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盐设市的自贡，被誉为“千
年盐都”。 盐业开采所带来的繁荣
是这座城市历史的荣光，也是滋生
文学作品的重要养分。 傅恒先生的
《大盐商》 关注的正是这个主题。
小说以自流井盐场的风云变幻为
背景，围绕底层人物舒致怀的人生
历程，讲述了一个普通盐工逆袭成
为盐商后，所面临的困惑、纠结、无
奈、绝望和果敢。

历史上的自贡，有过两次“川
盐济楚”的辉煌，《大盐商》讲述
的恰好是抗日战争时期，自贡盐场
发生的历史事件。在舒致怀人生成
长这条主线下，小说共设置了《逆
袭》《被逆袭》《纠缠》《反转与被
反转》《如何翻篇》五个章节。 作
家把舒致怀这个人物形象定格于
抗战前夕跌宕起伏的时代背景，舒
致怀是盐场风云中的一个个案，也
是自贡盐商的一个缩影，他有着单
纯、励志、世故等多重性格：他是地
位卑微的盐工后代，是靠着顽强精
神支撑的底层人物，是获得过无数
人帮助的逆袭者，是被世俗观念裹
挟的后起盐商，是在一系列事件中
迎来四面楚歌的可怜人，是最终为
正义付出生命代价的盐场英雄
……作家想给我们呈现的，是一段
近乎真实的盐场故事，以及盐场中
各色人等别无选择的生存之路。

舒致怀的人生起点很低，逃荒
路上与母亲失散，在盐场拉绞盘车
的父亲意外伤及内脏，七岁那年他
成为一个盐场孤儿。他唯一的精神
支撑， 是曾祖父留下的舒家秘籍。
在年幼的舒致怀看来，守住这个秘
密，就是活下去的理由，当然更是
为了能被别人放在眼里。他破天荒
地想到取荒塘里的水来熬盐，这件
很多人认为不可思议的事，居然一

步步地变成了事实。 当然，按盐都
既定的社会规则来看，舒致怀的这
一行为已经变得不合常理，甚至不
合规矩。 所幸的是，清政府已经垮
台了，他的这一行为不仅没有招来
麻烦， 还创造了开凿深海井的奇
迹，也完成了他人生的逆袭。然而，
当他真正步入盐商行列的时候，才
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
甚至陷入纠缠不清的泥潭，招来莫
名的仇恨。 当云雾逐渐散去的时
候，舒致怀才终于明白，处处与自
己为敌的人，不仅有盐场固有的强
大实力家族巩德彬，以及活跃在盐
场周边说来就来的棒老二，更有与
自己有着千丝万缕感情纠葛的桂
芳、叮叮和五妹子的影子。 在盐工
命案、老镇闹事、土匪抢盐、奸细作
祟、谎报盐损失、商行火灾这一系
列事件中，舒致怀被纠缠得身心疲
惫，他每天都活在各种猜疑、指责、
敌对的目光中。当舒致怀与隐藏在
盐都的日本间谍崔老板在小山坡
上同归于尽的时候，他的心愿终于
实现了。 而关于舒家秘籍，舒致怀
早已做了安排： 他想和二公子商
量，适时的时候把秘籍捐出去。

以盐闻名的盐都，是一个独特
的社会。以巩德彬为代表的盐商家
族是盐场的代言人，在舒致怀凿井
制盐的逆袭过程中，巩德彬一直处
于对立面。 巩家是世代盐商，在盐
场有着充分的话语权，巩德彬的爷
爷就曾在咸丰年间带头反对朝廷
一再加税，闹出了轰动一时的捣毁
水厘局事件，巩德彬爷爷被抓进大
牢，却因给朝廷捐了七万两白银赈
灾， 不仅被赦免了聚众抗税的死
罪，还赐了二品待遇。所以，巩德彬
家族在盐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号召
力。 草根出身的舒致怀，唯一的想

法就是自己的二公子舒廷钦早一
些娶了巩家大小姐巩艳燕，这样似
乎可以缓和一下舒家被人看不起
的局面。然而二公子舒廷钦和大小
姐巩艳燕却是一代自称 “时代青
年” 的人， 他们虽然都是盐商后
代，但却有着不一样的新思想。 他
们憧憬的是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时
代青年，如何集中精力干自己擅长
并对社会有益的事。

