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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十二时辰》：讲述“大唐反恐二十四小时”

好书推介

本书是著名诗人蓝蓝的第一部读书
随笔集，涉及特朗斯特罗姆、雅格泰、艾略
特等40位享誉世界的诗人、作家。书中所
收录的文章绝大多数为对世界范围内的
作家作品的深度解读，也有个别进入作者
的阅读视野中但还未被大规模译介的作
家作品。

《花神的梯子》
作者：蓝蓝

《假如你在地铁里遇见我》
作者：李辉

本书是国内首部以“地铁”为题材，记
录和展现千千万万地铁族“地铁生存”“地
铁人生”的纪实文学作品。本书由八十多
篇叙事散文构成，以“我”和朋友“李老三”
在地铁里的境遇为叙事主线，极全面、细致
地描写、记述、总结了地铁人群的生存百
态，展现了北京地铁的真实风貌。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辽沈晚报、
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爽 采写

一部打散重构的“唐史”

书评

马亲王 （马伯庸） 的小说 《长安十二
时 辰》 会 再 火 一 把 ， 这 一 点 我 不 会 怀 疑 ，
读过马伯庸的其它作品、看过他的微博的
人都不会有怀疑。毕竟小说的精彩和亲王
的文笔放在那里，毋庸置疑，我想说的是
自己的感受。

马亲王是个勤奋的人，为了写书可以
大量阅读史籍，在知网上下一篇篇专业论
文 加 以 阅 读 ， 甚 至 自 己 画 地 图 、 做 模 型 。
同时大约也是个幸福的人，因为他可以把
自己的爱好与职业结合起来，对于文史的
爱，对于古人所思所想的“了解之同情”、
天生的幽默感使得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塑造

“他的历史”和“他的世界”，这里有调侃
外加想象力的 《殷商玛雅舰队征服史》，有
天马行空的 《龙与地下铁》，这是一个儿童
睡前爸爸给他讲的故事，是一个童心未泯
的成年人独处时脑海遐想能逗笑自己的故
事。

而这部 《长安十二时辰》 则是一部替
唐人完成英雄梦的书。唐代是一个充满侠
气的时代，《聂隐娘》 那部根据唐代笔记小
说改编的电影只不过触其皮毛，李白 《侠
客行》 说“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杜
甫 《追 怀》 说 ：“ 邑 中 九 万 家 ， 高 栋 照 通
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雠不
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
须 。” 这 里 说 的 是 当 时 河 南 地 区 任 侠 的 民
风。唐代一方面有文学作品里飘飘欲仙的
美好，一边又有着民间豪壮雄迈的快意恩
仇，在唐人笔下经常可见杀人、报仇、报
恩、黄金，真武侠世界。与宋代以后的侠
客 故 事 不 一 样 ， 唐 人 的 爱 恨 情 仇 非 常 直
白，还没有沾染上说教、灌输道德教化的
习气，他们的侠客凭着良心、亲情、直觉
做事，看他们的事迹，有中学里高年级大
哥义务帮忙打架的感觉，《柳毅传》 里的钱

塘君为侄女受虐发千里之怒，《国史补》 里
的李勉故事里侠客只因听见恩将仇报的事
情就手刃贱人夫妻，晚唐以前的侠客小说
里，甚至侠客不需要高深的武功，只需要
任侠的作风即可。马亲王毫无疑问是这种
侠客风气的欣赏者，而且他有着自己的不
甘，似乎不甘于让唐人的任侠只在个人情
仇层面徘徊，又不甘心落入宋儒空洞的说
教模式里，他把目光投向了更为辽阔的历
史大背景上。

作为一个唐史研究者，我在 《长安十
二时辰》 里看到了唐人的焦虑，天宝年间
的盛世繁华背后蕴藏着种种危机，皇帝本
人对自己平衡术的自信、官场的腐败与波
诡云谲、河北的胡化、边境军将势力的渐
渐 坐 大 都 在 将 国 家 推 向 深 渊 ， 而 当 时 的
人，或者浑然不觉，或者无能为力，这是
一 段 令 人 惋 惜 的 历 史 ， 而 马 亲 王 另 辟 蹊
径，他要用文学的笔和现代人对历史的反
思将这段历史写下来，而且让它好看、好
听。皇帝的昏昏然、突厥人的狡猾与刻骨
仇恨、太子李亨的憋屈郁闷、官场的尔虞
我诈，都被他用文学的笔描绘出来，而且
加 上 了 吸 引 现 代 人 的 悬 念 和 快 速 的 节 奏 ，
一切都在十二时辰内完成，电光火石，一
个英雄和他的同伴，完成了对阴谋的揭露
和遏制，而幕后黑手的真实面目罩上了种
种面纱，要一层层揭开，才有出乎意料的
发现。这是不是又有了现代悬疑片甚至西
部片的味道？

