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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道狂之詩》 卷二 蜀都戰歌》

内容概要

武魂不折。俠氣沖天
狼派武俠復仇劇．第二幕！蜀都戰歌
「只要是武當派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
流浪武者荊裂與少年劍士燕橫，追蹤武當遠征大軍，到達四川省府．成都，卻同時踏進了預想以外的
險境。
兩人不知道：武當也在等待他們。
燕橫初涉塵世，未知江湖路冷，人心險惡；東瀛女劍士島津虎玲蘭，千里西渡而來尋找荊裂，是敵是
友不明；峨嵋武者兵團出動，迎接武當派的嚴峻挑戰。
高手群集蜀地古都，生死間髮的殺陣，已在黑夜裡悄悄佈下......
狼派武俠復仇劇．第二幕！
「這部小說，我著力描寫武者那不屈的魂魄，期望這股奮發向上的正能量，能夠感染和提振人心。」
──喬靖夫
喬靖夫全新長篇系列《武道狂之詩》，從經典武俠原點再出發，以獨特視角與筆法，創造出具凌厲狠
勁，強悍而不孤的濃厚「狼派」風味，令人熱血奔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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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69年香港出生，看日本特攝片與本土武俠劇長大的一代。
攻讀大專翻譯系時立志當作家，三年間埋首「練功」，畢業後隨即展開「文字浪人」生涯，先後涉足
新聞、電腦遊戲、編劇等工作，游走於語言與媒體之間。
兼職流行樂填詞人，作品包括盧巧音《深藍》、《風鈴》及《阿修羅樹海》；王菲《光之翼》；陳奕
迅《早開的長途班》等。其中《深藍》更獲2000年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最佳歌詞獎。
1996年出版首部小說《幻國之刃》，開始寫作一系列風格暴烈的「影像系」流行小說，包括動作幻想
系列《吸血鬼獵人日誌》；長篇暴力史詩《殺禪》；驚悚偵探故事《誤宮大廈》等。
「讓人看了不是愛死就是恨死，才算是最好的小說。」這是他的寫作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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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錄：
第一章 豹房御前比試
第二章 心法
第三章 成都
第四章 峨嵋槍棒
第五章 童大小姐
第六章 牙城酒
第七章 兵鴉四刺客
第八章 島津虎玲蘭
第九章 籠鬥
第十章 英雄不孤
第十一章 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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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历练中成长的武侠漫画，到肉的刻画！赞赞赞！！！
2、武很重，侠较轻
3、man
4、原来这书还没完啊⋯⋯那就更不急着入了⋯⋯
5、好另类 好有爱
6、囧大伯就是个机器猫，要片给片要书给书。
7、　　初读了《武道狂之诗》之《风从虎-云从龙》一书之后，便深深地纠结于那一片豪气冲天的武
侠天地之中。惊心于书中人物血与钢铁的征途的后续，牵挂于那两名背负血仇的结成盟友的铁血男儿
，联想于腥风血雨般的江湖道路，我行进在了自己设定的新阅读任务《武道狂之诗》之《卷二 蜀都战
