让读者尽情享受其赏心悦
目的艺术魅力。

比如，作者在《月落西塘》里写道：“西塘，
一幅身披轻妙的美女出浴图；西塘，一帧纸上

摇曳的南宋水墨画。 ”当我诵读到这样的句子
时， 不仅让我联想到家乡吕河镇平定河流域
莲藕产业种植示范区百亩荷花盛开的胜景，
顿觉耳目一新。 作者善于观察和临摹生活，在
日常场域中常常触景生情，继而笔下生花，从
而终于孕育出源源不绝的华彩乐章。

从姜华的散文诗篇什中可以窥出， 作者
是一位善于捕捉生活特质的性情中人。 他的
《月照西塘》散文诗组章尽现绝妙之笔，语言
张力如若神助。 在《西塘夜寄》中，他写到，“今
夜， 在嘉善西塘镇， 我与一个动词， 相拥而
眠”，“彼时，月登柳梢，四野空晗，清流摇动水
墨，声若丝竹，古镇悠长的鼾声，远远传来，若
流星划过，夜宿西塘，让我有了作古之心”。 作
者此刻已从当下返回南宋，寄情山水，作画吟
诗，意趣盎然，让读者如同身临其境。

姜华的散文诗，我以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其散文诗的“意”和“境”相互交融，不仅
使读者能欣赏到诗中的画面， 又能体会到作
者的心情，感受到了“景中有情，情中有景”的
艺术效果；二是寓情于景，作者把感情融汇于
景物之中， 使读者可以触摸到作者在创作过

程中思想起伏的脉搏；三是情景交融，诗中既
有景物描写又有作者主观感情的宣泄； 四是
因情生景， 诗在字面上没有对客观景物的描
写，但从抒情中能使读者想象到诗中的景物；
五是借物传情。 如《曾经爱过》里的蝴蝶，“现
在，这只蝴蝶从前世飞来，唤我如当初。 正午
的光线有些摇晃，我的思绪一片空白。 一个熟
悉的身影，在书案上疾走。 视野里，那只白蝴
蝶飞过，像一道闪电。 ”

在《在人间》中，姜华用大善和包容的胸
怀检测人生凝望未来， 用自己的心血浇灌生
命绽放的绿叶与花朵。 “一只画眉在山间忧伤
的歌唱，杜鹃花在山野，默默承受着开放的痛
苦”，“把苦难熬成鸡汤， 痛并快乐着”，“光芒
如此公平， 恒久而温暖”。 作者几乎写尽了
对人间世俗的追问和感慨。 《在人间》里呈现
的语言亦很美。 作者写秦岭：“一座山化身为
龙，高挺起雄性的脊梁。 一座山横跨东西，成
为华夏南北分水岭。 ”写巴山：“左手是北方，
右手是江南，一条蜀道，成为千古绝唱。 ”让读
者领略到作者笔锋冲击力带来的语言快感。
作者以其独特的目光扫描自然，审读人生，运

用自由的形式，抒写了自己的心灵潮汐和主观
情绪的觉醒与自赎。

艾青说过，散文诗就是带有很浓诗意的
散文，就是以散文的形式写的诗。 《在人间》
摆脱了散文语言的散漫和抒情诗语言的过
分拘谨 ，使 《在人间 》从内容到形式珠联璧
合。 像一首无韵的诗，一幅立体的画，一首无
声的歌，一尊有生命的雕塑，吸引、调动了读
者阅读的兴趣。

《在人间》从诗歌中汲取精华，用电影蒙太
奇的视觉跳跃和丘陵穿越手法，把一个个丰盈
饱满、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呈现在读者的视野
里。内容集中，情节单纯；自由活泼，舒展自如；
音乐感强，色彩丰富；姿态横生，画面诱人；游
弋于诗和散文之间，成就了《在人间》中的锦秀
华章。

姜华笔名江南雨。 有诗赞江南雨曰：“江
南的雨，缥缥缈缈，脉脉含情。 江南的雨，淅淅
沥沥，滴滴乡愁。 江南的雨，缠缠绵绵，悠悠古
韵。 江南的雨，轰轰烈烈，滚滚豪情。 ”我在想，
这首诗应该是对《在人间》最好解读。 期待诗
人姜华有更多的精品佳作问世。

