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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孙晶岩4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
学新作《北平抗战秘闻》（中国书店出版
社），给了我很大的惊喜。在我看来，这是一
部真实生动追溯北平抗战的力作，有诸多
突出的亮点。

为了创作这部作品，作者请教了来自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高
校抗战教研室及北京、河北等地多家抗战
纪念馆（室）的专家学者，对当年抗日战场
和平西、平北、冀东三大抗日根据地的地
形、地貌、遗迹做了实地踏访，抢救性深度
采访了近200位90岁以上高龄的抗战老
兵、支前模范、地下党员、文化名流、市井平
民、日军暴行受害者及他们的家属、后人，
查阅了相关史书、区县志、档案、碑文和当
年的报纸、日记、往来电文。在此基础上考
据印证，《北平抗战秘闻》对共产党领导的
北平全民族抗战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古北
口长城抗战，做了全景式纪实报告，读来使
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鲜活生动、真实可
信、震撼感人，可谓追溯性纪实报告文学创
作的一次有益探索。书中许多珍贵史料和重
要内容系作家首次挖掘披露，对北平抗战史
乃至中国抗战史研究都是重要的补充。

北平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和重要
战场。此书以纪实的笔触追溯历史，对毛泽东
主席亲自安排部署开国将军萧克、邓华、宋
时轮、李运昌、段苏权等建立平西、平北、冀

东抗日根据地并进行英勇抗日斗争的事迹
作了生动刻画，对国民党抗日名将张自忠、
赵登禹、佟麟阁、徐庭瑶、杜聿明、关麟征、
戴安澜等参与北平抗战的英雄事迹作了详
尽描写，对北平各界参与和支持抗战的事
迹作了精彩记述。书中既有姚依林、黄敬、
刘仁、滕代远、许建国等开国元勋的组织发
动，也有商界、小商小贩的捐款捐物，亦有
市井平民、普通百姓的参军参战、送水送
粮、救护伤员。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书中
还有对齐白石、张大千、梅兰芳、程砚秋、余
叔岩、杨小楼等文化名家与青年学生示威
请愿、罢课罢演的珍贵记述，从而全方位展
现了北平全民族抗战的精彩画面，凸显了
北平抗战在中国抗战史上的重要地位。

长城抗战不仅是北平，而且是整个中
国抗日正面战场的首役，包括山海关、冷
口、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五个战场。作为
中心战场的古北口战役，历经古北口保卫
战、南天门阻击战和石匣阻击战三个阶段，
历时75天。此书全面、真实、生动地再现了
古北口长城抗战英勇惨烈的战争场面，令
人仿佛听到当年战场的隆隆炮声和搏杀嘶
吼，充分展现了民族危亡时刻北平人民顽
强英勇、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读到此处，
我不禁惊叹作者采访的深度、文字驾驭的
自如度和表达的精准度。书中诸多基于唯
物史观、史识、史论的珍贵记述，值得称赞。

在创作过程中，作者还不吝艰辛，踏勘

了日寇在中国制造的位于冀东兴隆蘑菇峪
的中国最大“人圈”，位于密云四合堂的北
平最大“人圈”，位于延庆岔道、北京西苑的
埋葬抗日志士和劳工的两处“万人坑”遗
址，位于密云、延庆、门头沟、房山、怀柔、平
谷、兴隆等地日寇屠杀抗日志士和平民百
姓的20处惨案遗址，采访了近百名日军侵
华暴行的受害者和家属，对日寇在北平实
施的诸多凶残暴行给予淋漓尽致的揭露。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深情凝重的笔
触，记述展现了两块古北口战役纪念碑。一
块是现立于古北口肉丘坟旁的“古北口阵
亡将士纪念碑”，更为珍贵的是另一块“陆
军第17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此碑原
立于南京玄武湖畔，可惜后来被毁，所幸碑
文的珍贵内容在此书中作了记述。弥足珍
贵的是，作者据此碑文查阅战役往来的文
书、电报、报纸、回忆录，并参阅相关史书和
史料，反复考据印证，得出此役中日双方阵
亡人数的新结论。