歌》
　　
　　本书同样保留了前一册的风味。同样遒劲有力的武道狂之诗四个字尽显张扬地出现在卷二的封面
之上。风起云涌的背景画面上有着翱翔着的猎鹰和比猎鹰还要坚韧手绘的战士影像。揭示着书中的人
物的特征也渲染着书中的飒飒英姿。风在动，云在涌，在这样天人合一的境地之下，有着那屹立豪情
男子。在武中结英雄，在武中受磨砺，在武中狂呐喊，在武中显豪情。不愧称之为武战系刚性热血，
战鼓雷鸣，武斗升级。
　　
　　说来难为情，刚开始读卷一的时候，我自己也还并没有特别了解其中的作者文章布局安排。在卷
二中，我在阅读边过程中，更加深入领会着作者的精心设计。这是一部纯粹的武侠小说。为了让每个
读者都能有一个身临其境般的感悟，作者图文并茂相互结合。为了维护书本身的古典气息，书的目录
在安排上完全按照了古代的竖提排版。而及至书的正文内容，作者为了让生活在现代快节奏的人们读
到了习惯的横体排版内容。绘声绘色的文字描述同时，我们同样也能欣赏到类似漫画版的黑白图案，
展开联想和回味。在书的正文里面，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发现。那就是专门针对武学的某些专业名
词，武功特点，阵型布局，兵器特色等建立了专门的章节。名为大道阵剑堂讲义。通过这些讲义的阅
读，哪怕是武学外行人的我们可以对某些书中人物使用的兵器，过招之中的招数等等有了一个更深刻
的了解。在了解的过程中，体会其中人物战斗的难易度，凶险度和变幻莫测度----武术的气粹由此得
以详尽地展现。
　　
　　在卷二中，故事的内容和情节依然承接着卷一而展开。很映衬书中最后的那个感叹：“人生几多
个关，独闯高峰远滩”。尽管青山派被灭，但是少年剑士燕横依存。怀抱着一颗火热的复仇之心，他
与救他的流浪武者荆裂踏上了艰辛的成长道路。正可谓：“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尽管道路险
峻，尽管敌人众多，尽管武当势力推崇的“天下无敌”来势凶猛，尽管前途难测，尽管身受重伤，英
雄般的好男人怀着永不屈服的信息，奋发图强在艰难的险境。感慨于他们二人的豪气冲天，感慨于他
们二人的惺惺相惜，感概于他们的正义之气。这就是卷二给我们营造的不灭氛围。而穿插其中的还有
一些新的人物角色，例如童大小姐，岛津虎玲兰等等。崭新人物的加入让原本故事中的主人公个性更
加鲜明和饱满。女性的假如让故事的剧情又有新的发展轨迹。尽管这是一部围绕武而展开的小说，但
是我还是觉得故事中需要有不同性别的人物出现。这样强硬之下的好男儿才可以更真实唯美。这也是
我觉得卷二比卷一更有人情味的一大亮点。
　　
　　事实上，哪怕故事内容发展到了卷二，后面的内容还是无法让人揣摩。在卷二的结尾，作者耐人
寻味般地留下了有关于卷三的伏笔，翘首等待《武道狂之诗》的新篇章。
　　
8、相比没有上一卷那么精彩，开头总是最容易发挥的，稍后一点的剧情发展就受限了一些。
9、　　从来不认为武侠小说的世界是男人的世界，侠骨柔情，肝肠寸断，英姿飒爽，女性在武侠小
说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所谓多情剑客，正因为有了女性的存在，剑客才可多情。读过《武道狂之
诗》第一部，不是特别喜欢那样的风格，一部完全的硬汉派小说，女子在其中不过是一种适当的点缀
，偶尔出现一下，如昙花一现，与武道相比，女子的存在是微不足道的，没有犹豫，没有挣扎，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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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物沉沦在武道精神之中。