我一直苦于无法在写生活琐事方面找到
技巧， 苦恼之际读了张斌散文集 《层叠的印
象》，受益匪浅，豁然开朗。感悟出写琐事，就要
出彩于文字之间，印象于深刻之中。 张斌在描
写生活琐事时不事雕琢却能笔下生花，不似渲
染却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值得学习。

《草木陪伴的童年》一文，作家写对“草木”
的热爱：“如同草木对阳光的依恋， 绿叶对根的
情义———我对于草木的深情早已根植于骨血之
中，刻骨铭心。 ”刻骨之爱，只有在语言文字上才
能体现出来。 草原上的孩子总爱在不同的季节
里选择适合自己的娱乐方式， 比如把放牧当作
完成家务的玩乐事：折柳枝做柳笛、把在车上拾
到的不知名的颗粒埋在土里，看着发芽，开花，
对生命产生了好奇和热爱； 夏天在青纱帐里捉
迷藏、把自己扮成小战士玩打仗的游戏、追逐野
兔；秋天看着“衰草凄迷”，而“没有伤秋的情
怀”，兴高采烈地跟着老师采集柴火，以备冬取
暖。 “那些在秋风中晃动的衰草，仿佛在赞许地
点着头。有草木的童年，就有了劳作之乐”；冬天
诱捕麻雀、用树枝做弹弓打靶、在圈养绵羊的劳
作中“体会到了一种生命间的亲近”。 “我记忆中
的那只小羊羔，当时并没有谁为它接生，它却毫

不费力地站立着，可以说是骄傲地站立着，用一
种探询新世界的目光望着我。 当我抱起它的时
候，它友好地依偎在我的怀中。而母羊在吃草之
余，也亲切地嗅着我的手背……童年的草木，带
我亲近自然、热爱生命。 有草木的童年，就有了
大自然生动的课堂。 ”对细节白描的朴实语言，
悟出了生活中的哲理， 四十多年前的童年生活
层叠的印象何其深刻。

《草木陪伴的童年》 一文仅用了两千多字
的篇幅，就把他的童年跃然于纸上，这一定是
他在大脑里经过了一遍遍的过滤，经历了从朦
胧到清晰，从清晰到提炼的净化过程。 他以新
疆的和布克草原为他童年时代的特定成长环
境，以“一岁一枯荣”的草木作为童年成长的底
色， 童年趣事便是他生活与成长的光亮色彩
了。在于张斌语言文字的特效支撑。因此，全篇
避免了具体时间的局限，他的童年生活是在年
复一年的四季草木变换中精彩度过。

《打鼠小记》一文，由夜间听到卧室偶有异
常“响动”，引起有和不可能有老鼠的肯定和否
定。 “然而，鼠辈越来越猖狂，每在夜深人静之
际，窸窸窣窣，有时咯吱咔咔，像不停地撕咬，又
像是津津有味的吃东西”而“招人心烦”。之所以

惊心是之前有过“咬断洗衣机电线”“让我破费。
我很生气，也失了面子”而低估了老鼠的能耐。

作者详写的是“决定消灭之”的灭鼠过程。
从关灯、开灯后的动静，写老鼠的狡猾；从不戴
眼镜、戴眼镜和持剑装睡，到“我把怒火和宝剑
一起刺入床下，一阵猛捅，一阵横扫……”是写
自己与老鼠展开的“智斗”场面。 听声音辩方
位，从“翻滚声和凄惨的叫声”中，分析老鼠可
能被电击，而感到“幸灾乐祸，却不解恨”的彻
骨之恨。 结果呢？ “不见老鼠的踪迹，我只好一
个人站在房中，光着膀子，手持宝剑，惘然四
顾，可恶的鼠辈，我竟拿它毫无办法。 ”这场智
斗交锋，以作者的沮丧宣告失败。 作者的无奈
之感油然而生：“我多么希望面对的是一只老
虎，或者一只勇猛的恶狗，至少可以面对面公
平的决斗，可以勇敢一会。不像老鼠，它只会躲
藏在黑暗之中，躲藏在角角落落里，躲藏在你
够不着的地方，它只会算计……难怪人们把小
人称为鼠辈， 鼠辈的本质和小人确实没有区
别。 人们怕小人不怕君子，如同我怕老鼠不怕
老虎。”生活的感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文章
有了立体感。