能把现实和古史结合起来，并且显得
那么自然，恐怕也就非马亲王莫属了。他
的种种刻苦和用心在细节里也有体现，他
不相信纸面上的历史，他在用自己的头脑
和笔创造纸背后的历史，种种细节体现出
用心，也体现出他好玩的一面——他要把
唐代的人物包括那些著名的或者非著名人

物人物编入故事里，似乎在为历史上他们
的真正行为背书或者提供延展，如同一个
儿 童 指 挥 兵 偶 打 了 一 场 自 己 理 想 中 的 仗 ，
比方说：

张小敬——在真正的唐史里只在 《安禄
山事迹》 中出现过，就是他在马嵬驿率先
发难，一箭射中了杨国忠。其余事迹不详。

姚汝能—— 《安禄山事迹》 的作者，真
实的他事迹不详，我们只知道他担任过华
阴县尉等职。

李泌——一个传奇宰相，身为道士，历
经玄、肃、代、德四朝，屡次出山，屡次
被 迫 隐 居 ， 军 国 大 事 皆 与 闻 ， 历 经 杨 国
忠、李辅国、张良娣、鱼朝恩、元载等人
的 迫 害 打 击 而 不 倒 ， 多 次 保 护 代 宗 、 德
宗、建宁王等，但是其人好道，他的儿子
李繁又得罪了朝中清流，导致他的历史名
声不显，只有靠李繁 《邺侯家传》 才得以
流 传 ， 司 马 光 倒 是 对 李 泌 推 崇 备 至 ， 可

《旧唐书》 等则冷冷待之。
曹破延——我想这个名字是马亲王脑洞

大开的结果，史上查无此人，但是他的名
字 却 很 有 代 表 性 ， 一 方 面 具 有 西 域 特 色 ，
一方面极可能是马亲王看了敦煌吐鲁番文
书的结果，因为这种名字常见于出土唐代
文书中，比如张破袋、王狗儿之类，马亲
王看来连一个虚构人物也要竭力盖上时代
的印章。

这些人物和他们的事迹，是一颗颗散
落 的 珍 珠 ， 而 马 亲 王 的 笔 则 是 一 根 链 子 ，
将他们串联了起来，让他们的情愫、抱负
得以总的爆发，似乎也在为历史上他们的
所作所为寻找答案，坦白来讲，马亲王有
唐人的家国情怀和恨意。他在解构并重建

“自己的唐史”。

于赓哲

备受期待的电视剧 《长安十二时辰》 自
开播以来，迅速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有
网 友 评 论 称 ， 该 剧 以 “24 小 时 的 争 分 夺
秒”令人“肾上腺激素爆表”。这部紧张刺
激的热剧改编自知名作家马伯庸的原著同
名 小 说 。 随 着 剧 集 的 播 出 ，《长 安 十 二 时
辰》 原著小说亦再次受到读者的热烈回应。

据该书出版方介绍，马伯庸以每半个时
辰 为 一 章 ， 一 共 二 十 四 章 ， 即 一 天 时 间 、
十 二 时 辰 ， 创 作 出 了 这 本 《长 安 十 二 时
辰》。在小说中，作者精准描摹了唐天宝年
间长安城的生活细节，突破真实与虚构的
界限，揭秘不为人知的“十二时辰”，打造
令人窒息的历史悬疑巨著。从熙熙攘攘的
民间百态，到金戈铁马的疆场厮杀，再到
朝堂之上的纵横捭阖……从概念上讲，这
部作品是古代反恐行动的爆炸脑洞，从情
节上说，是凌厉的快节奏推进下的疑窦丛
生。全书上可窥皇城下可见市井，一千二
百多年前的长安盛世在作者笔下徐徐铺开。

一个“脑洞”成就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讲述了唐天宝三年，发生在长安上
元节当天的故事。上元节辉煌灯火亮起之
时，大唐皇都的民众并不知道，等待他们
的 将 是 一 场 吞 噬 一 切 的 劫 难 。 突 厥 、 狼
卫、绑架、暗杀、烈焰、焚城，毁灭长安
城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而拯救长安的全
部希望，只有一个即将被斩首的独眼死囚
和短短的十二个时辰。“不良帅”张小敬为
戴罪立功，与靖安司李泌携手，共同侦破
混入城内的可疑人员，解救黎民百姓。讲
人 性 ， 讲 权 谋 ， 也 讲 引 车 卖 浆 、 贩 夫 走
卒，十二个时辰，二十四个小时内的起起
落落，所有的起承转合都在上元节这一天
内展开。

