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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之龙》

内容概要

新兴强国布列达帝国征服了古老的龙河帝国，占据全球一半以上的土地，成为无可争议的霸主。为了
彻底同化被征服的领土，布列达帝国将各地的学校都改成了“语言教习所”，意图消灭各地的语言和
文化。
多年以后，布列达帝国掌握了记忆移植技术，并且发展到极高的程度。建造了覆盖全球的“通天塔”
记忆移植卫星系统。然而，在这套系统启动前夕，一位供职于语言教习所的龙河雇员却意外发现，自
己多年来从事的工作，以及记忆移植技术的研发过程，都蕴含着惊人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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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之龙》

作者简介

马之恒，1986年生于北京牛街，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为北京科技报资深记者。
2003年读高三时开始尝试科幻创作，大学及参加工作后，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科幻创作、研究及科技史
等方面的科普写作，《歧路之龙》为首部长篇科幻小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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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之龙》

精彩书评

1、大家好！我是《歧路之龙》的作者马之恒。二〇〇六年夏天，我第一次英语四级考试没能过关。
些许郁闷之后，我并没有立刻着手准备下一次尝试，而是开始构思一部反思中国英语教学的长篇科幻
小说，也就是这部名为《歧路之龙》的作品。下面这篇文字，便是小说的后记，原题为《中国的孤独
》。在正式出版的书籍中，粗话和感情过于激烈的言辞大多被删除；但在这里，您可以读到原汁原味
的版本。中国的孤独（《歧路之龙》后记）Shit！我知道我不该他妈的瞎扯淡，特别是在我的祖国正
面临着该死的能源危机、矿产过度开采、通货膨胀、环境污染和形形色色的食品安全问题，而且我的
邻居和朋友们为把子女送进某个该死的外语培训学校焦头烂额的时候。我用以上这些话作为后记的开
头，因为它们是我历时数年构思和写成《歧路之龙》这部作品之后，唯一想说的话。从二〇〇六年到
现在，我忍受继而享受了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孤独，正如我的祖国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享受、忍受继而
重新享受的一样。为《歧路之龙》搜集素材的工作，几乎贯穿我的整个构思和写作过程。我只是个来
自贫穷家庭的普通的工薪族，这意味着尽管我希望描绘一个远道而来的征服者，却不可能为创作而出
国，前往那曾经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诸多苦难的国家实地探访。所以，这部作品中的绝大部分素材，
来自图书馆文献、百科知识网站、北京世界公园里的建筑模型、网络电子地图、电影、动画片，乃至
电脑游戏。在搜集这些素材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些颇为有趣的内容。一九〇一年，当中国清朝政府
与“八国联军”的成员国，以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有相当多的中国人
认为西班牙是英国为恐吓中国而杜撰出来的国家。在此之前六十一年，当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
一些中国官员相信每一艘蒸汽明轮船里都养着牛，它们像拉磨一样牵拉某种装置以驱动明轮运转；即
使是被誉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在当时也认为，中英交恶的最大后果，就是英国人将
因为无法得到中国茶叶而全体便秘。更早一些时候，清朝政府的理藩院设置了“俄罗斯馆”，以管理
来自“属国俄罗斯”的朝贡者和客商，而平民私自与外商打交道有可能被监视居住，甚至判处徒刑⋯
⋯这些事例共同指向了一个事实：中国曾有过一段漫长的颇为孤独的岁月，而且它非常享受这种建立
在愚昧、闭塞、野蛮化和轻视羞辱基础之上的孤独。在乾隆皇帝统治后期出使中国的英国外交官马戛
尔尼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发现中国有一副枉自尊大的外表，却往往忽视乃至打击每个人的尊严。
于是，当关注每个人，即使是普通平民的权益成为世界的主流思潮的时候，中国就走上了一条歧路。
但在英国战舰上的火炮轰开中国国门，并且把全球化强加给中国的时候，中国并没有走出孤独，反而
走向了孤独的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对外国人一味的忍让和顺从，甚至将其作为一种处世之道。这不免
让我想起谴责小说《文明小史》里的一则故事：一个意大利探矿员到中国某县的饭店用餐，店里的伙
计打碎了他自带的一个廉价的瓷茶杯。由于中国和欧洲瓷器制作工艺的差异，在中国很难找到这样的
茶杯。于是，从旅店伙计、老板、保长直到县官和知府在内的一群人，都以为“打碎了景德镇也造不
出来的西洋珍宝”，表现得诚惶诚恐。知府甚至下令停止武科举考试，拉上县官找这个意大利人请罪
。意大利人本来对损坏一件瓷器无所谓，但看到中国官员卑躬屈膝，便借机讹诈。最终，意大利人得
到了远远超过一个瓷杯价值的赔偿，而中国方面从伙计到知府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这个故事有些艺
术加工的成分，但它无疑反映出当年一部分中国人的一种心态：对外国人的恐惧、谄媚乃至盲目和习
惯性的奴颜卑膝。当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缺乏自尊和自爱的时候，便不能再得到别人的尊重。这个道理
，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同样适用。甚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新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进程的时候
，我们仍然能看到这个国家自一八四〇年开始成长的自卑的影子。我们曾经毫无保留地把一些领先于
世界的科技成果的全套资料拿出来，毫无保留地请外国专家品评以求认可。而这些忌惮中国崛起的人
，自然会借机将我们引入歧途，乃至让我们裹足不前；而他们则在“偷艺”之后，迎头赶上。于是，
我们收获了现在这样一个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以廉价地出卖劳动力和矿产勉强维持经济高速增
长的中国。但对于人口如此巨量而且不断增长的中国来说，居于产业链的低端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更激
烈的竞争。在比专制时代的政治打压更为现实的生存压力之下，人的尊严的概念依旧被巧妙地消弥于
无形。甚至可以说，在这一方面，我们并没有比十八世纪进步太多。举例而言，马戛尔尼的副手巴罗
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记载，当年的中国百姓随时可能因为很小的过失，被清朝政府的官员，而且往
往是最低级的官员下令当众鞭打或者杖责，事后还要不顾加倍的耻辱，亲吻刚刚教训过自己的那件刑
具，以示谢罪和恭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官场中的上下级之间，每一位官员都有可能因为皇帝的旨
意或上司的命令，将自己置于士兵乃至奴才的刑具之下。而在两百多年之后的现代中国职场，为了更
高的薪资，甚至仅仅是为了一份保障基本生存的工作，加在荣誉之上的侮辱便是可以被接受的。从那