《北平抗战秘闻》还满怀深情、浓墨重
彩地描述了受训于东北讲武堂的白乙化领
导的八路军知识分子团——八路军冀热察
挺进军10团，塑造了北平抗战中知识分子
的英雄群像。该团有来自北平几所知名大
学的72名大学生，他们经历过一二九运动
的洗礼，受到过八路军比较正规严格的军
事训练，历经百战，英勇杀敌，为北平抗日
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全民族抗战立下了汗

马功劳。他们以浴血和捐躯的壮举向世人
昭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亦
有英勇不屈的侠肝义胆，更有“铁肩担道
义，妙手著文章”的凛然风骨。

以史为鉴，可以明盛衰、知兴替。再现
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铭记先烈、勿忘国耻，
珍惜当下、展望未来。《北平抗战秘闻》运用
唯物史观、史识、史论全景式记述北平抗
战，是一部真实生动感人的报告文学力作。

■百家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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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未的游记散文在中国旅游出版社如期出
版了，为他高兴。15年前，我的一部游记也是中
国旅游出版社出的。同样的出版社，让我自然有
了共鸣。

接到赠书，便迫不及待打开。印刷精美，图文
并茂，这与我此前的两部游历散文书《梦游意大
利》和《用镜头亲吻西藏》也是同样的格式：文字
加照片。这又是一种共鸣。

《与您同行》，这个书名亲切自然，拿到手，就
让你开始了游走，是视游也是心游，并且是在“聆
听自然与人文碰撞的声音”。这个声音既是来自
大自然的美丽山水，又是源自他的内心深处。这
种作者用心过滤后的声音是悦耳的，是令人身心
愉悦的。尤其吸引我的，是他所去过的地方，绝大
多数都是我曾游历过的地方。这又唤起了一种阅
读的共鸣。

以黄山、庐山开篇，都是有高度、有知名度的
地方，一下子就把我带到了1983年。那一年，辽
宁作家与上海作家搞了一次联谊活动，同游黄
山。同行者中有几位上海作家此后与我建立了终
生的友谊。边震遐、刘世俊两位老哥已经作古，但
他们的书信依然在影响着我的创作与人生。还有
当时年近九秩的老作家修孟千，他将外套系于后
背，登上黄山最险峻的鲒鱼背时，豪迈挺直腰杆，
让同行者拍摄留影的镜头。他背上被风掀动的衣
袂，竟神奇地从李未的字里行间飘飞开来。老作
家的身后，他的儿子晓林如今
成为我的挚友。那次游历，我写
了一个短篇小说《黄山的雾》，
刊于当年的《山东文学》。去庐
山是21世纪后的事情了。那次
是跟太太旅游，重点要看“美
庐”，仍然是遇到一个大雾天。
雾中看庐山确有“不识庐山真
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

与此书的缘分还不啻前边
说到的三种共鸣。

文如其人。李未是位有热
度的暖男、有激情的建筑界人
士，准确说他从事的是城市规
划专业。他创作游记属于跨界
行为，正是这种跨界，他与我有
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或相似的感
知。我们都不满足于一种“正业”，而是以更大的热情将多余的精力用
到“不务正业”的跨界中。他是从建筑界跨到了文学界，而我是多年前
就跨界到了建筑界。正是这彼此的一跨，让我们有了相识的前提。

在他的《磐安与我的文学情怀》中，已然道出了我们是在那次建
筑与文学的会议上相识的。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常常在于爱好是
否一致，或者说能否找到彼此间的共同点，这种共同点越多可能就越
具有共性共识。李未在那次会议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谈到他与
儿子在美国见面时的那篇文章时的样子。那个样子，是用笑的纹络刻
出的，好真诚，也好朴实。每一个细节经他讲出来，似乎比他笔下的
《相逢在纽约》还生动。他不仅道出了父亲的思子心切，也写出儿子对
父亲细致入微的深情。

父子间的爱再度让我有了震撼的，是他这部书的序言，竟然是他
94岁的老父亲捉笔成文。在列数了“源远流长、绚丽多彩的中国文
学史中的游记”定位之后，老人家从《水经注》《永州八记》《徐霞客游
记》等名篇中，将那种令人“赞赏莫名”的“多样风土人情”，去引申鉴
读儿子李未的《与您同行》。老父亲掩卷而思，从中寻觅到了古人游
记之遗风。

