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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群星灿烂月华明（总序）金庸（《明报月刊》创办人及第一任主编）《明报月刊》创刊十周年时，我
写了一篇纪念文字，题目是《&ldquo;明月&rdquo;十年共此时》。
《明月》最初十年是相当艰苦的，过的是寂寥的岁月，作者不多，读者也不算多，在学人之间没能引
起多大注意。
在我担任总编辑期间，我常去日本，独自在东京神田町的旧书店中翻阅尘封蛛缠的旧书，冀望发现一
些可以用作插图的旧图片，那时的心情也是寂寥的。
后来情况渐渐改善了，我们的处境也好了些。
读者多了起来，作者群也渐渐扩充了。
读者们翻阅《明月》的总目录，可以发现，我们的作者几乎包括了海外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各家各
派人士，真正可以说得上是&ldquo;群星灿烂&rdquo;。
《明月》的主持人与编者受到过各种各样的攻讦，然而受得多了，也就不在乎了。
真正的炸弹包我们也收到过，一些文字上的诬蔑算得了什么。
中国自和西方思想接触以来，出版过很多极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例如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其后
的《新青年》《语丝》《新月》《创造》《小说月报》，台湾的《文星》等等，都曾对当时的文化界
、知识界起过介绍新思想、讨论新问题的作用。
《明月》和这些前辈刊物相比，以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作用之大而论，自然是万万不如，所刊载作
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深度，到目前为止，恐怕也是有所不及，然而我们还在继续出版，焉知来者之不
如今也，将来还有长远的前途。
我们的作者包括了全世界的华人，方面之广，大概已超过了上述那些前辈刊物，所介绍和讨论问题之
广泛，大概也已超过。
看情形，《明月》今后一定会愈来愈精彩。
希望将来再刊登一些外国学人的中文作品或外文作品的中文译文，成为一份国际性的中国文化刊物，
既有深度又能普及，那时才真正是&ldquo;群星灿烂月华明&rdquo;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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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香港明报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集散地，在知识份子中影响极大，大陆没有公开发行
。
1966年，金庸先生在香港创办《明报月刊》之后，刊物的历届主编均为华语文学界的大师，经过四十
多年的努力，他们将刊物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打造成了一个全球高级学术刊物。
本书是王蒙、余秋雨、莫言、二月河、王安忆、董桥、李欧梵七位文学名家从未在大陆发表过的对于
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文学和生活，对于兴趣爱好和所处环境，对于创作的原则和方向，他们都有
自己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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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蒙，中国当代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其作
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

　　余秋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国际知名的学者和作家。
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台湾、香
　　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

　　莫言，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
文学”作家。

　　二月河，南阳作家群代表人物，现任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

　　王安忆，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自1980年代中期起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
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

　　董桥，台湾著名作家。