盐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又纠葛
得特紧的三家人，除了舒家和巩家，
还有姚家。 巧合的是， 在姚知县离
任八十多年后的民国三十一年，他
的后人姚徵远来到盐都当市长。 姚
徵远留学过三个国家， 本来是留在
国外研究化工，七七事变后，姚徵远
决定回国效力， 却意外被四川省府
列为盐都市长候选之一。 海盐因战
争停产， 井盐便成为抗战时期的重
要物资，盐都为此升格为省辖市，两
年多时间换了几任市长， 一直没有
合适人选。令姚徵远没有想到的是，
他刚到盐都上任， 就遇到了千年不
曾发生的群体事件———盐工命案。
由此开启了姚徵远在盐都艰难的
从政之路。巩德彬家族的势力影响，
舒家盐场的麻烦不断， 盐场各种帮
派的利益纷争，周边土匪的袭扰，日
本飞机的不时轰炸等等， 都在等着
他出面调停安抚。 妥协、斡旋、亲力
亲为， 或许是姚徵远无法回避的生
存之道。 小说在结尾写道： 面向墓
群，姚徵远深深鞠躬，从内心深处涌
出谢意，是盐都的父老乡亲，让徵远
实现了体面离开的愿望。

《大盐商》给我们呈现了一段
波澜壮阔的盐都史实， 同时更是通
过人物塑造的方式， 给我们揭示了
在时代洪流中， 人们对命运的思考
和选择。

———读傅恒长篇小说《大盐商》
□ 高仁斌

盐场风云背后的生存之道

读完 《酒香戏外》（《小说月
报》2023年第 8 期）， 总有这样一
种感觉：这是一部具有转型意义的
短篇小说， 是对赓续本土历史文
脉，讲好酒城故事，一次探索性质
的书写。

小说锁定上世纪 20 年代，撷
取四川泸州最具人文特色的三大
领域———酒文化、“泸州河” 戏曲
文化和载入党史的 “泸州起义”。
翻开小说，扑鼻而来的就是那股由
岁月陈酿的老窖浓香，诱惑着我们
一步步走进那位擅酿琼浆的大国
工匠高明远，以及他那神秘的高家
酒坊。

酒文化，无疑是酒城文化的龙
头和主体。 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了
“江安食不足 ,江阳（泸州）酒有
余”的繁荣局面。 宋人唐庚，更有
“百斤黄鲈脍玉,万户赤酒流霞”之
绝唱。据《宋史·食货志》载：“太平
兴国七年……泸自春至秋，酤成即
鬻，谓之小酒，自五钱至三十钱。 腊
酿蒸鬻，候夏而出，谓之大酒。 自八
钱至四十三钱,有二十三等。凡用秫
粟黍麦等，及曲法曲式，皆从水土
所宜”。 再看小说主人公的酿造工
艺和用料，亦如史料所云，就连酿
酒用的水都是专用水：“高明远每
天去营沟头的龙泉井取水，挑回六
担……”然后才闭门酿酒。 “整个
上午,只有醉人的酒香,从门的缝隙
飘荡出来。 ”

除了超人的酿造工艺和得天
独厚的水土条件之外，高家酒究竟
高在哪里？ 小说用了三个细节：一
是高明远每天只卖三十斤白酒；二
是说高家酒比获了国际金奖的酒
还好。“说前些年，温家酒坊，送到
海外获金奖的酒不是温家大曲，是
温家人来高家买回， 装在温家酒
坛，送到海外参加评奖”；三是高家
酒有自己的个性，不可替代：例如
川戏名伶陈三卿，就能在众多好酒
中品出高家酒的独特风味。 她说，
好比“同一出戏,张三唱,李四唱 ,你
们听不出？ 酒，一个道理。 ”

小说还有一个细节：“桐油店
张老板，替母亲办八十大寿，特请
陈三卿前来府上唱堂会，并为老寿
星献酒冲喜。陈三卿也直率,问张老
板，我那几杯高家酒，应该准备好
了吧？张老板直点头。其实，张老板