这位老父亲的序言，可以视作全书的导引，就像一座展馆，进门
后，完全可以按着他的每一段评语，依次领略山高水长、万顷风光。老
先生的行文风格有着胼文的古雅，六段式，如同六个乐章。每段都是
以同样的文字“曰”字起始，如“曰情景交融，文道结合”“曰熔铸特点，
构思巧当”“曰语词细切，笔调清新”“曰多姿多彩，图文并茂”“曰建筑
文学，融为一体”。

我相信，没有什么人会比作序者更用心地读完全书，也没有什么
人会比老先生这般深入浅出地费尽思量，遣词造句，谋划成篇。如果
不是篇末标上的“胡吉章系作者的父亲，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我是无
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与本书作者的传承关系。三代父子之情，以各
自的特点与方式，选择了深层次的交流，彼此阅读着，令人感叹、感
佩、感怀。

作者写巴黎的文章，是以五种颜色阅读城市的。他坦然道出：“为
了记录巴黎，我既当游人，又当文人，既忙摄影，又兼速记；行后，为了
品味巴黎，反复浏览珍贵的瞬间影像，认真搜寻切身的零碎记忆，仔
细回味曾经的感受感想。末了，还是职业使然，视角和思维总也离不
开城市、规划、建筑、人文、历史……”

作为一个规划师、一个建筑行业专家，却能在工作考察中，将所
见识、所观察、所感悟到的，从建筑、规划等视角和理念融汇于游记之
中，又不辞辛苦地燃灯熬油，阅读大量的资料，写下每一个地域的所
见所闻、风土人情，包括捕捉每一个细节。这种案头工作，是极其琐屑
与繁缛的。即使是一个职业作家，面对这样的写作也不会是轻松的，
何况他还有专业方面的诸多事务缠身费神。可贵的是，他既不为专业
所限，又能以优美的文字融景生情，抒发并升华着内心的感受，这委
实不易，值得称道。

如果将他写国内和国外的两大部分文章相比，我更喜欢前者。写
国内的《游三清山：观岩觅“仙”之旅》《黄河胜景》《金陵春梦》《游婺
远：美丽乡村之旅》《雾美恩施》等，都是作者的得心应手之作。这些文
章轻灵飘逸、诗情画意，既体现出作者的文化积淀，又因融入了他的
生活体验，特别是小时候对于乡情的真切感受，从而引发出游历文字
的魅力和人生体验的价值。这是一种交融：过去与当下的交融，历史
文化与个人情结的交融，职业考察与文学氛围营造的交融。正是这种
交融，显示了作者驾驭这种景观或游记题材的能力。当然，有些写国
内景观的文章，囿于体验不够深、浸淫不够透，文字略有简单化倾向。

李未这部游记的最大特点，是好读、亲切，自然而不矫情，也没有
卖弄感。读他去过的地方，可以当作导游图，按此索骥，绝不会虚往。

相较于书写国内熟悉的文化环境，作者在写国外的那些篇章中，
显得有点吃力。至少有7篇，写的是我去过并写下文字的地方。李未
在如此匆忙行走间，能够拍摄下那么多的美丽照片，能够流淌出那些
值得记录、弥散光彩的文字，令人钦佩。但是，如果往深一层的文化与
历史积淀去探寻，显然这些行文还嫌匆促，缺乏足够的体验和诗意的
升华提炼。不过，着笔不那么惹人关注的地域、不那么“热点”的地方，
就会相对容易些。比如他写到越南之行的“绿帽子”，既作为一种当地
景观现象，又融入了一种不同国度的文化习俗，幽默风趣中透着智性。

引胡吉章老先生序言中的一句话：“就此，便可以毫不夸饰地说，
这些富有浓厚抒情色彩的语言，确实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可不是吗？”
我想再补充一句：除了美的享受之外，你还会在阅读中获取新鲜的认
知与思考。