历任《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制作人及时事评论、《明报月刊》总编辑、《读者
文摘》总编辑等职，现任《苹果日报》社长。

　　李欧梵，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著名教授、作家、文化评论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文学及
文化研究、现代小说和中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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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王蒙卷
　人生小语
　话说这碗“粥”
　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
　我的喝酒
　你是哪一年人？

　冰心的风范
　谁来拯救文学与文学能拯救谁
　非常中国
　竞争的悖论
　喜欢巴金
余秋雨卷
　世纪思考：文明的存在和失落——『千年巡拜』演讲会总报告
　我的中学老师们
　叔叔为了《红楼梦》三度割脉——隐秘的河湾?之一
　陷入黑洞的日子里——隐秘的河湾?之二
　公道自在天地间——隐秘的河湾?之三
莫言卷
　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一个饿怕了的孩子的自述之一
　福克纳大叔，你好吗？
——一个饿怕了的孩子的自述之二
　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一个饿怕了的孩子的自述之三
　我的《丰乳肥臀》——一个饿怕了的孩子的自述之四
　厨房里的看客
董桥卷
　人生小语
　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
　文章似酒
　听说台先生越写越生气
　萝卜白菜的意识
　英伦日志半叶
　访书小录
　从中国文学的界说和种类想起
　关于藏书
　谈谈谈书的事
　从《老张的哲学》看老舍的文字
　如意?吉祥
　另外一种心情
李欧梵卷
　人生小语
　书债
　捷克现代民族诗人塞浮特
　——访问史维耶考斯基（F．Svejkovsky）后的杂感
　谈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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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船上的臆想——我的第一篇大陆游记
　看牙——庸俗的臆想
　欧洲文化神秘面的代表——重游布拉格札记
　时代是仓促的，更大的破坏将到来——张爱玲、颓废与世纪末
　我恨洛杉矶
　吃人不眨眼的大章鱼
　好莱坞之梦的幻灭
　不是温文尔雅人住的地方
　香港：张爱玲笔下的『她者』
　曾使我惊吓万分的城市：上海
王安忆卷
　上海的女性
　型
　宋朝
　出巡回来乐遥遥
　过去的生活
　安娜的型
　寂寞
　遍地民工
　岛上的顾城
二月河卷
　古今卖友记
　文人无行
　『跳梁』文人
　『二臣』文人
　雍正与术士
　闲话密折
　三位皇帝反腐有力度
　崇祯辞庙随想
　从历史走廊穿行过来的《明报月刊》
　　　——《明月精品文丛》编后记 / 潘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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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你是哪一年人？
王蒙我们生活在剧烈变化、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剧变中的人，不同的年头、不同的时期各有不同的
背景和命运；有时候年与代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乃至超过了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差别。
我有一个朋友，从中国去到美国，上学、毕业、赢得学位、打工、找到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取得了
在美的居留权，再回到祖国服务报效，前后用了十七八年的时间。
有一次我们闲谈，谈到祖国这十几年的突飞猛进与变化幅度之大，他用&ldquo;隔几年就认不出来
了&rdquo;形容他对于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的感受。
再谈起&ldquo;文革&rdquo;、&ldquo;反右&rdquo;、&ldquo;大跃进，诸旧事，更是恍如隔世。
我问他：&ldquo;这十几年美国的变化大吗？
&rdquo;他说：&ldquo;当然也有些变化，但美国这个国家已经相当定型，远远不像中国的变化之大。
&rdquo;◎&ldquo;五四&rdquo;时代的作家硕果仅存是的，我们生活在剧烈变化、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
