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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7年，写完《大窑门》，我挂笔城楼，抱肩缩颈地汇入了滚滚浩荡的俗世人流，发誓十年之内
再也不用长篇小说这种文学样式，骚扰从旧中国过来的老人们的晚年生活了。
　　但是，老西安的旧人旧事时刻都在我的心底里翻腾。
旧人旧事在我的心底组成了一个响器班子，不舍昼夜地敲打着我的内心世界。
　　掐指细数，十年过去了，我依旧顽固地试图打开老西安这把&ldquo;锈锁&rdquo;！
　　长篇小说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门深刻的艺术。
由于它的深刻，往往具有残酷的作用！
这样，在《大窑门》出版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有许多老人找过我，他们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你为什
么要写这些令我们辛酸的旧事，我们原来是打算把这些事情带入棺材的！
老人们说完，不久就左脚跟着右脚地死掉了！
在参加他们葬礼的时候，我总忘不了要在墓地焚烧一本《大窑门》，算是一个当代的中国作家对过去
了的旧时代、旧制度的祭祀！
当然，更多的则是为着纪念逝者。
他（她）可能是旧社会的一个土匪或者一个窑子，也可能是旧社会我们这座城市的评弹皇后、流浪艺
人。
我从二十岁开始追踪他们，一直把他们追到墓地！
那时，我就像一只乌鸦，栖落在老人们门前的槐树或者皂角树上，在使老人们胆战心惊的同时，平添
一些对故往生活、故往人物的牵念与悬想。
　　这样，几个老人在菜市上有过一次短暂的会晤。
他（她）们做出一个决议：作家鹤坪想听我们的旧事，可以。
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但是，鉴于我们现在已经儿孙满堂，实在
不方便当着子孙们倾诉我们过去所做过的丑事、恶事和烂心事，所以希望作家鹤坪另找清静无人的地
方作为谈话的环境。
　　这样，我在城南护城河边的柏树林子里找到了这间茶棚。
　　每天早上六点，我在茶棚备好茶壶茶盅等候老人们的到来。
老人们如约而至，风雨无阻，如此三年！
　　老人们像天上的星斗，一个一个地熄灭了！
等到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我所采访的健在人世的老人，仅仅只剩下&ldquo;刘伯&rdquo;，他是《大窑
门》里&ldquo;麻皮，，的生活原型，一个旧社会的&ldquo;城防司令&rdquo;，一个新社会的&ldquo;政
协委员&rdquo;。
那天我去给他送书，他强撑着臃肿的身子，翻转着眼泡，大呼小叫地命令儿媳妇给我沏茶。
他咆哮似的说：没几天活头了，黄土都拥到下巴底下了！
我的下半截身子站在民国，我的上半截身子站在社会主义！
只有头是我自己的，里面装着脑浆、记忆和儿孙们的名字！
接着，他开始疯狂地咳嗽，很快他就被&ldquo;120&rdquo;接走了，很快他就&ldquo;蹬腿了&rdquo;（
死了）。
他的儿孙们没有丝毫迁怒于我的意思，但是在通知我参加追悼会的时候，不无责备地说：你何必赶尽
杀绝，你何必要写老人们的旧事！
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了，你何必还要追究？
！
　　站在&ldquo;麻皮&rdquo;的遗体旁边，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写了，我发誓十年之内不再打扰老
人们的宁静！
我要让他们在怀抱孙子的时候，不再说：爷过去是土匪！
奶过去是妓女！