Page 5



《歧路之龙》

些该死的充满了无端质问和嘲讽的“求职”电视节目、善于磨平人的棱角的变态的招聘流程、入职培
训和职场文化当中，以及“求职”这个词本身包含的不平等的语体色彩，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种
社会思潮。一个这样的中国，在地球上仍然是孤独的。甚至，如同黑格尔在两个世纪前的论断所言，
我们在精神方面仍然滞留于人类文明的幼年期，荣誉感还没有发达。所以，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
里，仍然存在着大量不开化的和粗糙的元素，比如职场中奉行的“狼性”与“丛林法则”，以及通过
酒量来决定投资额度和员工薪酬的行事规则。所有这些建立在对人的荣誉感随意践踏之上的所谓“文
化”，正因为现代中国人荣誉感的普遍缺乏方才大行其道。没有荣誉感的中华民族也是孤独的，尽管
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曾经在奥运会和世博会上收获了若干对奢华的开（闭）幕式的赞誉，而且这种赞
誉暂时掩盖了我们面临的孤独；但只要我们的同胞当中还有人仍然必须在自己的国家里过着曲意逢迎
的生活，这个国家就是令人感到孤独的，而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会是一样。孤独源于我们的自我设限
。这不是指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自卑，而是同胞之间普遍存在的“冷暴力”，亦即被普遍接受乃至认可
的冷漠和刻薄的氛围。一个看起来“文明”和“公平”的特殊的例子是，我们常常用英语水平，而非
专业知识素养来评判绝大多数人的方方面面，从是否有资格升学，到是否有资格入职和晋升，乃至是
否拥有适应现代社会的智慧。于是，英语等级考试和其他一些英语水平考试，比如托福和雅思，仿佛
成了通向“人上人”地位的阶梯。许许多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放下他们的专业课程，去准备各种英语
考试，甚至习惯于通过六级考试之后，还要为日后找工作更有竞争力，或者争取更高的薪资而多次重
考“刷分数”。于是，为脱颖而出必须具备的考试分数“水涨船高”，补习机构赚得盆满钵溢，而大
量的时间和社会资源被浪费在这种“边际效益递减”的游戏上，尽管我们更需要时间去发展科技、文
化和艺术。毫无疑问，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虽然改革开放带来了大量全新的观念，但并不意味着我
们需要对外国人投以更多的关注，乃至以无条件地取悦他们来换取更高的经济收益；相反，我们应当
关注这个社会中是否大量存在着逆向淘汰，或者说那些真正勤勤恳恳的、为社稷奉献的人，是否会得
不到他们应有的权益，以至于不得不放弃操守，最终也被磨去棱角，变得奴颜卑膝。在一个浮躁的社
会中保持尊严、信仰和内心的宁静需要更大的成本，可是只有保留下它们的火种，我们才有可能收获
一个清新的、更有希望的未来。二〇〇六年初秋，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公布之后不久，我在学校的
废品回收站里看到了一张旧报纸。那上面说，一个英语培训机构或者英语夏令营，计划在中国河北省
某地划出一片土地，建设一个只允许讲英语的“英语村”，违规者将被罚款二十元。这种极端的自轻
自贱让我出离愤怒，以至于我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就构思好了《歧路之龙》最初的框架。这部作品的
背景设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英语村”里这条荒谬规则的放大。如果《歧路之龙》里的这些荒
诞的设定能让您警醒，那么我这些年的付出便有其价值了。在《歧路之龙》创作过程中，著名科幻作
家凌晨女士，北京科技报社的童庆安、于彤、阮帆、范永康、秦勉等同仁，以及张巧煜（周游丝）、
张博等友人，为我提供了素材和故事情节方面的支持，在此谨表谢意。
2、在看这本书之前，我很少关注科幻领域，别说科幻，甚至科学方面的东西，我都很少关注，怎么
说呢？感觉那东西太高大上，离自己太遥远，或者因为自己是个文科生，理所应当是个科学盲~~~总
而言之，感觉自己像个科学白痴。无意中有朋友向自己推荐了《歧路之龙》这本书，说是认识的前辈
写的，感觉很好奇，于是在当当上买了回来，那时候我在离家40分钟公交车程的地方上班，上下班坐
公车无事可做，所以把书带在身上，乘公车的时候看，说实在的，看惯了文艺小说的我，没开始读这