，不仅是改革开放这十几年，整个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个转型剧变的世纪。
剧变中的人，不同的年头、不同的时期各有不同的背景和命运；有时候年与代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乃
至超过了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差别。
例如&ldquo;文革&rdquo;中北京的中学生，有一年初高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有的去了云南，有的
去了黑龙江，最近的也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但次一年的毕业生全都留在了北京市当工人，这两届学
生的故事就大不一样。
拿中国的作家来说，有&ldquo;五四&rdquo;当中成长起来的最老一代，如冰心、巴金，德高望重，硕
果仅存，我想与许多旁的作家一样，青年时代的经历、他们拿起笔来写作时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对于
他们世界观与文学观的形成与人生道路、文学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们青年时代的主要文化背景是&ldquo;五四&rdquo;新文化运动，他们基本上是启蒙主义者，他们通
过文学手段呼喊和争取民主、科学、幸福、反帝反封、醒国醒民并救国救民，他们有很强烈的历史使
命感。
我不太了解这一代作家中持相反文学价值观的人们的情况，例如被称做&ldquo;封建余孽&rdquo;
或&ldquo;洋奴&rdquo;、&ldquo;叭儿&rdquo;的人们，他们都已作古，是非功过仍可评说。
倒是现今有些年轻人持（&ldquo;五四&rdquo;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ldquo;断裂&rdquo;说，对
于&ldquo;五四&rdquo;新文化运动颇多批评，于是&ldquo;五四精神&rdquo;的传人们，不得不站出来为
它的理念与旗帜进行辩护。
◎革命战争年代的作家敢于斗争后来有&mdash;&mdash;我想称之为革命和战争&mdash;&mdash;特别是
抗日战争&mdash;&mdash;的年代拿起笔来的一代作家，持积极投入革命和战争态度的这一批作家，充
满献身精神，信仰坚定，立场分明，富于自信，敢于也善于斗争，他们隶属于胜利者与（新中国的）
缔造者的光荣行列。
建国后相当一个时期执文坛之牛耳者当然是这些作家，他们的名字群星灿烂，有许多巨星已经陨落，
也还有一些人仍然健在。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物特别富于一种政治敏感、主人翁意识、整体（包括事业整体与文坛整体）意识、
主流或中流砥柱意识，党与人民的代言人意识，方向意识乃至开国元勋的责任感。
例如最近我就看到这样一位老作家，声言有了谁谁谁来&ldquo;接文学的班&rdquo;，他老就放心了，
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群伦的情怀溢于言表。
这一代作家是新中国文学事业、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崭新的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和主力部队。
他们虽然也逐渐变得高龄，他们中的许多人物，仍然笔力不减，新作迭出，尤其是正言谠论，
与&ldquo;歪风邪气&rdquo;作斗争的精神甚劲（包括公开发表的与动辄上书言事的）。
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主流，这些老作家拿起笔来的时期的主流是革命与战争，同时每个时期也都
有对于主流积极投入或不是投入而是黯然疏离的不同选择。
选择了疏离主流的作家在革命大获全胜后受到主流的相当的疏离，坐了相当长时期的冷板凳，乃至受
到了批评直至冲击，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无倾斜的，历史不可能对所有的人微笑抚摸捧抬装点，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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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秋千又常常荡来荡去。
最近一个时期，一些疏离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主流的作家在某些圈子之内，颇有些个时来运转的气象，
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被请了出来，再现辉煌，重新红火，行时得很。
这大概也很符合中国式的物极必反的辩证法&mdash;&mdash;因为中国少有那种一个时期的互补共存、