藏有心眼儿,他就不信,你陈三卿，能
把酒城这家那家的酒,喝出来?于是
张老板就用温家酒替代。 温家酒，
前些年,漂洋过海,拿过金奖。拿这样
的酒待客，供你陈三卿献酒，有面
子了。 ”哪晓得，在喜庆的鼓乐声
中，“陈三卿端着酒献老寿星，那酒
刚进嘴，即如彩虹般喷射而出。 陈
三卿笑盈盈的脸陡然间结满冰霜，
冷冰冰地说，你坏了我的规矩。 这
不是高家酒！ ”如此描写，一石三
鸟。 首先是省了“说酒”的笔墨；继
而顺手牵羊，把区域人文的另一领
域———“泸州河”戏曲文化连带出
来；同时，让人物关系相互纠葛，进
而又衍生出酒城文化的另一大板
块———泸州起义。 陈三卿这个人物
设置得很有意思，她是整个故事的
纽带，在小说中起着“串戏”的作
用。

“泸州河”是“戏码头”的別
称。“泸州河”戏曲流派的形成，有
着多种社会因素。 早在 1907 年，泸
州就有了民办的川剧艺术学校“自
志科班”。 当时誉满全川的川戏名
旦谢海潮、花脸赵焕臣以及名优帅
志华、邱志愚、黄志贤等就出在“泸
州河”（见《川剧辞典》）。“泸州
河”戏曲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不
能忽略这座两江环抱， 三省通衢，
商贾云集的地理位置。

小说倾情塑造的女一号陈三
卿，就是“泸州河”川剧艺术的杰
出代表。 陈三卿是个孤儿，自幼本
朴勤奋，经老族长求情，“班主遂收
容，每天让她踩跷挑水，胯下夹木
棒走台步……”夏练三伏，冬练三
九，终于修成正果。 不过，旧社会的
女演员地位低下，常被权贵人物叫
去培酒。 陈三卿也难免流俗，但她
却是一身正气。当时就“有人说，她
唱戏，是给那些开会的共产党人打
幌子”。不久，“泸顺起义”爆发，得
到证实：“1926 年 12 月 1 日， 驻扎
在蓝田坝的袁品文旅长以邀请军
政长官参加军士训练学校毕业典
礼为名，将驻防城区的李章浦旅长
诱至蓝田坝逮捕。 下午四时,袁品文
旅长、陈兰亭旅长宣布起义。 ”

小说在尾声中还作了特别补
充，说：“多年后 ,高明远早已离休 ,
坐在轮椅上, 酒城党史办的人找到
他，送上一份资料，请高老帮忙把

关。资料写道:“陈三卿,女,四川泸县
人。 1906年生，1924年 11月加人中
国共产党， 历任泸县特支宣传委
员、 组织委员。 1926 年 12 月参加
‘泸顺起义’,任泸县特支副书记,泸
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副教导
员。 1927年 4月 22日，随起义军在
与川黔联军激战中, 牺牲于酒城龙
透关。 ”高明远捧着那份只有三页
纸的资料全身不住颤抖， 过了很
久，才说，我是由她引上革命道路
的。 她的川剧，唱得真是好!�老人沙
哑着苍老的嗓音，竟情难自禁地哼
唱起来。 眼泪，滴在资料上，像一朵
朵清明时节的花。

这个结尾具有点睛之妙。 至少
在技巧上彰显出现实主义的叙事
优越， 不但增强了通篇的真实性，
其“凤头猪肚豹尾”的框架结构也
随之清晰。 而且，这个“豹尾”结出
了滿满一腔正能量。 作品亦由此深
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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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组诗 《我凝视过的那些背
影》中的“背影”，揽括了傅天琳、牛
汉、阿红、沙驼、白航、流沙河、李慧七
位当代汉诗的代表性诗人， 是读者了
解他们个性特征的一扇诗性之窗。 在
他笔下，这些“背影”厚重、深沉，散发
着强烈的人文气息，是理性与感性、肉
体与灵魂、 社会性和个体性等的多元
聚合体。