“飞入我身体的，必然是足够的光”
——评龚璇诗集《灵魂犹在》 □杨斌华

远
眺
近
观

与
尔
同
行

—
—

李
未
游
记
散
文
读
后

□
刘
元
举

龚璇是我十余年间露往霜来、择交而
友的诗人、作家。在他以往的所有诗集中，
基本上都贯穿着一个恒定的主题，那便是
诗人因身处江南，寂然凝虑，内心燃起的

“不可离弃的最爱”，一种直面人生世界而
生发的深挚铭刻的情感。而他新近出版的
《灵魂犹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或许是游离
于其既有诗歌图式的另一番写作业绩，是
他漫长诗路历程中的一次修心养性、自我
清濯与恣意驰骋。我们已不再能够以“江
南”“燃烧之爱”之类的明晰词语来限囿他
无边的情思。诗人以其烂漫多姿的景物书
写，连接着丰富的过去、复杂的当下和奇异
的未来，因而呈现出某种引人遐想的象征
性与可能性。

显而易见，收入《灵魂犹在》的，绝大部
分是作者近些年的纪游与咏物抒情之作。
诗人意味深切地以“灵魂犹在”挈领全篇，
无疑是在标示他的一番苦心孤诣。“伟大，
或荣耀/从沉寂的生活中，换取的智慧/减
缓着衰老的时间，所以，我与你/生活着，都
可以不置一词/只用眼神，对视着，彼此会
意”。（《玉飞凤》）彼此会意的，正是让诗人
不知所措的、藏匿在山川风物里的、隐隐作
痛的灵魂，恰似“一道道历史的暗纹，我，又
怎能轻抚？”（《西格里城堡》）

这种情绪，正如《伏尔塔瓦河的月亮》
中所写的：“一些人奔波在路上。我的故
乡/盈空的沉静，是否恰如想象/或许，十六
的月亮更圆。农家小院里/对月浅斟，惊艳
的杯盏/与焦虑的灵魂碰撞/望乡的一部
分，只有一个人知道”。这“焦虑的灵魂”，
已然成为诗人在字里行间自我叙说、自我
确证的精神面影，显露出某种孜孜矻矻不
断地回返现实家园、回返心灵原乡的内在
思绪与情感张力。

诗集中的域外纪游之作，经常采用标
志性的疑问方式，引入一个不确定的主体

“谁”，来呈显自我的情思和内在的诘问，构
设人与自然、历史和文化风物的精神连
接。譬如，“谁站在囚窗前，唱起夏威夷的
骊歌？”“一抬头，我看到了残忍的骷髅，向
谁示警？”“惊恐的眼神中/断送着秋波，谁，
屈从卑微的静默？”而种种繁复多样的发问
姿态，正是诗人在不断地行走及凝神察看
中，悄然于“空隙间/生长的某种意念/守着
灵魂的堡垒，从前的时光/早已耗尽思想的
触角”。在《哈姆莱特城堡》这首诗中，作者
无异于明确地宣示：“躲藏的幽灵/正以另
一种方式，确定它的归来”，仿佛是内心深
处不熄燃烧的爱之再度呈展，他决然断言：

“是生存，或者死亡。/勒紧的剑刃/一闪
亮，应该是一道爱的光痕”。在《贝拉》一诗
的结尾，他再次申言：“我懂得，凝听的魅
力/不论谁在喊我，都能听到爱的声音”。

在异域游走的时光流转中，诗人见证
了断井颓垣般的历史遗存与地域风情。他
在行走中完成了瞩目、察看和语词的投屏，
赋予所描述对象以情感性的慰抚。他的作
品某种意义上无可辩驳地交织着对于风物
景观的勘察、联想式的感喟与抒怀，以及用
独特疑问形态展示的自我言说与评断等多
重视点。“谁，俯瞰飞鸟/与片麻岩交换内心的
禅”。（《过松恩峡湾》）诗人有心激活并塑造
又一重全新的景物空间，蓄力投注了主体
性的内在感知与幻化意念，使得所状写之物
无形中超越了它本身可测定的量度与涵容。

“生命必须奔赴，让隐形的肖像/微妙地，占有
一席之地”。他将无生命气息的僵滞对象灌

入了鲜活的热力与刻骨的痛感，让未知时
间的动荡无序与不可能演绎成了当下意态
中的确定性、自足性与期待感，从而一定程
度上构成了一种双向审察思省的对视关系。

更富有深长意味的是，在诗人龚璇的
字里行间，我们俨然发现了另一种隐在的
语言风景。他就像一位不懈前行、毫无倦
意的旅行者，带领着人们目游山川城堡，宛
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神与物游，却怯然
且真切地袒露出“人间灯火，隐浮走失的胆
气”（《瓦萨沉船博物馆》），并且“把内心寄
居的感觉/织成惶恐的网”。（《杰弗斯的石
屋与鹰塔》）诗人守持着回望与归依、远游
与返乡两种精神姿态和模式，透过绚烂多
彩的诗意文字，创作了一首首镂刻个体记
忆与时代屐痕，又携持着内心沉痛异化感
的“还乡”之诗。