打鼠行动在艰难曲折中胜利结束，作家应

当高兴才是。可他的结束语却耐人寻味：“老鼠
走了，屋里安静了。我却有些失落，是一种说不
清，道不明的失落……”这样的留白，这就是语
言美的魅力透出耐人深思的哲理。

作者能把一件又一件平常小事写的精彩
之至，这就是写作的真功夫。 《层叠的印象》一
书语言优美， 但这种优美不是靠华丽的辞藻，
而是靠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思考，用朴素自然
而有略带思考的语言表达。 出彩于语言，印象
于深刻，而深刻来源于他的思考。 我和作者同
事多年，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思考的人。 正
如他在自序中所写“走在街上思考， 忘记和熟
人打个招呼，被误认为目中无人。 一只手拿着
垃圾袋去倒垃圾，另一只手千万不敢拿上礼品
送人，因为陷入了思考，往往会把礼品扔了，把
垃圾送给朋友。 写作是一个苦活儿，叩问灵魂
更是一个伤神的过程，世事迷乱，生活的丰富
和繁杂更是层层叠叠，于是便有了层层叠叠的
印象，有伤感，有快乐，也有痛彻心扉的感悟。”

读《层叠的印象》，我不仅学会了写作琐事
的技巧， 也领悟出写散文重在我观察我思考，
难怪文艺评论家谢有顺说： 研究透彻天地的
人，才能写出有境界的散文。

“我带着儿子翻过大庾岭， 到现在已有 7
个年头了， 在这晚年返回的旅途上穿着的是
地道的黎家服装哈！ ”宋元符三年（1100）七八
月间，大文豪苏轼（号东坡居士）贬居儋州三
年后遇赦，由海南岛北返至廉州（今广西北海
合浦）后，不禁发出这样感叹，并把自己早已
黎化的穿着习惯写进赠友诗中。

他到儋州贬所不久， 便融入当地人的生
活， 才两三个月就有了黎家人装扮。 东坡一
生，因身份变换和性情使然，有过朝服、道服、
农家服等各种不同的穿着， 既反映他生命不
同阶段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价值追求， 也体现
了他所处朝代服饰文化形态方面的 “理性
美”， 尤其是他晚年对黎族衣帽的情有独钟，
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他豪迈个性和注
意情义的体现， 同时彰显了他超然自得的生
活情趣。

苏东坡从宋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
登上海南岛，到元符三年 （1100）六月二十日
夜渡海北返，在琼刚好三年时间。 他得以“苦
雨终风也解晴”， 是因为元符三年正月初八，
年仅 25 岁的哲宗皇帝驾崩，其弟（神宗第 11
子赵佶）徽宗即位，二月大赦天下。

四月，诏令范纯仁等一批前朝被贬的“元祐
党人”徙内郡，同时东坡在列，以琼州别驾、廉州
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由于路途遥远，五月移廉
诰命才送达桄榔庵。 东坡六月中旬离开昌化军
（今儋州中和镇），别海南黎民，如远游般“忽然
跨海去”，于同年七月四日到达廉州贬所。

东坡约在二月底、三月初，始得哲宗崩逝
消息。 哲宗赵煦是他的君亲，也是他的学生，
两人有一种割不断的君臣师生关系。 但因是
罪官， 东坡不敢作挽词， 只在北归途中所写
《次韵韶守狄大夫见赠》的一首诗中，表达其
悲痛和追忆哲宗的复杂感情：“万里归来空泣
血，七年供奉殿西廊。 ”

初得消息时，东坡便遵制成服，以示非常
尊重。 成服即盛服，旧时丧礼大殓之后，亲属
按照与死者关系的亲疏穿上不同的丧服，叫
“成服”，它与三周年以后的“脱服”“除服”相
对应。 虽然不知哲宗的葬礼日期，实际上也无
法到场参加， 但是东坡还是要为哲宗把祭服
穿一次。 由此可看出，当时他已不在意哲宗曾
把他一贬再贬的诏令， 对哲宗一朝也无丝毫
怨恨。