这组作品被置于 “未来发展”的
语境之下，当诗人凝视那些背影时，新
诗史正处于热烈的生成和变化、 朝着
未来的多维性敞开。 诗人以守本固新
的当代汉诗写作态势， 创作了一组现
代诗人“群像”，并从这些具有膜拜价
值的影像出发，走向造化于笔端，展现
一系列关于诗人的个性及其语言、风
格、 影响力等透视线的 “思忆式创
作”， 在影像与诗歌交汇的新维度里，
反思现代汉诗那些既定的惯性模式，
乘坐母语的“现代号”列车，在时代语
境与美学追求共同架设之方法、结构、
技术与作品系统性等站点循环穿梭。
“在一场大雪落下之前 / 梭磨河走向
我，她背着远山。 ”开篇《傅天琳，跟着
水走的人》，作品凝练，充满清晰而规
律性的印迹和象征性符号， 呈现出一
种山江情怀和孤傲气质。“跟着水走的
人”，始终徜徉在现实之外、理想之上。
洗尽尘滓， 令烟鬟翠黛处处皆成惬意
诗篇。

作品 《我凝视过的那些背影》有
别于传统叙事诗， 黎阳采撷 “描写对
象”———七位诗人生活中的某种动作、
样态或事件，来置换叙事诗的顺时性、
直线性叙述， 探求当代汉诗在叙事方
式上的凝缩化， 探究当代汉诗所具有
的现代性。

要想真正体悟黎阳这组作品的奇
奥之处， 而不单单知晓这组作品的叙
事架构， 还得了解这七位诗人在他心
目中的“位置”，乃至他为创作这组作
品所作的筹备“工作”。 展读组诗，笔
尖紧紧追随着诗人们的影踪， 透露出
一种果敢的辨认。 在他的诗行中，这
些诗人是一个个活生、风趣、可敬、复
杂而又坚定的人物， 而黎阳对七位诗
人“群体造像”原创性的绎解，敏锐而
真挚。

具体在“群像”的规模感，描述时
的从容度、最细微的信息量、在场感等
元素， 让人感觉是出自带有体温甚至
思想的有机构造。 更重要的是在 “背
影”的多重叠加之下，整组作品依然能
够真实清晰、从容自然地透过肌理，凝
视骨骼。

描述 《沙驼， 你是一个倔强的老
头》时，诗人将“造像艺术”与“写实句
法”揉搓起来，以言造象，以象寓意，创
作出深具个人风格的诗歌作品。 阅读
这样句子，能感受到其中的静穆、庄重、
慈悲与仁爱。

成熟的诗人都有独属自己的表达
方式。 最重要的并非依靠固化的形式
与语词，而是要“重装”它，赋予时代感
衍生的精神气质。 《白航，星光里的隐
喻》 回应了后消费主义潜藏于世人内
心的某种精神诉求，在抒写后现代社会
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心理上，恰恰越过了
社会表象的描绘：“从高阳中走出来的
人 / 在寂静的夜空， 点燃了三颗星
星。 ”诗歌以象征与隐喻，融含更丰溢、
更深阔的社会意涵，这才是汉诗更深层
的一种现代性精神凸现。

诗人以现代性叙事方式，向“那些
背影”致敬的同时，反思传统叙事诗的
局限，倡导更为有机和整体的汉诗现代
性路向。 沿着现代汉诗的发展路径，诗
人去触摸前辈诗人的脉搏， 有故事，有
温度，更有态度。 组诗成为了一种碎片
化的观察、叙事旁白，也赋予叙事作品
更为宽袤的自由度。

“站在草木中间，就成了一群 / 树
木的天花板。 ”《流沙河， 那一只蟋
蟀》， 文本从外部世界逐渐转移至内
心，坦率而充满力量和情感。 黎阳在向
前辈诗人表达敬意的同时，施显自己的
情怀。 生活的洪流，只在语言的反思中
才能显示出其节奏、旋律和意义。 “流
沙河”流淌着，其内在自我节奏要比其
他的灵魂润泽许多。

诗人将文本纳入到现代性所预设
的叙述中来，似乎产生一种超时空诗意
平行，这正是“那些背影”能穿越历史、
跨越地理， 为人们所认识和接纳的缘
由。 现代性还是一种话语建构，至少是
带有一定理想色彩和时间维度的诗学
建构。 黎阳与笔下诗人面对的 “现代
性”语境与涵义亦不尽相同。 现代诗是
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只是人类进入工业
化、后工业化时代之后，时代变化的节
奏加速， 人的异化进程也随之变快，诗
歌语境发生激烈的变革理所当然。