但是，等到老人们都一个一个地&ldquo;蹬腿&rdquo;之后，我一定还会回来，续写他们的沧桑与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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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写老西安城的苍茫与苍润！
西安城是一个千年不变的大舞台，每一个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是演员；不论皇帝还是草民，上了舞台
都有吼一板、唱几声的欲望和权利！
我在城下和老人们倾谈的时候，真有老人牵着孙子去的，还有许多老人是牵着重孙去的，他们有些已
经四世同堂，做了一个幸福家庭的太爷、太奶！
　　从那以后，我枯坐书斋，过上了&ldquo;抱道不屈，拥书为城&rdquo;的寓公生活。
　　掐指细数，十年过去了！
此十年我度日如年，一个呼之欲出的老西安城，时时刻刻在我眼前晃动！
此十年间也应报纸杂志邀请写过些关于西安城的忆往文章，也编过几本关于老西安城气、城氛、城俗
、城礼的小书。
g至闲得无聊研究过民间石雕以及刺绣艺术。
甚至我还画过两年中国画，所画人物一概都是我魂魄里的老西安入的样子。
在我的心里，这些文章、这些书本，以及这些画，都只能算得&ldquo;成酸文章&rdquo;，是速朽的东
西，因为它们与灵魂没有太大关联，只是一堆闪闪放光的文字罢了，算不得传品的。
　　久违了，我的有灵魂有命脉的老西安城，我的粗服土貌的老西安人，我的睁眉豁眼的城门洞，我
的顶盘挑架的回族商贩，我的沿街号叫的穷人和苦讨！
今天，我开始继续讲你们的事情。
前些天，有朋友告诉我：在城楼下面你过去写作《说西安》的那间茶棚，时常会有老年人到那儿找你
，他们似乎有话要对你说。
没有找到你，他们把你坐过的那个石凳抚摸一阵，然后坐下来，嚅动着嘴唇，好像有话要对你说的样
子。
朋友的这几句话，像重拳夯在我的心口；我的心口像鼓一样，被朋友的几句话敲击得咚咚响，此刻，
似乎还能听到回声！
我知道：过去的老人早被西方&ldquo;接引了&rdquo;，过上了入神两忘的滋润日子，而他们的儿子，
也一步一艰难地走进了老年。
他们想知道一些关于父亲母亲的真实情感、真实人生，这样就一定会有人告诉他：找鹤坪，老人们在
临终之前，都把心底里的话倾吐给了他！
　　久违了，我的读者，我的西安城的父老乡党。
我是在经历了太多的艺术磨难、人生磨难与情感磨难之后，再次回到这间茶棚的。
芳草萋萋，春羞秋辱；利来利往，城围车阻，我从行为和心理上都是冲破了许多坚硬的东西，然后再
次回到城下的这间简易茶棚的！
我是冲破了玻璃幕墙、瓷砖瓷片的包围，再次回到老街老巷、瓦舍茅棚里的；我是顶着欧风美雨、 
&ldquo;前卫&rdquo;与&ldquo;新潮&rdquo;的围攻，再次回到城下的这间平淡朴素的简易茶棚的！
我是挣脱比钢筋和水泥还更牢固的现代城市生活的&ldquo;花容月貌&rdquo;的环抱，再次回到我心灵
和文学的根据地的！
是的，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努力&ldquo;挣脱&rdquo;。
从文学和个人生活的层面，我都在试图挣脱：挣脱名缰利锁，挣脱物质贫穷，挣脱家庭生活的&ldquo;
油烟气&rdquo;，挣脱文学家园的&ldquo;庙堂气&rdquo;，等等。
未承想，客观生活和主观愿望，都沾着太多也太浓重的对实际实惠的物质奔逐，心态和情态也&ldquo;
豪华&rdquo;得不得了的样子！
每天夜里，我都会在&ldquo;轰饮&rdquo;或&ldquo;茶聚&rdquo;之后，憎恨自己的沉沦与堕落，憎恨声
色犬马的生活，憎恨迎来与送往的种种应酬。
为此，我在去年冬天有过短暂的&ldquo;住庙&rdquo;生活，还于去年夏天在终南山北麓的一个偏僻小