　　看第二部时其实有些犹豫，一来并不喜欢这样的风格，二来在金庸、古龙、梁羽生这些大师作品
的影响下，有些排斥这样的硬汉风格武侠小说，即使所谓的“回归原始”那可能只是因为这部小说写
的是纯武道吧。
　　第二部的故事在第一部的基础上展开，主人公燕横在经历了灭门之灾后仿佛一夜间长大，接受了
掌门人临终时的嘱托，背负起整个门派的复仇之路和光复之路。可是，以他目前的力量还是无法成功
的，并且在武当派的追杀之下能否保命还是个问题。就在这时，他遇上了一个人，算是同伴，算是同
命相连，只因这个人的门派也因为武当派的勃勃野心而惨遭灭门之灾。而此人由于在海外游历，才得
以幸免于难，可回归之后，等待他的却是满门惨象，复仇，这是必须的，同时也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实
力，踏上武道之巅。两人结伴而行，跟随着武当的足迹，一同来到峨眉派的所在地，那里是武当派的
下一个目标。
　　第二部的故事中增加了许多新的人物，其中包括一名扶桑女子，她是尾随另一男子而来，这算是
作者开始描述的情感经历了，只不过少了些柔情，多了些硬汉的铁血。这女子也不像普通女子一般的
思维，找到荆裂只为与他决斗，却在过程中无意间为武当派当了向导，从而卷入纷争。
　　这第二部的重点描述的是两个主人公与武当派的斗争，在这里重点是燕横的成长和武当派的埋伏
以及他们在此所认识的峨嵋派的同盟。当他们经过惨重的代价而脱围时，身边的同伴少了几个也多了
几个，他们都踏上了武道成长之路。
　　虽说小说的第二部开始渐渐出现女子的形象，不过整体的硬汉风格是既定的，这些女子的出现不
过是为了衬托主人公在武道方面的成长和进步，不知道会不会成为昙花一现的点缀。
10、战/个痛
11、没有听说的那么好。我其实有个吐槽的点子，被灭满门的弟子远走泰西学艺，十年后学成归来灭
了武当上下，他学的是机械制造，灭门用的是AK47。
12、　　《武道狂之诗》的第二卷《蜀都战歌》的封面设计相对于第一卷《风从虎·云从龙》来讲更
具有香港本土特色。一个酷似李小龙的壮男剪影屹立在狂风骤雨之中，尽管在他身前身后都是无尽的
黑暗肃杀，但他是依旧无所畏惧，依旧傲然挺立。 
　　
　　翻开小说，感觉不像在看一本书，仿佛是在看一部香港的武侠片老电影。竖版的目录设计，斑斑
点点的岁月痕迹，给人一种很有份量的怀旧感觉。 
　　
　　卷二《蜀都战歌》依旧沿袭了第一卷的行文风格，文字简短有力，武人过招细节描述得栩栩如生
，有一种强烈的漫画感。由于第二卷的故事情节逐步展开以及新的故事人物的加入，使其内容更加精
彩好看。卷二的故事大概是讲武当派为了天下无敌，称霸武林，先灭青城，继而又把目光投向了峨嵋
。青城派弟子燕横与武艺高强的流浪武者荆裂组团去讨伐武当，而日本萨摩国的美女剑士岛津虎玲兰
也来到了中国，她的目的是寻找荆裂⋯⋯ 
　　
　　在卷二中，随着出场人物的增加，更多的武功兵器也呈现在我们面前。比如青城派的雌雄龙虎剑
，比如虎玲兰的野太刀⋯⋯ 
　　
　　本书作者在每章的结束处还特别辟出一个《大道阵剑堂讲义》，把书中提到的或没有提到的武学
常识做一次详尽的归纳和总结。武功招式，多变有多变的好处，以不变应万变有以不变应万变的好处
；刀剑短兵，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我是经常看武侠小说的人，所以对于书中的武功兵器有
一些认识，读书的时候经常可以在脑海中想象出两强相斗的画面。如果是一个不经常看武侠小说的人
，可能对于书中的一些术语都不太明白，看了《大道阵剑堂讲义》，我想就算你是一个初入武林的小
菜鸟也能对武功兵器了解一二了。 
　　
　　本书作者在写武侠故事的同时更注重的是对武道精神的描写与传播，抛开了各种炫目的特技，回