“我想用汉字，替代血汗的汗 / 用
通假字替换 / 落成此生木本草命的坐
标。 ”《牛汉，汗血马》铺展出愈发连
绵与稳健的一种秩序感和理想主义情
结———当繁体的“汉”字，演变为一种
象征符号并建立归属感，承袭“华语
诗人”中思想者的内在感召力，有呼
喊，也有律度。甚至就是在这个不断更
迭的律度上， 诗人正在操纵着词义的

现代性。
从现代诗正式分娩那一刻起，“汉

诗的现代性” 都表达了革新的诉求和
主张———它的五脏六腑都是新的，涵括
新思想、新语式、新样貌。就汉诗的现代
性而言，古典汉诗使人们体验出来的是
“味觉” 之美， 而现代汉诗则直观、生
动、形象地向受众提供生活符码，呈现
给读者的是视觉效应。 可以说，黎阳对
汉诗语境的征引与再造，并不受现代汉
诗演变时序、推进过程的束缚，而是后
现代境域下的文化本原需求而发生的
为“我”所择、为“我”所用的“镜像重
生”，也构成了汉诗现代性的“视觉再
造化”特征。

“我们眼望着诗歌的潮水 / 推动着
一个又一个初识者 / 在浪花里成为浪
花。 ”在《阿红，这微弱的光，烧亮了鸭
绿江》里，“当代是个虚词”中的“虚
词”，来自其满溢的毁灭与拒绝性———
技术进步、实验、逆转……21 世纪对古
典、对浪漫的解构，早已被时代消融了。
“诗歌才是动词”， 已然积淀为现代知
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本能。带着这样一个
“视觉再造化”的新使命，创作既具有
中国精神又有人生意义的诗歌文本，才
更具现代性。

组诗是诗人心灵及其无限性空间
上的映射———厚暖、沉稳、饱满带着宽
松的特质。 “那些背影” 只是黎阳与
“诗人们” 之间的和谐衬托与对话，包
括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自然时间的对
话。 由“过去”和“现在”构成的语义
轴，明显地将黎阳的社会理想、审美理
想、价值中心寄放到了不曾远离的“背
影”中。 在当代语境中，将历史拉回现
实， 进而重新组织当下的认识系统，这
需要书写者进行系统、方法和结构性的
创制。

“从词语的呼麦声中 / 传出肺腑中
的草原 / 我在你宽大的身影中 / 看到
雪山、河流、花朵。”在《李慧，折翼的雄
鹰》里，黎阳从诗人的背影上，看到的
是“雄鹰”，既表现了一种凝重的生活
诗意，也体现了黎阳富有个性的文本探
索。“背影”的文化审美内涵也从人格
象征转向自然与生命寓意的表达。

黎阳将笔下七位诗人在自己心目
中的“位置”进行适宜排布，其间细腻
的抵牾，时不时在自述的词境中展开，
夹杂着“影像”中零碎、复杂而动态的
信息。 作品里的“背影”，像是一个个
基本粒子， 不断累积变化， 变得更立
体、更丰满。 诗人本人的脉搏，也在词
与词之间起伏， 在当代性语感中热烈
地灼烧。

赋予叙事作品宽袤的自由度
□ 蒋 楠

—————组诗《我凝视过的那些背影》的“现代性”路向

由苏立、 秋天创作的长篇小说
《牛堰河畔》，以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成都农村为背景， 用具有浓郁地域特
色的语言， 讲述了发生在曾桥大队
（曾家湾）各种悲欢离合的故事，再现
了特殊岁月的风云世相， 塑造了众多
鲜活的人物形象，是一部有厚度、有深
度、有温度的乡土文学作品。