互相制约也互相激荡的多元平衡，而多半在某一特定时期，&ldquo;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
东风&rdquo;。
目前有些学人对待&ldquo;五四&rdquo;以来新文学史的态度发展到一百八十度转弯&mdash;&mdash;不
疏离的不要、不边缘的不爱，红过的都贬或贬过的都红，从不符合某种意识形态要求的不行到沾上了
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就不行（这其实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即反对前一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标准），从唯
周扬之马首是瞻到唯海外某种舆论或学术思潮说不定即海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马首是
瞻&mdash;&mdash;的程度，令人感到仍然是非艺术的思路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信仰革命、信仰苏联再往下就要说到笔者这一代人了，我们的基本背景是新中
国的诞生，这一代人信仰革命、信仰苏联，无限光明、无限幸福、无限胜利、无限热情，十分骄傲自
豪。
我年轻时常常觉得过往的老一辈实在活得冤&mdash;&mdash;他们竟然那么多年活在旧社会，旧社会的
生活岂能算是人的生活？
后来的人也不如我们幸福，他们完全没有见识过新旧社会，没有见识过革命的凯歌行进与美丽光荣的
新中国在旧中国的废墟中诞生。
因此唯有我们这一代&mdash;&mdash;后来通常称为五十年代起来的作家&mdash;&mdash;是历史乃至上
天的选民，但后来这些人中的许多遭遇到了反右运动的蒙头盖脸的试炼，于是又形成了一种难以清除
的对于极左的警惕乃至于恐惧，&ldquo;文革&rdquo;结束后，这批人活跃了一阵子，有的还颇成气候
；但也有些人由于锋芒太露、战线太长而受到了这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包括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
夹击，被指责为不够革命、干脆不革命或者是相反&mdash;&mdash;始终没有脱离开主流意识形态，始
终太过革命，他们曾经那样热爱革命、热爱苏联以至于那样警惕或曰内心恐惧极左，也被某些年轻人
嘲笑，觉得他们太没出息，有些讨厌和啰唆。
年轻人想&ldquo;现在都什么年头了，还怕（或防）极左&rdquo;？
看来是幸福的，但他们自己仍然觉得太不幸、太不走运的新一代人，不理解上一代人怎么会那样轻信
，那样自找苦吃，又那样地摆不脱放不下；尤其是上一代留给他们的这个世界离他们的要求还太远太
远。
他们批评那一代人说，那是被扭曲的一代，他们从自己的苦难中生产出的不是应该生产出来使下一代
人现成接收受用的光芒四射的真理，而是破铜烂铁，不是很有趣也很讽刺吗？
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新中国建立时期拿起笔来的这一批作家当中找不到几个疏离者呢？
莫非我们是在一个没有疏离的反衬的关头成长起来的吗？
这倒真有点扭曲的味儿了。
至于反右云云，那倒是除了警惕者、恐惧者外也还有意犹未尽者，还有意欲一反到底虎视眈眈跃跃欲
试者，事物从来不仅是单方面的，这也正常。
◎&ldquo;文革&rdquo;中成长的作家高举批判大旗现在在文坛上最活跃、最有能量的还是&ldquo;文
革&rdquo;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所谓共和国的同龄人，所谓&ldquo;从红卫兵到作家&rdquo;（这是旅加
汉学家梁丽芳的一本著作的题目），所谓青春无悔，所谓&ldquo;六八&rdquo;人（似指1968年毕业的
高中学生，论者认为这个年级的学生最有思想，会出&ldquo;思想者&rdquo;或这个年龄段要出人才）
，所谓喝狼奶长大的（此话不够友好和全面，但也多少说明了一些事实）等，他们经历过&ldquo;文
革&rdquo;，经历过上山下乡，又在盛年经历了改革开放，他们热情洋溢，勇于高瞻远瞩，富有正义感
和悲壮感，富有精英意识乃至提出向世俗化宣战的口号。
他们富有火气和冲击力，他们声音洪亮颇有气概。
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ldquo;文革&rdquo;后期，上山下乡时或刚刚上山下乡后拿起笔来写作的。
人生的不同阶段，他们也都是热情投入、努力奋斗的，从而他们都有效地汲取了当时的最新鲜、最生
动、最丰富时髦的思想营养与人生及世界信息，他们痛感到战斗正未有穷期，他们是当今文坛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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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的一些人若隐若现地怀念着或呼唤着&ldquo;红卫兵&rdquo;式的理想主义精神，他们提出了
或响应着当前的最新思潮，高举爱国主义与批判的大旗，批判现代性、批判启蒙话语、批判国际资产
