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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
士丁宏伟：《帝都传奇》作者任见先生深
刻而生动地叙述了一个城市五千年的文
明历史，用多种手法由浅入深，且文言文
和白话文相结合，充满了人文和生活气
息，使这部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帝都传奇》中有一些生僻字，建议
增加注音和简单释义，便于读者阅读和
理解。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
授鲁晓霞：任见先生写的这部书充分反
映了一种融合——古今的融合、文言文
和白话文的融合、书面语与口语及俚语
的融合、叙述和议论的融合，体现了浓
浓的地域特色。

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博士

毛阳光：《帝都传奇》体现了历史的厚
重感，语言明快，有幽默感，具有很强
的可读性。它立足历史，又有所升华，
作为一部通俗文学作品，能让更多人了
解洛阳厚重的历史。在宋代，洛阳作为
西京也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文化，我建
议今后书中可以增加相关章节，进行延
伸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民俗散文作家、
摄影家符运通：九卷《帝都传奇》不仅是
令人震撼的皇皇巨著，而且是可用来学
习借鉴的楷模。《帝都传奇》的鲜活，在于
作者把历史人物、故事、典故等与现代社
会的文明及风尚非常自然流畅地结合在
一起，像流传千年的洛阳水席，让洛阳
人、河南人以及更多的中国人都想吃，并

且吃了还会伸出大拇指。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民俗文化

学者、摄影家索彪：任见先生的《帝都
传奇》将历史学的真实性和文学的艺
术性珠联璧合，可谓相得益彰。其内
容新颖、论述深刻，令人耳目一新。书
中用了很多现代的流行词汇来表达古
代生活，生动自然，容易阅读又不失幽
默，在具备文化高度、文学深度的同
时，还具备了超越其他书籍的阅读亲
和力，使读者在阅读中不断地达到一
个个轻松愉悦的兴奋点，在愉悦中获
得文化熏陶。

河南省美协副主席、洛阳画院院
长、洛阳美术馆馆长文柳川：洛阳的最
大文化财富就是它厚重的历史。数千

年的帝都历史是我们城市的文化基座，
河洛文化的元素、信息非常丰富，到处
都是闪光点，我们需要的就是表达清楚
这些闪光点，让中外世人知道洛阳伟大
的城市文化。对于这些，《帝都传奇》做
到了，它讲清楚了洛阳的前世今生，让
中外大众无论在何处都可以欣赏和感
受帝都洛阳，受到河洛文化的熏陶。

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诗歌
学会理事李耀阳：《帝都传奇》超脱了传
统的以人物、事件为主的题材选择，聚焦
于一个城市的朝代兴衰史，是题材上的
创新和突破。在小说中，除了第一卷和
第九卷外，每卷后面还有一小段“创作札
记”，让人仿佛与作者面对面沟通一样，
既有趣味性，又便于理解小说内容。

洛阳市作家协会原主席梅意辛：作
者任见在小说中表达了对待传统文化
要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对

《周礼》《白虎通义》等内容都进行了批
判性的描写，传递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
史观。

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副馆长袁万
坤：《帝都传奇》作者任见十年磨一剑，
呕心沥血，勤奋写作。对于小说中每一
个历史故事的来龙去脉及其涉及的纷
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作者去伪存真，由
表及里、由浅入深，从现象到本质，梳理
得头头是道，叙述得有条不紊，塑造出
一个立体、丰满的帝都形象，让读者在
他描述的故事中不禁流连忘返。

洛阳作家任见新作研讨会昨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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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砺瑾 实习生
郑君薇

昨日，洛阳作家任见新
作《帝都传奇》研讨会在我
市美术馆报告厅召开。国
内包括本地的多位专家学
者从不同角度发表了真知
灼见，不仅针对河洛文化和
洛阳历史进行了研讨，而且
为广大读者阅读这部“文化
史诗”提供了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