本书之前，并没有对它抱多大的期望。和看其他小说一样，我先翻读了前言，而就是从前言开始，我
觉得自己喜欢上了这本小说——在前言中，作者马之恒提到了自己写这本书的初衷，以及如何写成了
这本书。在我的想象中，小说家可能是很神奇的物种，比如到了深夜才有灵感，比如不工作，比如秉
性奇特等等，但他写这本小说的初衷，却再普通不过——现代人对于英语等外语的重视程度，超过了
自己的母语。实际上，这是几乎所有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趋势有所思考的人，都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然而到了马之恒作者这里，这个问题的思考有了一个让人难以忽视的结果——一本科幻小说！从有
感触，到思考，到成就一本科幻小说，这个过程是让人敬佩的。然而作者让我钦佩的，不仅仅是这一
点，他写作的过程的“普通化”，以及他自身在理想上的行动力，更让人印象深刻——在前言中，他
提到，“在大学时代，我并不是一个足够勤奋的人。直到25岁的时候，不断碎片化的时间，让我顿悟
青春即将逝去。于是，在这年的秋天，我找出多年前就列好的提纲，利用上下班和外出采访的通勤时
间，在手机上或者平板电脑上写下一段段故事；大约一年之后，再将它们连缀成文，又经过若干次修
改，方才形成了这部小说。”这段话让尤其的让我难忘，也许在生活中，很多人都并不是一个足够勤
奋的人，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青春即将逝去，自己应该勤奋”这个道理呢？大多数人碌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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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懒散的度过人生的大部分时间，落寞的时候又埋怨自己，“为什么如此庸碌无为？”这个矛盾
又可笑的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人的通病，难以根治，因而我尤其的佩服作者，在自己的理想面前，始
终保持热情和足够的行动力！而他对于碎片化时间的利用，也一定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他在前言中
提到，“我在杭州西湖边，重庆的单轨列车上，南京，威海和石家庄的博物馆里，乃至天津的航空母
舰上，用各种方式记录下一次次的灵光闪现，再将它们充实到作品的各个角落......”实际上，我是个
很热爱写作的人，然而我同时也是个年轻人，是个懒人，是个不会利用碎片化时间的无计划的人，这
让我感到苦恼，想写作，但是总觉得自己没有时间，静不下心，看到这本书的前言之后，我忽然觉得
自己很莫名其妙，为什么作者能在这些地方，记录自己的“灵光乍现”，而我却拿着大把的时间，玩
手机，看韩剧，发呆？这样的状态，有什么资格谈理想呢？能接触到如此正能量，是我的荣幸，而这
本书，一定会对我产生影响！然而说了这么多，关于书本身的内容我却说得很少，考虑到对于没有看
过这本书的读者，我不能透露太多情节。但我保证，故事里那些紧凑的情节，含蓄而浪漫的爱情，丰
富的机舰硬知识，意料之外的幽默和怀旧......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这是我看的第一本科幻小说，但也
是这本书让作为科技盲的我喜欢上了科幻，我觉得一个人或者一个作品，能通过自己的热爱，执着和
专业，去影响到一个从未涉足过该领域的人，并让其喜欢上这个领域，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如有
机会，希望能亲见作者，看看写出这本小说的人，是什么样子！
3、　　坦白讲，我不喜欢英语，很有一种每日被迫学习语言的奇怪感觉，所以看完本书也就很有共
鸣——尤其是作者讲曾经我们在国内划了一块地只准讲英语，看得我心有戚戚焉——尽管现在英语真
的很有用。　　看完书，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很难说清楚，是不是有一种快感。因为书里的
内容，其实大多是在讲一种语言对其他语言的侵袭与掩盖，以及被压迫的人们谋求反抗的故事——似
乎在心路历程上与我很像，与真正的现实对比却又稍有些夸张了，但是大概不能掩盖它贴近真实科幻
的形象吧。　　总是有些盼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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