阶级与殖民文化的民主、法制、科学、宽容观念，他们的主张使人耳目一新，他们的思想的超前性发
人深省，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
然而同样我也不太找得着这个&ldquo;代&rdquo;的疏离群落。
时至今日，倒是有人特别敏感于新条件下的同行的礼崩乐坏、精神失落、道德颓败，他们举起了抵抗
投降的大旗；而另一些人显得温和一些，易于认同（投降？
）一些，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分化。
◎改革开放年代的作家喜欢张扬个性同时，更新的一代人正在崛起，应该称他们为改革开放的一代；
他们更少条条框框，更喜欢张扬个性与公开地追求物质利益，我不想多谈这一代作家，因为我对他们
的作品的阅读和理解还很不够。
但他们与过往的几代作家又有不同则是明显的，例如他们当中已经有人发表对于共和国同龄人不敬的
议论了。
代与代的沟通并不那么容易。
例如我前面举的那个五十年代作家热爱至少是热爱过苏联、深受俄苏文学影响的例子。
到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喀秋莎》这支我们那一代人的圣洁的歌曲，是作为小流氓们在&ldquo;
老莫&rdquo;&mdash;&mdash;莫斯科餐厅聚会的背景音乐来出现的。
我试图教过孩子们学我们年轻时喜欢的苏联和中国革命歌曲，我全然失败了。
一位孩子说：&ldquo;你们从前唱过的歌原来这么水&rdquo;，而我认为是他们爱唱的流行歌曲
才&ldquo;水&rdquo;得要死。
不知道这算不算代沟一例。
近年来中国文坛笔墨官司此起彼伏，有的争得很情绪化，除了其他原因，代与代的区别也是重要原因
之一。
中国近百年风云变化，每隔那么十几年二十年乃至三年五年就&ldquo;当惊世界殊&rdquo;&ldquo;萧瑟
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rdquo;一回，不同年龄段的人会有不同背景、不同的惯用语
言&mdash;&mdash;包括俗话、套话、俏皮话，不同的精神风貌，不同的服饰做派&mdash;&mdash;现在
的西服革履，如果放到&ldquo;文革&rdquo;中穿会出现怎样的情景，连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也想不出
来。
一代一代人也会有不同的歌曲、书籍、思潮被青睐，这样，隔上一段时间人们在发现世界之&ldquo;
殊&rdquo;的同时也会发现他的同类&mdash;&mdash;人也已经&ldquo;殊&rdquo;了又&ldquo;殊&rdquo;
，叫做时惊世界异，自觉彼此殊；殊，也会成为一种隔膜吧。
这也好，不这样中国岂能由鸦片战争时期的大清帝国发展到今天！
同时在每一代人之中，对于历史提出来的中心任务与活动舞台，有积极投入与消极疏离的态度的区别
，这又是一种&ldquo;殊&rdquo;&mdash;&mdash;人言人殊了。
积极投入者叱咤风云，活得、写得都充实红火，但也可能在历史的风景中跌断脖颈，或失误受挫。
至于因了投入历史的中心任务而顾不上乃至损害了文学的某些艺术层面的精雕细刻，更是不在话下。
疏离者常感困惑，常受冷落，有时貌似无所事事，苍白空处，向隅独吟；但在边缘状态下也许反而显
得清醒，反而显得更纯洁、更温柔、更逍遥、更迷人地经营着精美的文学。
待到风息浪止，沉淀寂静下来以后，他们就会被挖掘出来一放异彩。
选择了红火的人应该不拒绝为红火付出代价，选择了寂寞的人应该不拒绝为寂寞付出代价。
寂寞了偏要人家承认你的伟大，红火了偏要人家承认你的高洁；然后为自己的寂寞或红火而骄傲，而
自我欣赏自吹自擂或互相吹捧不已，再加上排斥不同的选择，未免显得太贪、太满、太发烧友，应该
慢慢懂得，真理没有谁能够垄断，赞美没有谁能独赢，百分之百的满分，谁也不可能全部得到。
（对于当今的社会发展主流：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各代作家的态度就复杂多了，有的欢呼投入，有
的总结经验唯恐历史再走回头路，有的面对市场经济六神无主，有的我行我素，有的忧愤交加痛心疾
首&hellip;&hellip;总之有的摩擦、有的适应，以摩擦的姿态适应，以适应的姿态摩擦，屡屡跌破眼镜者
也大有人在，这不是本文能论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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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作家自有其历史机遇与舞台在中国内地，人们不太喜欢&ldquo;代沟&rdquo;这样一种来自西
方的语词。
那么看看几代人之间的不同乃至他们之间的龃龉，恐怕也难以否认差异存在的事实。
其实各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机遇与历史舞台，有自己的历史业绩、历史性贡献与历史局限、历史遗憾
，人们被历史成全、被历史厚爱又有时被历史捉弄乃至被历史牺牲。
与此同时，整个百年中国，代与代之间有它的连续性、传承性、一致性。
各代作家之间，有许多一脉相承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也有代而不沟或有沟也可以架桥的因素。