归到人类最原始的血肉相搏，强者为王的形态，读起来真有一种格外新鲜的快感与刺激。 
　　
　　在本书的末尾，作者看似总结，其实也在为第三卷巧妙的写了序幕。武当越来越强大，燕横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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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之路也会越走越艰辛。燕横会在一场场生死搏斗中变得更坚强更勇敢更智慧，褪掉了青涩的外衣，
燕横必将成长为一代顶天立地的大侠。红梅只有经历了苦寒才能傲雪开放，燕横也会在未来的战场上
一展英姿。
13、武者一旦弃守自己的骄傲与尊严，就再难重拾斗志。
14、　　乔靖夫的《武道狂之诗》进入到第二部，燕横和荆裂的复仇之旅也正式展开，他们跟随着武
当派的路线，来到峨眉山脚下，因为武当派挑战的下一个武林门派便是——峨眉。与青城派不同的是
，峨眉派并没有以死相搏，而是选择了妥协。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就像第一部中青城派的侯英志，在
师门被灭后，并没有走上和燕横一样的复仇之路，而是选择跟随武当派，虽然被排挤被打压，但依然
坚忍，直到达到目的，因为在他的处世哲学中，做一个强者才是武林生存的王道，所以当他听到叶辰
渊说将来的武当遍地都是仇敌的时候，没有害怕，没有沮丧，反而充满兴奋。这其实和荆裂的行为方
式一样，荆裂坚定不移的相信：“不停的去战斗，是令自己变强的最快方法，每天不管吃饭、扁你、
睡觉做梦时，都在想着怎样战胜，不断去找武当的人，逐个把他们打倒，假如这样也死不了，就会成
为高手。”他对这条路，坚定不移。侯英志和荆裂的目的都是将自己变为强者，只不过方式和手段不
同，侯英志采取了跟随强者、学习强者之路，而荆裂则采取了挑战强者，塑造自我之路。至于谁最终
能取得成功，登上武林巅峰，那只有留待时间的考验了。
　　
　　峨眉派不战而败，主动投靠到武当门下，也是吸取了青城派的教训，避免了灭门的损失，保存了
实力。他们的选择虽然和我们平时看的武侠小说中舍生取义的武林人士不同，但在我看来却更真实，
尊严和生命，有的时候确实是很难抉择，设身处地的想想，如果我是峨眉派的掌门人，面对门派众多
徒弟，众多生龙活虎的弟兄，如果都像青城派一样惨死在屠刀之下，是多么大的压力。也许会有人不
理解，像孙无月他们一样，奋起反抗，但作为掌门人，作为掌握门派命运的领军人物，意气用事并不
是最佳的抉择。我相信，在以后的章节中，峨眉一定会迸发出夺目的光芒，待到时机成熟时。
　　
　　不知道《武道狂之诗》还有几部，从第二部来看，故事已经铺陈开来，英雄人物也已悉数登场，
包括荆裂那热情似火的异域女友，相信今后的章节会更精彩。
　　
15、叙事节奏快好赞,  怒抱女主大腿，真人化必须是中谷美纪!!
16、　　《武道狂之诗》的第一卷《风从虎.云从龙》拉开了燕横和荆裂讨伐武当派的序幕，那么在第
二卷《蜀都战歌》中，他们两人则追随武当派的征途踏上了漫长的复仇之路。 
　　
　　燕横师从的青城派在一夕之间惨遭灭绝，只留下掌门——何至圣临终前托付给自己的雌雄龙虎剑
。他毅然放弃眼前的安逸生活，选择刀头舐血的报仇生涯。从荆裂的口中可知，武当派也征伐了他曾
经拜师的“南海虎尊派”，恰逢其出海历练才躲过一劫。相对于历史悠久、名扬天下的青城派，南海
虎尊派鲜少有人知道，武当派征伐时似乎也不费吹灰之力，却能有荆裂如此的武林英杰横空出世，让
人不由觉得 “神秘”的南海虎尊派会不会是小说的一处伏笔，目前不得而知。 
　　
　　在第二卷中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女性角色，一个是岷江帮的“大小姐”童静，在涉世未深而识人不