谈及这本书的灵感来源，马伯庸表示，
有一款自由度极高的国外动作游戏叫 《刺
客信条》，里面的主角刺客需要在一座城市

里 跑 来 跑 去 。 有 人 在 网 上 问 了 一 个 问 题 ，
就是如果 《刺客信条》 发生在中国会是什
么 样 子 ？ 如 果 你 来 给 《刺 客 信 条》 写 剧
情，你会把背景设定在哪里？“当时我就开
了 一 个 脑 洞 ， 我 说 如 果 发 生 在 唐 朝 的 话 ，
那 么 在 长 安 城 里 会 是 什 么 样 的 一 个 情 形 ？
据 此 我 就 写 了 一 个 短 篇 。 但 是 写 完 以 后 ，
我觉得这个东西光写这么一点点实在是太
可惜了，所以我干脆将脑洞一开到底，开
始往下扩成一部小说，结果越写越长，最
后也就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 《长安十二时
辰》。”

马伯庸坦言，他的创作初衷其实很简
单，就是想做一个实验，想写一个存在于
自己心目中、梦想中的长安城。因为唐代
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盛唐海纳
百 川 ， 尤 其 是 长 安 城 ， 全 世 界 的 不 同 种
族 、 不 同 的 文 明 信 仰 、 不 同 的 习 惯 和 习
俗 ， 同 时 聚 集 到 一 个 城 市 里 来 。 商 贾 云
集、文化交融，非常壮观。“长安城实际上
超越了时代，是一个会存在于中国人心目
中的永恒之城，写一部关于它的传记就是
我的梦想。在此基础上，我更要讲好中国

传统故事，并将其传播出去。”

细节背后是对唐文化的深入考证

记者从出版方获悉，在 《长安十二时
辰》 中 有 一 个 细 节 ， 狡 猾 的 元 载 凭 借 对

“奢侈品”的敏感，从被绑架的姑娘头上的
金丝楠木簪，判断出她一定是一个千金大
小姐而非寻常商户家的姑娘。这一个简单
的细节，既展现了元载的性格，又把情节
迅速向前推进，而这个细节的背后是对唐
代女性妆饰的考证。这样的细节，在马伯
庸的作品中十分常见。

“在创作手法上，我受西方作家的影响
多一点。在题材和传统文化运用方面，还
是受中国作家的影响比较大。”马伯庸说。

相较于对历史的考证，马伯庸小说更令
人称道的，是他的想象力。在这个暗流涌
动的故事中，亦正亦邪的主角张小敬从一
个死囚摇身一变成为长安城的拯救者，他
熟知这座城市的黑白两道和三教九流并从
中周旋。马伯庸把这一年民间关于长安有
神火降临的传说，与突厥入侵长安、贺知
章之死以及名将王忠嗣的故事中的蛛丝马
迹串在一起，用丰富的细节呈现出一个完
整的故事。对他来说，唐代的长安城是一
个梦幻之地：“在那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发生，实在是一个创作者所能想到的最合
适的舞台。”

提到文学，马伯庸话语中还是有一个写
作者的警惕和自觉。“我对文学的敬畏程度
是很高的。我只是个通俗文学作家，不是
个严肃的纯文学作家，我也认为自己没达
到文学的程度，我只是写了一些好看的故
事而已。在故事之上，还有一些更高的东
西，我欣赏那些东西，但目前我觉得我达
不 到 。 比 如 博 尔 赫 斯 的 《小 径 分 叉 的 花
园》，其实它的故事本身已经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他表达出的那种氛围，阅读的美
感、主题表达的优雅、作品的完整性，都

是一致的。这个东西是我做不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未费点墨去刻画感

情，但却处处打动人心。除却人与人之间
的信任与背叛，那种被推上绝路时的无力
与挣扎，面对“牺牲少数无辜者换取更多
人的生机”的命题时的精神负荷，也同样
令人动容。

不愿被贴“网红”标签

马伯庸，素有“文字鬼才”之称，人民
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得主，被评为沿袭

“五四”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谱系，文字风
格充满奇趣。代表作 《古董局中局》 入选
第四届“中国图书势力榜”文学类年度十
大好书。

对于网友称自己为“网络作家”，马伯
庸感到困惑；而对于“网红”的标签，他
更感到头疼。“我也没做过网红做的那些事
儿呀。一提到‘网红’这个词，人们往往
会想到营销出来的大 V。我是一个作家，我
的粉丝是以作家身份带来的，不是我专门
去做这样的事儿。”

马伯庸对于“火”这件事儿的说法，则
体现了中国式的生存智慧：“我一直没有觉
得自己红了。如果有什么节点，就是我出
每 一 部 作 品 的 时 候 。 如 果 真 要 说 我 红 了 ，
那也是缓步上升的。我挺喜欢这样的，也
不想太火，如果太火了，亢龙有悔，物极
必反。”

据 记 者 了 解 ， 2006 年 至 2015 年 这 十 年
里，马伯庸在“上班族”和“作家”两个
身份之间切换得游刃有余。但 2015 年，马
伯庸决定辞职，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
已经 35 岁了，也想尝试一下自由散漫的生
活。”关于为什么辞职，马伯庸的回答很诚
实：“赚太少。同样的时间成本，我用来写
作比用来上班赚得多。”突然间两个身份只
剩下一个，他觉得辞职后的日子“特别怡
然自得，像游牧民族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