村&ldquo;寻田问舍&rdquo;式地添置过两间土屋。
总之，现代生活、卟代风尚使我这个土著作家，像得了牛皮癣一样，每天都在抠、在抓、在搓；每天
都在&ldquo;脱壳&rdquo;，每天都在&ldquo;蜕皮&rdquo;，但总也脱不干净、蜕不彻底！
此刻，我向被我慢待了多年的忠实读者道歉，向你们深深地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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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着月亮发誓：简单简从地生活，简装简易地写作，再不追逐利市利益的实际与实惠，再不追
求心态和情态的豪华配置。
我不敢对着太阳发誓，太阳在老西安城俗里是皇权官威的象征。
我是&ldquo;体制外&rdquo;写作，属&ldquo;非主流&rdquo;，所以我的各种誓言都是朝着月亮发的，不
论盟誓还是毒誓，都是在月光下产生的。
　　隔着茶棚好远，我就闻到了&ldquo;炒葱花&rdquo;袭人的暗香。
&ldquo;炒葱花&rdquo;像久违了的老朋友一样，它的气味是扑向我的，使我跌坐在城下的一块苔斑石
上，久久地陷入对人生、艺术和情感问题的考量与拷问！
　　&ldquo;炒葱花&rdquo;是我长期追求的一种生活和艺术的境界。
　　&ldquo;炒葱花&rdquo;没有太复杂的原料，也不需要太复杂的烹饪，一根青葱、一撮咸盐，眨眼
工夫，就能荡漾开穿街透巷的暗香。
吃久了生猛海鲜、山珍海味的现代人，根本就无法理解&ldquo;炒葱花&rdquo;的妙处，更无法理
解&ldquo;炒葱花&rdquo;的精神内涵和对人生与艺术的警醒和启发作用。
&ldquo;炒葱花&rdquo;简易，但滋味却十足丰赡。
&ldquo;炒葱花&rdquo;是朴素的，是自然的，是生活的高级境界！
　　读了上面的文字，你会清晰地知道：我的文学写作是有源有流的，是有来龙有去脉的；我
的&ldquo;老西安&rdquo;写作，是有家庙有祖庭，有依据有依靠的，不是简单地复制和克隆，也不是
杜撰，更不是&ldquo;移植&rdquo;。
我所描写的人物，是同我一起呼吸、共同生活的那些故世了的老人们！
　　我的&ldquo;家庙&rdquo;和&ldquo;祖庭&rdquo;是城下的一角清净清凉的茶棚，这间茶棚没有瓦盖
风霜，也没有彩挂栅栏，只是四根老木头顶戴着的一蓬衰草！
茶具不是青瓷细盏，是粗瓷海碗，坐喝的也都是些粗人。
在很长时间里，这些&ldquo;粗人&rdquo;是我扒肝扒肺的朋友和亲人，他们把经历过的人生故事讲给
我，他们把故往生活的情态和人生路上的大事小情讲给我，他们使我的&ldquo;老西安&rdquo;写作，
有了依据和依靠。
讲完之后，他们一个一个地朝远处走去，走出了我们的视线，进入了&ldquo;蹬蛋二八&rdquo;（死了
）的无常境界！
老西安的老人们真正是&lsquo;视死如归，他们有对死亡的种种形容，每一句都透着对死亡的谐谑与嘲
笑，他们说：张老汉今天早上不用穿鞋了！
（暗喻张老汉死了）他们说：马大哥昨天晚上翘辫子了！
（暗喻马大哥死了）对于死亡，老西安的老人们都透着一股子顽强顽固的神态，他们甚至每天早上在
茶棚的相互问候，都裹挟着太多的对于死亡的冷嘲与热讽。
他们说：好货呀，还没死？
！
还嚼谷着哩？
！
除了死亡，老西安的老人们还往往把自己或朋友比喻为牲口。
在他们心里，&ldquo;牛是亲人&rdquo;、&ldquo;马是忠信&rdquo;，他们一概地不吃驴肉，说&ldquo;
谁能咽得下自己兄弟的骨肉&rdquo;？
！
茶棚没有长官或财东光临，坐吃坐喝的全是平头草民，两块钱一壶茶，再加两块钱你就可以有一碗热
乎的汤面条吃，汤面条上一定浮着香得不得了的&ldquo;炒葱花&rdquo;。