逢新朝遇赦自是一喜。 东坡周密安排行
程，并给老友和家人写信相约见面，忙得不亦
乐乎。 有趣的是，他除了依依不舍在海南结交
的朋友， 还一时间舍不得放下在儋州的衣着
习惯，北归途中仍着“蛮荒之地”的日常装，一
身地道的黎家人打扮， 这在他于廉州得到欧
阳晦夫所赠接罗琴枕，立即回想起儋耳生活，
所写的 《欧阳晦夫遗接罗琴枕， 戏作此诗谢
之》一诗中清晰可见：

携儿过岭今七年，晚途更著黎衣冠。 白头
穿林要藤帽，赤脚渡水须花缦。

不愁故人惊绝倒，但使俚俗相恬安。 见君
合浦如梦寐，挽须握手俱汍澜。

欧阳晦夫是东坡恩师欧阳修终生挚友梅
尧臣的门生，时为石康令。 梅曾在晦夫离开时
作诗送行曰：我家无梧桐，安可久栖凤。 东坡和
弟弟苏辙青年时随父入京走访中， 梅也写诗称
兄弟俩为凤凰。 转眼 40 年过去，现两凤相逢廉
州，都已须发皓然，难怪东坡感慨“如梦寐”，两
人握手泪流。 晦夫送琴枕等物，以匹纸求字。 七
月十三日， 东坡给晦夫所藏老师的送行诗后题
跋，还给其写了居儋所作的《乳泉赋》。到接到朝
廷“迁舒州团练副使、量移永州居住”的第二道
赦令后，东坡于八月二十九日离开廉州，晦夫送
行时又要热情馈赠，东坡婉拒。

在廉期间，不仅相叙长谈，东坡还三次为
晦夫赋诗，可见两人感情深厚。 所以，他在诗
中道出自己贬过大庾岭已有七个年头， 这次
返回穿戴的是海南黎家衣帽， 虽然有些怪模
怪样，也不怕老朋友看见惊异绝倒。 东坡所言
理由也颇具趣味， 因为故人到不了那个蛮荒
偏远之地，反而能使俚俗相安。

言下之意，也有表明自己性恬安，能与世
俗的、民间的一些物事相融。 苏辙在给他的诗
作《和子瞻新居欲成》中也劝导过“随俗”和随
遇而安 ，“伏腊便应随俚俗 ， 室庐闻似胜家
山”。

从诗中的“藤帽”“花缦”判断，东坡着的
是生黎装。 《番禺杂编》载“生黎人用藤织裹
头”。 《西域记》曰：“西域国人，首冠花缦，身衣
璎珞。 ”黎人为海南岛土著居民，古有生黎、熟
黎之分。 长期居住在密林深处而不受官府管

理者为生黎，居深山之外接受官府编管者为熟
黎。

《儋县志》等地方志均载称，生黎之巢在人
迹罕至的化外之地：“中盘黎峒，峒有黎母山，
诸蛮环居，号黎人。 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号
生黎。 耕作省地者，赋而役，号熟黎。 ”

生黎所服之衣冠到底是怎样的？ 《太平寰
宇记》载：“海南风俗，男子则髽首插梳，带人齿
为璎，饰绩木皮为衣。 女人以五色布为帽，以
斑布为裙。 ”生黎没受汉人文明影响，也不结
茅而居， 而是居住在山洞，“洞深百余里”，还
“各有洞主”，史籍载古时各洞生黎人一般均是
“贝布为衣，两幅前后为裙，掩不至膝，椎髻额
前，男文臂腿，女文身面。 ”

苏东坡没有记载文身和穿树皮衣，衣冠不
一定完全如古籍所载相同，但其着装毫无疑问
是按黎家形制。 他自己数次在诗文中道出，接
触的多是黎人， 衣着习惯差不多也已完全黎
化。从中也可知东坡贬居海南，在“黎、蜒杂居”
的儋州各种环境恶劣，不仅如史书所称“盖地
极炎热，而海风苦寒”，是个“非人所居”、中原
人士所谓“十去九不还”的绝地，而且当时黎人
“以巫为医，以牛为药”不良习俗难改，他在《移
廉州谢上表》中言“考图经止曰海隅，其风土疑
非人世”，实非夸诞之语。

如今，近千年过去，透过文字看苏东坡着
黎装渡海北归，让人惊叹这的确是一道靓丽人
文风景的同时，也对大文豪每到一地便把“他
乡当己乡”的无比真诚热爱之情而感慨不已。