清的燕横命悬一线时，不顾自己安危，也要挡在他面前，在看到危在旦夕的燕横急中生智，扭转了两
人的困境，不由开始对他产生了敬意。另一个是在第一卷里昙花一现的虎玲兰，不远千里而来只为“
寻夫”，在两人再次邂逅时却遇到了武当派的围剿，两人并肩作战，共同面对前所未有的危险。童静
和虎玲兰都是重情重义之人，前者为武艺的精益求精，后者只为追随荆裂，明知前方危机四伏，会有
很多未知的刀光剑影迎接她们，还是无怨无悔地成为荆裂的新伙伴，相信他们以后的故事会更加精彩
。 
　　
　　《武道狂之诗》的亮点之一在于对打斗场面的细致描写，用干净利落的文字展现了武者之间近身
肉搏、短兵相接的战斗场景，非常具有画面感，在阅读时不时会在脑海里浮现小说中描绘的场景，因
此在读时仿佛身临其境，不由为他们打斗中出其不意的一招一式而惊叹，随着情节的跌宕起伏而时刻
担心主角们的命运。在第二卷中最精彩莫过于武当派围剿荆裂的一战，从一开始的荆裂和虎玲兰以二
敌四，到后来峨眉派的孙无月等人加入这场混战，顿时步步维艰的防守变成了势均力敌的决斗，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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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动作都会决定他们的生死，在读到这场殊死搏斗时心里像是绷着一根弦，十分紧张，最终荆裂算是
有惊无险，可是也付出惨烈的代价。 
　　
　　作者的这部小说糅合了现代运动科学与传统武侠的文字创作，目前看到的两本小说不时会在某一
章后面附上“大道阵剑堂讲义”，介绍一些现代运动科学理论或者武学考究，可见为了小说中的武道
更贴近现实，作者在创作时下了很多功夫。小说不仅为我们呈上了文字的视觉盛宴，而且宣扬武者那
种不屈不挠的励志精神。个人觉得美中不足的是每本书的内容篇幅有点短，读起来不过瘾。目前香港
的繁体版已经出版到了第九卷，期待后续的简体版能早日与读者见面。
17、缠斗
18、下了好大一盘棋 是打算写多少卷 总感觉会坑掉 另外就这2本而言全面不如歃血啊
19、战斗，需要同伴。
20、扎实。
21、金庸古龙两位大侠之后，再无武侠小说。
22、　　前面说了，武道狂之诗是一种硬汉武侠，是热血武侠，武之本能、武之目的都与传统武侠小
说作品不同。这里将继续简要说说武道狂里的武之道具之不同，以及那些个性鲜明的武道狂人。
　　
　　脱胎于日本漫画的武道狂之诗，在道具的使用上，依然有一些日本漫画式的表现方式，比如，青
城派最高武功秘技：雌雄龙虎剑。青城派掌门何自圣武技高超，在使出这独门绝技时，身后出现了“
借相”----迅疾之招后，身后出现某种凶猛的生物。这种“借相”在日本的动漫画打斗场景里经常出
现。意寓也在于表现出招时的气，给人的压力感觉。在传统武侠小说里，不曾见过这种借相，而这部
小说里，这种大胆借相不能不说也是一个拿来主义的创新。
　　
　　要说武道狂里的道具，那些兵器也颇有让人耳目一新之处。传统武侠里，因武道追求的不同，或
剑或刀，或枪等讲究正统的十八般武艺。因武道哲学的不同，传统武侠也有从有兵器到无兵器的无形
上发展。比如高高手是扫地僧，高高手取树枝即可为剑，讲究一个意御无形。而那些歪门邪道通常也
都拿着奇奇怪怪怪形怪相的兵器，使出诸如吸星大法，采阳补气之类的邪门武功。在武道狂里，则打
破了兵刃上的门派之见。曾经所谓的正门大派也有一些怪兵器，比如青城派的雌雄龙虎剑。说起剑之
雌雄，通常是一男一女两人持之，而这里却是长短不同的两剑。龙棘，全长四尺，护手呈莲花状，并
铸中蹯龙纹。虎辟，全长二尺，刃宽厚如刀，中央沿剑脊开有血槽。比如武当配剑，静物剑，剑身哑
黑色，重剑。武当副掌门叶辰渊的坎离水火剑、江云澜的古长剑等。荆裂的乌首短刀、雁翅刀以及倭