　　茶棚的掌柜是个粗头糙脸大胸膛的乡下女人，她对我的文学事业帮助很大，我从她那儿很容易也
很自然地学到并熟悉地掌握了生活语言向文学语言的&ldquo;转换&rdquo;，使我的写作从语感到词气
都没有脱离生活的滋润与世情世故的通达！
她使我的写作重大地区别了当下流行的&ldquo;书房写作&rdquo;，区别了&ldquo;高头讲章&rdquo;，别
具与人情世情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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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这部《民乐园》会消耗我毕生的精力。
我是一个庸常的作家，不属于&ldquo;才子型&rdquo;的，也不属于&ldquo;性灵派&rdquo;的；我只有钻
到生活里去，搜索老人老事，我只有钻到图书馆和档案室里，老老实实地坐下来，逐年逐月、逐人逐
事地为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落实&ldquo;来龙&rdquo;和&ldquo;去脉&rdquo;。
　　作家是戴着枷锁的舞蹈者，不要心怀讨巧、讨好的动机，也不要一厢情愿的&ldquo;信马由
缰&rdquo;；作家是炼丹炉，作品是摩尼珠。
　　老话说，剑老无芒，人老无刚，到了我这个年龄也应该坦荡胸怀，避其锋锐，收敛锋芒了。
慢慢地往下写，不要把这部书写成&ldquo;急就章&rdquo;，写出生活的潜流和艺术的潜流。
让读了这部书的朋友，隔着年头回味，依然荡气回肠。
实话说，我真不想把这部书写完。
我想，写完这部书我会很快老掉。
　　好了，闲话就说到这儿，算是我继《大窑门》之后的总结，也算是这部《民乐园》的开篇！
　　谁家在炒葱花，暗香荡漾，穿街透巷，弥漫了整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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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篇小说《民乐园》（作者鹤坪）通过哈喜儿和簸箕虫这一对&ldquo;生死冤家&rdquo;，串联起
了&ldquo;老西安&rdquo;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构出了一个堪称宏大的&ldquo;老西安&rdquo;社会，
浓墨重彩地展示了西安城在&ldquo;庚子西狩&rdquo;、&ldquo;辛亥革命&rdquo;、&ldquo;西安围
城&rdquo;、&ldquo;西安事变&rdquo;以及&ldquo;西安解放&rdquo;各历史时期的社会人文与形神美仪
；勾勒出了&ldquo;老西安&rdquo;城的千种韵趣与万种风情，《民乐园》是一部难得的精神回访
与&ldquo;理想还乡&rdquo;的煌煌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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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鹤坪，生于西安，现居西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作家协会理事，签约作家。
先后著有长篇小说《大窑门》《牛马家事》《说西安》《老西安故事》《老城坊》《老艺门》等与“
老西安”有关的文学作品；另著有文化研究与民俗调查的个人专著《中华拴马桩艺术》《中华炕头狮
子艺术》《中华门墩石艺术》等。