我们没有必要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对立起来，没有必要把自己这一代想得太美太悲而把更上一代或下
一代想得太差太丑。
动不动自我作古、自我纪元、怨父恨子，是幼稚的。
因此我希望，每一代作家除了看到自己这一代人的伟大悲壮以外也正视自己这一代人做过的蠢事，除
了悲剧的精神也不妨具有一点喜剧的精神，除了执著的态度也还有一点自我的超越，除了自恋自怜、
自我咀嚼也不妨有一点自嘲、自省、自审，除了热度也可以有一些冷度&mdash;&mdash;清醒度；我过
去这方面做得也常常不足，我在近年的作品中追求的也包括这个。
我希望人们除了相信自己这一代人的生辰八字必有异彩&mdash;&mdash;这很可爱很能鼓舞
人&mdash;&mdash;以外也不妨相信旁的年头也能出人才，这也就像相信任何年头都会出小有所得便烧
得不行，不太明理而又喜欢自吹和咬人的人一样，这样，人们不但可以并认定应该审父教子；也还可
以研究与理解乃父乃子，与乃父乃子沟通交流。
即使要审要教也还得弄清楚乃父与乃子到底是怎么回事，理解代与代的差异的客观依据与历史依据。
有了理解，再有了善意，有了那么多共识和统一，有了清醒与自知之明，那么不但你上学那一年流年
八字极佳，他上学那一年，现在与今后的子孙后代上学的许多年，都还是有一定的希望的。
遇到不同代人的不同意见，不必立即悲壮亢奋，也不必把对方立即视为妖魔、丑类、歹徒。
君子和而不同，几千年前的孔夫子的话说得真好。
我相信各代作家都是一些或愿意是一些君子，我盼望隶属于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不同性别、不同背景
、不同风格、不同观点的作家，都能和而不同：不苟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同时不苟敌、苟恶、
苟斗、苟贬，尽可能地不伤或少伤和气，除了斗斗斗骂骂骂以外，也还可以讲一点互相尊重、互相理
解、互相学习的老话。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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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明报月刊》四十年，一直是香港珍贵的自由思想、人文精神传统的标志。
&mdash;&mdash;白先勇（作家）《明报月刊》发挥了香港自由的特性，让文学、文化有一个独立存在
的天地。
&mdash;&mdash;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左风、右风、西风，她都屹立不动，只因为她崇奉的
文化中国。
&mdash;&mdash;聂华苓（作家）我一生投过稿的报刊不计其数，但我始终觉得《明月》最令我有亲切
之感。
自由、独立、中国情味大概是我对《明月》最欣赏的几点特色。
&mdash;&mdash;余英时（著名学者）《明报月刊》不在场的时候台上冷场、台下萧条，他每再一次在
场，锣鼓丝竹便应着幕起而响起，无他，文化的价值观也。
&mdash;&mdash;郑愁予（诗人）《明月》是一本真正的知识分子刊物，她的价值中立立场和中性态度
是一贯的。
&mdash;&mdash;刘再复（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教授）《明月》是海内外华文世界中，最多
人文关怀、最严谨、最公道、最可信赖、可读性又最高的刊物之一。
&mdash;&mdash;柏杨（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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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未在内地发行过的刊物，独家授权首次出版创☆创始人金庸先生携董桥等六位主编联手巨献名流
雅集，文字洗练，论道精彩，读来酣畅淋漓又不失轻松惬意，让人仿如置身各个讲堂与诸位大家倾心
交谈。
☆香港最具盛名的人文杂志《明报月刊》精品文丛六十年代香港明报创刊后，上百位海内外学者在杂
志上发布了就国家、历史、民族、学界等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在当时对学界、对政局都有相当影响，
这套书就是从近千篇文章中精选出的经典作品的结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重新展示被遮蔽了的大师的声音，权威发布名家&ldquo;大声的自由&rdquo;王蒙、余秋雨、莫言、
二月河等名家，他们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上的经典作品，曾在海外引发巨大影响，具有较高的水
准，因时代局限未能流布于内地，这些在香港发布文字被尘封多年。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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