刀，虎玲兰的野太刀，以及练飞虹的钱扇、铁爪飞挝、飞刀，江云澜的铁甲手套，圆性的奔眉棍等等
。剑，兵器中的君子，优雅从容。刀，兵器中的大丈夫，能屈能伸。然而在武道狂一书，剑和刀都多
了一份杀气和凌烈，刀剑之下，俱是鲜血和残尸。
　　
　　与日本动漫画里的打斗主人公打不死的小强精神相比，在武道狂里的武人要干脆利落许多。君子
报仇，十年不晚，无论是荆裂还是燕横，都是此念。在这部小说里，中华传统武道精神那些“以武止
伐，平息干戈”，那些“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武道民族大义在这里并没有过多提及，这里武回归
到武人本身，为强，为更强，为更更强。这种感觉，就像精神回到了生命的底点，而放弃了那些升华
与粉饰。这一部里，武当派挑战娥眉派，而娥眉掌门决定屈服接受武当派统领。荆裂和燕横继续逃杀
与反逃杀之中血炼。这精彩故事下一步又会如何？期待第三部。
23、這一集兩場打鬥，燕橫單挑那個什麼幫寫得一般，但另一場荊裂虎鈴蘭和峨嵋派眾人死鬥武當兵
鴉道卻非常出色，緊張劇烈到令人窒息～
24、兵鸦道围攻荆裂及峨眉一众的大战写的太牛逼了，十个人的走位，出招，心理变化到最后身亡纤
毫毕现，灿烈之至，最难得是读起来让人不思正邪，不会在心理上有情感倾向，每个武者的死都值得
扼腕叹息
25、群战一直是乔靖夫的拿手好戏，非常细致的解释一招一式，娓娓道来。这本小说里峨嵋派孙无月
令我印象很深，感觉可以更强一些。
26、照这个尿性，也会是个大坑啊。
27、是啊，这书香港都出到第九本了。。。

Page 8



《《武道狂之詩》 卷二 蜀都戰歌》

    《歃血》吧，我觉得应该算是历史小说，武侠只是一个点缀，并不算主菜。
28、　　仍然是乔靖夫之清峻秀拔的文字，雨谷画作也仍然有井上雄彦的《浪客行》漫画风格，封面
人物却比较像原哲夫的《北斗神拳》之健次郎。第二部，英雄在成长，武道亦张狂
　　
　　开场出现的，是正史野史中均不务正业的正德皇帝。不过名满天下的御驾，也只配接见“武当”
派的副掌门，更显得只曾在上一部末亮相的姚掌门神秘莫测，很明显是要将其留待最后，由侠客们围
攻阶段性终极BOSS（据说已经出到第九卷了，姚掌门应该只是BOSS的其中一个。。。）
　　
　　作为英雄成长的代价，这里也出现了恶霸桥段。燕横处理得较为幼稚，不过这也很可以理解，他
毕竟年轻缺乏经验，想那胡斐也是受挫于凤天南，识破骗局之后，一路尚且追杀艰难，燕横的遭遇，
自然也在意料之中。然而同样作为有意无意设置障碍的女主，童静则比袁紫衣可爱得多（尽管袁有诸
多苦衷），但比灵素却还不如（又有几人比得程家小妹）；不过她肯定比宋梨更适合燕横。英雄也逃
不过儿女情长，总有知音赏
　　
　　峨嵋派的孙无月几人虽非主角，但面对“武当”的高手，死亦不惧不悔，因此尽管是出场不多的
人物，也为武道的浓墨重彩添加了关键的一笔颜色。但这样有骨气的一群人，却只是峨嵋的弃徒，峨
嵋掌门余青麟（这名字是否影射狄青麟？）马上附庸于“武当”的行为，若为保存实力之小忍大谋，
则一时屈居人下并非劣策，但余掌门明显是苟且偷生之辈，缺乏深谋远虑之心，好大喜功而胆小如鼠
，简直丢尽了传说中的小东邪郭襄女侠的脸，不知日后有何面目见宗师于黄泉
　　
　　虎玲兰在本部大放异彩，不但不再是荆裂的强敌，而且境界有所提升，从单纯的寻夫杀夫变成有
力臂助，一波三折，回肠荡气（莎尔娜是不是也曾这样对星矢。。。）
　　
　　燕横对抗恶霸、荆裂对敌首蛇，齐头并进，各有所险，场面描绘颇见功力。兔起鹘落之间，高下
立判，生死立见。燕横已经将“侠”冠于“武”之前，荆裂也已经跻身一流高手，两人作为绝对主角
，形象越发立体鲜明
　　
　　也许最终就是燕童、荆虎四人联合讨伐姚掌门的场景，那般画面，想一想也已热血沸腾
　　
　　武道讲义仍然每章都有，非常尽职；至于能从中汲取多少，则要看个人造化了。个人感觉受益良
