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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小说围绕着复杂的唐代职

官结构和行政运作机制展开，

许多名词估计多数读者都闻所

未闻，但读起来直摄人心，不

用明白每个词的含义就能有一

种莫名的熟悉感，因为，这一

个‘大盘’背后蕴含的机理是

有共性的。各种利益的博弈、

管理层内部的矛盾、职场的情

商、不得已的违规，甚至还有

不断修改需求的‘甲方’。读

者会感到，阅读每一行字，都是在阅读自己。”

马伯庸自开始文学创作之始，他就擅长在大时代背景下写

小人物的故事。不论是三国还是唐朝，那是历史，也是现实。

历史中的“谍战”

《新民周刊》：《风起陇西》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怎

么会以三国为背景来创作虚构故事的？

马伯庸：2004 年我在新西兰读大学，忙着写毕业论文。写

论文是件很痛苦的事，我为了逃避，就想写点东西。正好那时

候手边有陈寿的《三国志》和福赛斯

作品集，我忽然有了灵感。三国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但三国谍战故事，好

像没人写过，于是我就试着动笔了。

写毕业论文有多痛苦，写小说的灵感

就有多澎湃。

但那时候我毕竟只是个大学生，

所以里面有很多缺憾之处。不过它给

我揭示了一个方法论，告诉我如何在

历史的缝隙中去寻找创作空间，如何

在大时代下描写小人物，以及如何在

不违背历史大事实的前提下，创作一

个虚构故事。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新民周刊》：早年写了很多三

国题材的小说，虽然是历史小说，同

样有很多悬疑元素，有的其实可以算

是谍战小说。悬疑谍战小说是不

是你钟意的一种小说类型？巧妙

的设置悬念也是一种写作技巧，

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心得？

马伯庸：严格意义上只有《风

起陇西》算是谍战小说，其他作

品最多是带有谍战元素，其实应

该归类为悬疑，或者说现实主义

悬疑作品。好的谍战小说，必须

带有强烈的信念，无论你是立志

光复汉室的蜀汉小官、坚决抗日

的地下党还是红色苏联的克格勃间谍，必须是为了一个比个人

追求更高的理想在推动着角色们。因为间谍注定要面临牺牲与

付出，如果没有理念支撑，是不足以说服读者的。这个故事我

在撰写的时候，特意提前查过，之前的三国文学大部分都是写

金戈铁马，或是宫廷权谋，好像没人以间谍为主题写过。中国

的历史向来很少关注间谍这方面的故事，但如果仔细想一想，

其实每一件大事背后，一定有着非常扎实的情报基础：官渡之战，

曹操是如何知道袁绍囤粮在乌巢？又是如何带兵准确将其付之

一炬？

但间谍是这样一个职业——最出色的人才，一定是寂寂无

名的，所以历史上也没什么记载。我们熟悉的是近现代背景的

间谍故事，那么放在古代呢？我想尝

试一下。

我写《风起陇西》的时候，历史

水平还不太好，很多细节没有考虑到。

比如我把汉中描写成一个如同陕北黄

土高原的地方，与实际情形严重不符。

一个汉中的朋友向我抗议，说“我们

这里号称是‘小江南’，才不是满眼

黄土呢”。我得知之后，特意去实地

考察了一圈，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

赶紧在再版的时候做了修正。

有很多历史人物，从前我对他们

的理解还不够深刻，看山是山。随着

阅历的增长，我忽然能明白很多事情

背后的人性苦心，看山不是山了。《三

国志》里记载，“亮遗命葬汉中定军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马伯庸。

马伯庸两部唐代背景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