长篇小说《大窑门》曾获“首届陕西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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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ldquo;阎王爷不收割蛋钱，就这一吊子啦！
&rdquo;　　哈六的吼声镇住了宝局（赌场）里嘈杂的人声。
顷刻间，整个宝局鸦雀无声。
只有高悬的几盏牛头马灯发出哔哔啪啪灯苗跳动的声音。
哈六呼啦一把扯开袍襟，从腰带上揪下腰牌，啪地拍在赌桌上，红脖子涨脸地咆哮道：&ldquo;我哈六
虽说是刀斧手，可我吃的是大清国的铁杆皇粮，享的是大清陕甘督府的俸禄！
这儿我把腰牌押上了，值多值少你们看着办吧！
&rdquo;说完，哈六晃着脑袋把大辫子甩在脖项上缠出个金刚圈，横眉竖目地逼视着坐在对面的土匪关
以西。
　　刀斧手哈六把腰牌押上了赌桌子，惊得围着赌桌凑热闹的死狗烂娃都瞪大了眼睛。
他们吆喝道：&ldquo;哈哥，你有种！
&rdquo;　　挂缀着黄绫的一枚腰牌被拍在赌桌子上，放射出一道刺眼的光芒。
　　关以西一边把码在面前的银锭垒成一只小船，一边赔着笑脸对哈六说：&ldquo;哈六哥，今儿咱不
赌了吧，久赌神仙输呀！
&rdquo;关以西憨头土脑地擤～把鼻涕，然后冲着围拢在赌桌子边上的杂嘴杂牙们说：&ldquo;我关以
西是个挎刀的浪荡身子，用不着挂腰牌！
行侠仗义我靠的是侠肝义胆，传名播誉我靠的是每次&lsquo;砸窑&rsquo;之后，丢给窑主子脆生生的这
三声响脖儿！
&rdquo;说着，关以西熟练地把双手举过头顶，啪啪啪地拍出肉声肉调的三记掌声。
　　这掌声够邪。
头一记掌声就像竹板敲打着竹板，叮咣一响；第二记掌声就像马蹄敲打着石板街，十分俏皮地嘟儿的
一响：只有这第三声掌奇特，完全是开花子弹发出的声音&mdash;&mdash;叭！
这三记掌声透着森煞透着恐怖透着神秘，像秋风刮过林梢，透着一股子野莽之气。
　　三记掌声来来去去地回荡在宽大豁朗的厅堂里，惊得屋梁上的鼠辈纷纷乱窜，惊得聚拢在赌桌子
边上的&ldquo;轱辘子客&rdquo;（赌徒）全都瞪圆了双眼。
　　关以西这三声响脖儿之后，整个宝局沸腾了，掮叉的（打手）、捞毛的（赌小钱的）全都咆哮起
来：&ldquo;关家的有彩！
听一回这三个响脖儿就抵得过衙门的二十红棍！
&rdquo;　　&ldquo;唉，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甭进来！
可咱关中道有主持公道的这三声Ⅱ向脖儿，是非曲直，仁礼戴道，全都由这三个响脖儿裁定！
&rdquo;　　&ldquo;嗨，这是天公地道的三声响脖儿！
有冤的，三声响脖儿给你申冤；有仇的，三声响脖儿给报仇！
今儿听了这三声脖儿，输了的这几十两银子我认了！
值咧！
&rdquo;　　在西安土话里把拍巴掌说成&ldquo;拍脖儿&rdquo;。
土匪关以西每次&ldquo;砸窑&rdquo;，都会在得手之后，或蹲在房檐或隔着院墙拍三个响脖儿，算是
给被打抢了的人家有个准确的交代：日你妈，今儿打抢你家这事是我关以西干的！
　　哈六瞅着神气活现的关以西，怒火就顶在了脑门子上，瞪着铜铃大眼，他吼道：&ldquo;呸！
你双手掰尻子&mdash;&mdash;好大的口气！
你也配以挎刀人自居？
！
笑话！
哼，咱西安府的百姓都够邪&mdash;&mdash;远圣贤而敬鬼神！
不信衙门，却相信一个满脑袋包谷花子的贼匪！
天公地道，是非曲直，谁是谁非，孰劣孰优，全由一个贼匪说了算，这是什么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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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　　&ldquo;有哈法？