多
　　
　　在网上看到了一二三卷的漫画版，梦马工作室出品，颇有金庸作品经典插图之风，制作甚是考究
。只是将本作定性为“狼派武侠”，却似与书中描绘略有出入，故事娓娓道来，英雄并不寂寞，狼行
并不孤单，武之战，侠必胜，可尊可信，其善有征
　　
　　
　　武道，并不等于武侠，但武者之道与侠者之道，最终均是百川入东海，殊途同归。武为侠之首，
但侠为武之道，仅有武而没有侠，只能是一介武夫；仅有侠而没有武，也只能是一纸空谈。武可以外
露，侠可以内蕴，但武、侠之道如星汉灿烂，承载了漫长的上下五千年
29、行文日风很重。硬桥硬马，是我的菜，但剧情一般。单新本价格也是贵出同类图书许多。其实卷
一+卷二，作为第一本还差不多。
30、峨眉派华丽的便当啊
31、港、台、大陆三版，最喜欢小雷画封面的港版。
32、勁！狠！好！
33、　　如果说第一卷《风从虎·云从龙》还只是交代了整个故事的开端，侧重于对两位初登场主角
的身世的简单铺陈，那么《武道狂之诗》的第二卷《蜀都战歌》相对来讲要比第一卷精彩了许多，不
仅在故事情节上有了更大的展开，两位主角的人物形象也愈加丰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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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承接上卷。在消灭了青城派之后，武当派得陇望蜀，意图扫平四川的另一大门派峨嵋派。荆
裂与燕横二人追踪武当远征军，来到了四川省府成都。殊不知，对荆裂恨之入骨的武当派早就布下埋
伏，欲除之而后快；初涉江湖的少年剑客燕横，也经历了他人生中又一次重大的磨炼⋯⋯ 
　　
　　熟读金庸先生武侠作品的读者们大概都知道，金大侠笔下的那几部重要武侠作品差不多都有一种
基本的模式，即主角从一个武功低微、默默无闻的江湖小人物，或经各路高人指点，或偶得武功秘籍
，总之在历经各种艰难险阻之后，不仅功成名就，且抱得美人归，终成一代大侠。其实说白了，大部
分的武侠小说也无外乎是这样的基本套路。究其原因，一方面，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通俗小说类型，
武侠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我国古典章回小说写法的影响，往往带有一股个人传奇的色彩，不过这
也正好符合了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审美感和一贯的阅读取向；另一方面，只有描写主角从菜鸟到大侠转
变的过程，方能使得作品更加精彩耐看，试想如果主角一上来就是一位武功高强的大侠，那后面的故
事发展也就自然不那么吸引人了。 
　　
　　这部《武道狂之诗》显然也采用了这种传统的套路。在故事开端的第一卷《风从虎·云从龙》中
，主角甫一登场就惨遭灭门，肩负的血汗深仇也随之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之路。不过与《笑傲江湖》中
有着相似经历的林平之所不同的是，本书两位主角的人物形象看上去要单纯的多。在他们眼中，复仇
虽然是维系着他们不断战斗的一大动力，但却并非他们生命中的全部，“武道”才是他们的最终追求
。要想成为武道的狂人，一次次的磨砺和洗礼都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如果把书中的主角比作RPG游戏
中的人物，那么直到第二卷《蜀都战歌》，才是他们严格意义上第一次的“升级”过程。 
　　
　　在本书里，作者巧妙地采取了双线的叙述手法，一条线写初涉江湖的愣头青燕横，由于江湖经验