在这本诗集里，我颇为喜爱那些记述
山水自然、风土人情的诗篇，如《车过桑科
草原》《郎木寺小镇》《桃花潭记》等，似乎透
显出传统水墨画的艺术效果。正如诗人所
云：“闻着山中的清香/我的笔记，会有遗世
的水墨”。（《铜铃山记》）更重要的是，它们
显示着诗人自身对于踔厉风发的人生形貌
的积极探求，对于将自我记忆融入时间性
配置的精神锚定，对于如梭岁月间鼓荡张
扬的灵魂与丰盈深邃之爱的深刻理解。

龚璇素来满心期冀着“让消瘦的灵魂，
注入钢筋铁骨”（《桂阳：一座城的意义》），
而我却更钟情于这样的诗句：“我只想抓一
把盐/撒向天空，开出热烈的花/分蘖阳光，
点出一瓣瓣奇境/谁在手舞足蹈？”（《在茶
卡盐湖，我抓了一把盐》）这确实是一次个

人灵魂与品格在无垠天际下的锐利碰撞，
它让人感受到了诗人视如“一生的重量”的
烂漫童心、纯粹诗意和明媚情怀。因而，收
录在《灵魂犹在》最后一辑的诗作，看来无
不获益于生活的启迪与文明的憬悟，风格
各异，情境繁复，展现出诗人空阔宏富、摇
曳生姿的心灵疆域。如同诗中所云：“锦瑟
年华，淬炼的时光地图/早已给予灵魂魔力
的权杖”。（《阳小杏的礼物》）

在这些诗作中，龚璇“投入叙事的眼
睛”，联缀起“缱绻记忆的风景”，疾徐有致、
疏密相间地带出了一种独特的叙述节奏和
语感。同时，在他人无法看见与透视的梦
境里，诗人不断地自我质询与返观思省。
那些叠映于诗行间的彷徨与呐喊、低落与
昂扬，应该就是诗人自我乖张错杂的双重
心相的绝妙咏叹。我想，所有这些，或许正
证示着诗人永远无法逃离、忘却自己处于
现实与精神矛盾交织、两难悖谬的艰困境
地，以及无法圆融内心热切渴盼的精神还
乡之梦。诗集最后的两首小长诗《1405
年：郑和的梦想与远航》《不朽》显现了两个
历史人物的卓越功绩。他们恰好践行了诗
人在精神层面上所执著的“远游与返乡”。
他们的行动最终的价值旨归都是，“让灵魂
的认知，抵达最远的地方”。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有云：“荒荒油
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龚璇
的《青瓷缶》或许更加清晰地抒写了自我与
当下、自我与幻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只
是偶尔经过。一个影子/试图触摸的灵魂，
不会在身体内翩舞/受雇虚像，就是浪费生
命的意义”。

随着全民炒房热潮的终结，作家邰治冶的长篇小说
《解套》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这部小说既是对炒房一
族的兴衰起落做了一次文学回望，也是对房产市场十多年
来潮起潮落的一次客观描摹。不少读者称其在作品中找
到了自己甚或亲戚朋友的影子，读来亲切自然、很接地气，
有一种亲历感。

《解套》一开始，作者就将我们的视线引到一个话题性
的社会焦点，就是房子问题。居住在南厦的中年男人苏宏
玮和妻子眼看着房价不断上涨，存在银行的钱日益缩水，
两人决定拿出全部积蓄投资买房，因为政策所限，每个家
庭只能买两套。他们为了多买一套，夫妻二人不得不效仿
他人办了假离婚，按揭买了两套投资房。然而，房子到手
后房价却不断下降，夫妻之间的矛盾由此拉开了序幕。经
过一系列风波，矛盾上升到了白热化程度，在无法调和的
情况下，两人只好由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
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苏宏玮夫妻二人无非是想
把日子过得好一些，可导致的结果却如此惨痛。如何消解
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保持一种平衡状态，这既是作者
对现实的拷问，也是这部作品的艺术张力，它所隐喻的不
仅是一个公共性的社会话题，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经济命
题：房子、物价，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根本。