！
&rdquo;坐在赌桌边上的一个老实巴交的粮户嘟Ⅱ鲁着大舌头说话了：&ldquo;朝廷侪侪，衙门庸庸；
虎狼结队，老鸹占天，找不到个说公理的地方，你还不兴让百姓自行了断恩怨咧？
！
&rdquo;　　&ldquo;当然不行！
&rdquo;咚的一声，哈六把拳头擂在赌桌子上，吼道：&ldquo;江山是我满人打下来的，自然由我们满
旗八籍坐江山！
为着打天下我满裔八旗，用鲜血染红了神州大地，江山自然就由我们满人坐！
天下是我们满人的，规矩和制度自然就由我们满人定！
我们满人让你们种麦，你们就得种麦；我们满人让你们种蒜，你们就得种蒜！
哼，让你们尿一滴，你们就不许尿两滴！
这就是皇天之道，这就是皇天之理！
没有商量的余地！
&rdquo;　　围在赌桌子边上的汉人个个横眉毛、竖眼睛地盯着哈六，一个胆儿壮的莽汉说话了
：&ldquo;满人里哪儿还有硬汉？
都是些熊囊鬼&mdash;&mdash;欺负老汉打娃娃，见了好汉就趴下，全是门背后的霸王！
满人入关，杀了二百余年，把红脸汉子都杀光了，哪儿还有英雄？
！
&rdquo;　　哈六瞅了一眼这莽汉，得意地说：&ldquo;哼，量你们也翻不了天！
我大清国皇皇二百年基业，树大根深堪比周秦，家大业大直追汉唐！
&rdquo;　　这时人群外面Ⅱ向起了冷冷的掌声，围在赌桌子跟前的赌徒们齐刷刷地回头
看&mdash;&mdash;只见来者是个穿着湖蓝棉袍，脚踏芒靴的中年汉子，他头戴着一顶俗名&ldquo;一把
抓&rdquo;的黄绫便帽，身穿着湖蓝色的棉袍，大脸盘上卧着胶膝墨染一般的络腮胡子。
眼尖的人这就认出了他&mdash;&mdash;西安府衙开元寺总管左明举大人。
　　左明举是衙门主管吹拉弹唱、酬神娱鬼、软硬气功以及杂嘴杂牙的&ldquo;说书匠&rdquo;的总管
，是西安府有着绝对神通的权力的人物，他上通天神、地府，中通朝廷衙门，下通杂嘴艺人，绰
号&ldquo;三通居士&rdquo;。
　　左大人一边笑容可掬地拍着巴掌，一边用双眼冷冷地盯着哈六。
左大人不紧不慢地从怀里掏出一页墨稿，说：&ldquo;我这儿刚刚从钟楼底下揭了不知哪个狂妄书生的
一篇杂赋，文辞虽说粗陋，但却入情入理！
我读给你们听&mdash;&mdash;《西安府三叹》　　一叹，西安地处偏狭，四塞严合，外面世事已如炎
上烹狗，大轰大嗡，势如风口走火，锐不可当，而此地则高车大马、纳妾蓄奸、五族同乐地坐享太平
。
呜呼，君不君、臣不臣，儿皇母后称家国。
　　二叹，西安城古物古，麦秸秆儿搭筑个安乐窝，也敢比秦皇汉武，岂不知朝堂已割地赔银给海上
五雄；而此地则诗酒唱酬、放歌太平，真好比马寡妇思春，岂不知：国运凋微，民不聊生。
呜呼，坚船侵，利炮攻，山河堪比百衲衣。
　　三叹，西安民风粗犷，瓷锤闷种逐功名，枉费了太平高车；捧着锅盔吼乱弹，二亩薄田八辈传，
自好比民乐福地；民乐民乐，到这儿就只是抽签签、看点点、掷宝纳宝当宝官；民乐民乐，对灯烟、
老碗转、黑灯瞎火扯闲淡；民乐民乐，黛眉细腰，吃花酒，眠歌妓。
民乐民乐，看白天柳木成精，到夜晚牛皮作怪&mdash;&mdash;&rdquo;　　不等左明举念完墨稿，被
杂嘴杂牙们七嘴八舌包围着的哈六就像碰到救命菩萨一般瓮声瓮气地吼道：&ldquo;左哥，从腊月二十
三我赌到今天，水米都没打牙，把把赌，把把踏箩&mdash;&mdash;倒霉透了！
你来给我翻上两页骨牌，让我倒倒运气！
&rdquo;说着，哈六从腰带上解下一串哗啦乱响的钥匙，朝着对面坐着的关以西咆哮道：&ldquo;腰牌
你不纳赌，我这儿还有传了八辈的我哈家的宅子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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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不等说完，哈六把油光水滑的一串铜钥匙丢在了赌桌子上，哈六丢钥匙在赌桌上的动作很俏皮