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现实
主义题材的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生活
客观直接的观照。 大集体生产时期，
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农民的手脚被
牢牢地捆绑， 缺乏生产生活的自主
权。 于是，一件件在今天看来十分荒
诞的故事就陆陆续续上演了： 那天。
曾桥大队的曾家富在太平镇东场口
摆起修补摊子。 刚准备给一个大娘补
锅，几个臂戴执勤的大汉就站在他面
前 ，在催促他收起摊子的同时，还面
对赶场的众人大声宣布说，个人出来
补锅，是单干打野，要坚决刹住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歪风！ 然后，便将曾家
富揪回生产队，加以批判。 当时，不但
不允许农民外出外出搞务工、做生意
增加收入，也就是所谓的“打野”，而
且在具体种田的方式方法上，也有许
多啼笑皆非的安排。 栽“竿竿秧”就
是其中之一。 所谓栽“竿竿秧”，就是
用绳子把水田划成一厢厢的格子，插
秧的在格子里排着整齐的窝距。 其
实，这样的方法，不但增加劳动成本，
而且根本无法保证栽插进度，有可能
贻误农时，因而受到农民的抵触。 此
外，作者还描写了政治夜校、理论学
习、文艺宣传队、民兵夜间巡逻、推广

双季稻、农田基本建设、清理林园等
林林总总的事件。 通过这一桩桩并不
惊心动魄， 也无暴风骤雨的事件，从
容不迫地展现出特殊岁月光怪陆离
的社会现象。“以阶级斗争为纲”，高
度的计划经济， 让地处天府之国腹
心、成都平原上的曾家湾，居然闹起
了春荒，不少人家出现缺粮饿肚子。

小说展现出多元的众生世相。 塑
造人物，是小说最重要的课题。 在这部
30多万字的小说中， 出现了上百个人
物。 有区委书记郭民生、公社书记何庆
田、修缮队长姜青云、曾桥大队党支部
书记钟建华、大队长严久思（严官）、
大队会计曾兴礼（曾幺爸）、渔场场长
殷志远，下乡知青赵文军、付强、“理论
专家”罗显华、右派女儿刘冬梅，地主
后代曾家富、 以及罗跃先、 林德瑜等
等。 每一个人物，都有自身的特点与光
芒，为构筑小说坚实厚重的“大厦”，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大队党支部书记
钟建华，是小说重点刻画的人物。 这位
在部队当过四年兵的青年党员， 原本
一心想跳出“农门”，到城里当工人，
不想， 公社偏偏让他担任大队党支部
书记，尽管有些不情愿，但他满怀“党
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誓言，责无旁
贷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作为一名基层
干部，对上级的指示，他不管是否符合
农村实际，都一味绝对服从，从不打半
点马虎。 如为了制止群众外出 “打
野”，他亲自主持批斗会，斗争曾家富，
以警告所有群众；尽管是农忙时节，他
也要坚持办政治夜校， 组织农民学理
论，唱样板戏；他积极推行“竿竿秧”，

亲自抓示范。 不过，他的内心深处，也
埋藏着善良、正直的种子。 所以，当夜
里发现李大爷偷生产队的苕子时，听
到李大爷说家中的粮食支撑不了几天
后，心中的愤怒消失了，挥手让李大爷
自个回去， 并说：“我什么都没有看
到”，然后松开抓住背篼的手，头也不
回地走了……这种矛盾交织的性格特
征， 让钟建华这个人物显得真实、可
信、鲜活。 刘明金，也是小说塑造得最
精彩的人物之一。 作为一个生产队长，
刘明金政治嗅觉灵敏， 擅长投机。 同
时，他的内心又有自私贪婪的一面。 他
凭借队长的权力， 利用曾家富是地方
子女，又经常外出“打野”这一弱点，
经常找其借钱，嘴上也说要还，但从来
也没有还.过。 此外，大队长严官、渔场
场长殷志远、“理论专家” 罗显华、社
员王大炮等人，也塑造得栩栩如生。

小说充满浓郁的川味特色。 据了
解，小说作者之一的苏立，是土生土长
的成都金牛人。 他初中毕业后就回乡
务农， 后到金牛区广播站、 宣传部工
作； 后调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从事新
闻工作，直至退休。 经年累月的积淀，
他对川西平原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
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成都味道、川西
风情，扑面而来。 首先，小说用诗意般
的描写， 展示独具魅力的川西自然风
光。 其次，小说在叙事、对话中，恰到好
处地运用方言俗语， 增添了作品的川
味风格。 此外， 小说在故事情节推进
中，不时插入泡茶馆、赶场、川戏、儿歌
等四川生活元素，既让作品充满张力，
同时又增添了作品的地域特色。

———读长篇小说《牛堰河畔》
□ 贾登荣

鲜明的时代烙印 多元的众生世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