从小说的艺术层面上来讲，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开
头：中年男人苏宏玮在遭遇下岗失业和妻离子散的双重打
击下，如何生存下去？他还有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这便

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阅读兴趣和阅读期待。他把自己的
全部身家性命都押在了三套房子上，在度日如年的煎熬中
挺过几个月。好在严冬不长，房产市场开始复苏后，房价
不仅恢复到从前，甚至还超过了以往，苏宏玮一下解套了，
这既是经济压力上的解套，也是他人生命运的解套。他卖
掉了两套房子，又开始了新的房产投资。从小说的内在逻
辑上来讲，前面的铺垫正好为一种新型职业的产生奠定了
基础，这就是炒房。苏宏玮正是认定了这一行业适合于自
己，便顺理成章地加入炒房一族。

从小说的人物开掘上来讲，人物命运的走向决定了作
品的深度。苏宏玮与其他炒房客有所不同，他的身上具备
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他始终奉行的是“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理念。他智慧、豁达、诚信、友善，能
对市场做出准确的把握，能对事物做出前瞻性的判断。正
因为他有坦荡的情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很快就在创业道
路上聚集了一大批炒房者。他们的人生目标几乎相同，就
是想在房产的买卖中发点小财。也正因为如此，人性的善
恶便在利益的驱使下泾渭分明。

从小说的价值取向上来讲，作者把握得很准，而且充
满了善意。房地产投资不仅内部充满了竞争，还要面对巨
大的资金风险，稍有不慎就会一败涂地。从业者除了要有
敏锐的市场观察力和嗅觉力，同时还得具备强大的心理素
质来承受市场波动造成的精神压力。这种压力，苏宏玮有
过深刻的体会，那种煎熬几乎度日如年。房产市场的波谲
云诡足以让人胆战心惊，如何解套几乎成了炒房者的命

穴。苏宏玮和他的朋友们早已华丽转身走向了资本市场，
可那些没有解套的又将如何？

一群炒房客从2007年开始跌跌撞撞一路走来，起起
落落十余年，到2018年，随着国家对房产市场的有效调控，
尤其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明确
后，他们最终从房产市场的舞台上谢幕了。如何用文学的
形式记录这一群体，如何用文学的目光公正客观地审视他
们？邰治冶以亲历的身份介入其中，用文学给予真实的记
录与描述。这一群体也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他们虽
然很看重利益，但也有爱国爱家的情怀，也有国家有难、匹
夫有责的担当。当2018年台风席卷南厦、他们所在的城市
受到重创后，苏宏玮当即发起重建家园的募捐活动，很快
得到了大家的响应，这一善举让人温暖和感动。

《解套》的可贵之处，就是真实记录了这个特殊群体的
产生、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记录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由不
完善到日趋完善的过程，为中国特定时期内出现的炒房客
做了一次文学上的终结。同时，作者还恰如其分地引用了
国家在各个时期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仅增强了作品
的真实性和时代感，而且还具备了一定的史料性，能为研
究者提供帮助。

在《解套》之前，邰治冶还写了《翻盘》和《欲望迷城》，
这三部作品都是以房地产题材为主的商战小说。作者在
这些作品中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完美结合起来，走出了一
条适合自己的路子，使其产生了有别于其他同类型小说的
文学潜质。他的作品很接地气、很走心，始终关注普通平
民为了求得生存在经济大潮中浪遏飞舟、积极拼搏的故
事，让读者能在这些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汲取奋发
向上的力量，能从作品中感受到温暖的阳光和希望。作者
力求突破类型小说的窠臼，极力向社会的广度和深度进行
开掘，因而这些作品便有了不同凡响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
值，成为商战小说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真实生动追溯北平抗战的力作真实生动追溯北平抗战的力作
————评孙晶岩长篇报告文学评孙晶岩长篇报告文学《《北平抗战秘闻北平抗战秘闻》》 □□孙公麟孙公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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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炒房族的文学回望
——评邰治冶长篇小说《解套》 □唐达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