，像把一个石头蛋儿丢进了涝池。
　　这时，宝局的&ldquo;和官&rdquo;（主持赌局的人）说话了：&ldquo;是爷们儿就不要倒了招牌！
往下赌！
&mdash;&mdash;虎不辞山，是真豪横的就一翻两瞪眼，赌一生也就生死二字；赌不离当，咱隔壁就是
当铺。
狼胆大、虎胆小，不押宝，赢不了，押了金箍子赢玛瑙！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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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鹤坪的小说通体皆活。
鹤坪堪称语言艺术的孤臣孽子！
伍立杨（海南评论家）　　在一个文化的毁灭和分崩离析无处不在的时代，鹤坪及其《民乐园》的古
道热肠，正&ldquo;不合时宜&rdquo;地、坚毅地做着一桩文化凭吊、文化挽留的&ldquo;壮举&rdquo;：
这一&ldquo;壮举&rdquo;通过给老西安文化还魂，试图恢复人们的文化家园意识、复兴意识，以保证
人性在剧变、虚浮、焦躁的时代能够活得踏实、平静和朴质。
但愿我们不再把《民乐园》的热心、衷心变成伤心、痛心。
　　何同彬（南京评论家）　　鹤坪是个肯吃苦的作家，而且他有着极端浓厚的地方文化情结，这决
定了他的写作题材和手法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同时决定了其作品的品位与格调。
鹤坪是一位具有灵苗与慧根的作家，他扭住&ldquo;老西安&rdquo;这个文化情结不松手，如此数年，
难能可贵。
我读了《民乐园》的部分章节，不虚美地说，我被他的语言、人物以及情节打动了。
许多年前我曾给鹤坪书写过一幅楹联：家鸡有食汤锅近，野鹤无粮天地宽。
　　陈忠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　　读了鹤坪的长篇小说《民乐园》，我想说：鹤坪
的火候到了，枣核都蒸软了！
　　鹤坪热爱西安这座城市，熟悉这座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和小巷，搜索和积累了充沛的关于这座城市
所发生过的旧人旧事。
这样，他的写作就有了依据和依靠，从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他写作的过程是完全彻底地陶然其中的
；写得滋润，写得受活，写得见功见性！
　　西安需要他，文坛需要他。
　　贾平凹（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　　鹤坪算得上&ldquo;老西安&rdquo;的活字典。
他的长篇小说  《民乐园》写得通脱而有致，使我彻底地陷身于&ldquo;老西安&rdquo;的故旧风烟。
鹤坪这部长篇小说的情节、人物以及语言，都具有某种显著的&ldquo;陌生感&rdquo;；这种陌生感赋
予其小说无法复制、无法克隆的特点。
鹤坪的《民乐园》、是可资玩昧、可资咀嚼的。
熊召政（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茅盾文学奖评委）　　画人现身外身，出神入化看文体熔铸雅
俗堪谓波澜涌起，旧时月色，苦心孤诣，透贯着葱花暗香之况昧；审美传象外象，饮食男女系岁月离
合悲欢孰若长歌当哭，民国市并，老城滋味，都付与时间深处的孤灯。
　　伍立杨题赠鹤坪《民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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