不足，遭遇了自师门被灭以来第一次重大的生死考验；而另外一条线，作者则花不少笔墨，着重描写
了在阅历和经验上都更加丰富的荆裂，同武当派四大高手间展开的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血战。在武打
场面的描写上，本作无疑比第一部更加精彩好看，一招一式，张力十足，让人读起来血脉喷张，煞是
过瘾。有道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经历了第一次真正的锤炼之后，燕横与荆裂
不仅在武道上得到了“升级”，在心智上也比之前愈加成熟起来。不过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一条很
长远的“升级”道路要走。 
　　
　　在这本《蜀都战歌》里，作者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又新增添了两位女性的角色，也使得本作在人物
上更加丰富、饱满了。而作为燕横昔日同门兄弟的侯英志，他与燕横的矛盾冲突也势必会在后面的故
事发展中逐渐变得尖锐起来。 
　　
　　好戏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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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武道狂之詩》 卷二 蜀都戰歌》的笔记-第一章 豹房御前比试

        小说中关于『太极拳』的解释：一般格斗武术，大多讲究制敌机先，以刚捷的速度与力量，攻其
不备。『太极拳』另辟蹊径，主张『舍己从人』：讲求完美的防御，在接触敌粘搭对方拳脚或兵器的
瞬间，运用至柔的功法，顺势引导和借用对方打来的力量，卸向落空之处，使其肢体过度伸展，暴露
出最大的空隙；甚或将力量反馈对手，破坏其全身平衡，此即拳诀中的『引进落空』与『四两拨千斤
』之法。
当敌人处于无法自控的极不利体势时，『太极』拳士从柔转刚，速劲爆发，攻其脆弱不可救之处，或
以摔落擒拿手法，断筋截骨。故武林形容『太极拳』为『棉里藏针』，表面动作轻柔，实战施用时可
以极狠辣阴损。
要做到『引进落空』，武者必要对敌人打来的劲力，具有极其敏锐的感应。这种感应称为『听劲』—
—这个『听』字当然不是指用耳朵，而是比喻不必用眼睛去看，单凭身体接触的感觉，就能准确探知
对方来招的力量轻重和运动方向。拳诀有说『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正是形容这种感应的准绳
，要求是何等微细。修炼『太极拳』初期必先缓慢演练，正是要令全身筋骨都掌握这种分毫细微的动
作。
『听劲』再上一层就是『懂劲』，即在感应到对方的力量的同时，能够作出相应招式，引导、借用、
化解其劲力，达到控制对手身体的效果，制造发劲攻击的机会。
『太极拳』基本有『推手』练习，两人搭手粘连，互相感应和化解对方的力量，就是长期锻炼『听劲
』和『懂劲』的功力，直至将触感反应练到有如本能，方有可能在电光火石的实战里施展自如。『听
劲』的概念是我在这部小说中第一次见到，相比之下其他小说中我都没有看到这一点。还有很多小说
只叙述『太极』中柔的一面（阴极），而没有描述『太极』中刚的一面（阳极）；更有把『太极』描
绘成很慢的动作的。
不过话说我当年也学过一个学期的『太极拳』，丝毫领会不到这些⋯⋯估计学的只是表演功夫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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