苏东坡北归着黎装
□ 彭桐

诗情画意在人间
□ 龚建华

朴实的叙事风格 透彻的人生感悟
□ 方万华

记得读小学二年级时，无意之中我找到了
一本《白毛女》。 尽管好些字不认识，但我竟然
懵懵懂懂地看完了，且真真地喜欢上了它。 之
后，我在大哥的书架上找到了《苦菜花》《迎春
花》，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读小说成了我的最
爱，随之，语文成绩也直线上升。 那时，我主要
读的是反映革命战争的书籍，如《红岩》《青春
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等。 见我爱
看书， 大哥给我办了一张县图书馆的借书证。
随后，我开始了更加广泛地阅读，对书也越来
越痴迷。

对我影响较大的几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牛虻》《老人与海》。不知不觉中，我的心

中深深种下了革命英雄主义情结。 我想，人是
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生在世，要做一个对社会
有用的人，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自此，我的意
志慢慢坚强，学习越发自觉刻苦。

1992 年，我把目标转向文学创作。 除了
工作、家务、照顾孩子外，我把剩余的精力全
部投入文学。 艰难、辛苦的时候，我时常会想
起保尔·柯察金 ，想起 《老人与海 》中的圣地
亚哥老人 ，想起我曾读过的那些书 ，那些英
雄。 他们的精神鼓舞着我，让我一边咬着牙，
一边在心里默念：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努
力，再努力。

几载寒霜雨雪，莺飞草长，1994 年，我的

处女作《蛇女》发表，之后又发表了一些作品。
2009 年，我和女儿合著的长篇小说《月儿城》
出版。

本以为， 风雨过后当见彩虹。 谁知，2016
年底，女儿因病永远离开了我。 我陷入了难以
言说的悲痛之中。 我又翻开史铁生的《我与地
坛》，其中那句“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
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让我热泪盈
眶。 我反复读，泪水涌流地读，慢慢想明白了，
要做点对家乡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我咬紧牙，
横下心，流着泪开始了对长篇小说《高高山上
一树槐》草稿的修改。不时悲情翻涌，我就一边
改，一边哭，一边哭，一边改，修修改改又是三

年。
这是炼狱般的三年 。 好长一段时间 ，我

每天早上醒来时首先在心里默念 ：“一个人
并不是生来就要给打败的 ， 你尽可以消灭
他，可就是打不败他，打不败他！ ”有时，我心
里太难受了 ，就又翻看那些书 ，不断给自己
加油鼓劲。 慢慢地，借助书籍的力量，加上亲
朋好友的帮助， 我走出了最阴霾的日子 ，恢
复了正常的生活。

2022 年底，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高高山
上一树槐》出版。对我来说，读书就像和良师益
友对话、学习。一本本书籍，就是我苦难人生中
燃起的一盏盏明灯。

《中
国
文
学
史
话
》

《心灵演奏》

《深蓝》

感悟 作家

照亮人生的心灯
□ 刘培英

读书 时光

安康 书评

作家 书评

近日，杜近都整理注释的《中国文学史话》，由
长江出版传媒崇文书局出版发行。

《中国文学史话》作者为民国重要文化学者梁
乙真。梁乙真系河北省获鹿市人，其学术研究横跨
文史，在中国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国散曲
史等领域颇有创获， 尤其是在妇女文学和散曲研
究等方面有“开山”之功。 二十世纪 30 年代，梁乙
真以编者为自我定位， 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近似于
后世集体编写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话》。 该著材
料收集丰富得当，史实取证正确缜密，较为及时地
运用新文献，吸收新观点，阶段性反映了二十世纪
30 年代前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水平，体现了后五
四时期的一代文学史家自觉重写文学史的努力与
追求，具有显著的标本意义。该著的主要特色是有
意识地追求文学史书写的趣味化。

《中国文学史话》初版于 1934 年 7 月，其后多
次重版并再版。 此次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话》为整
理注释本，上下两册，全书 45 万字。 该著以 1934
年 7 月初版为底本，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改异
体字为通行正体字，按照现行标点进行点校，对部
分字词及标点进行统一修改， 对原著论述及引文
有误及不当部分，以脚注的方式加以说明或订正。
整理注释人为西安文理学院年轻教师、 岚皋籍文
学博士杜近都。

此书被列入 “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
丛刊”，该丛刊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
划项目。 （梁真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