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火明夷 3》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地火明夷 3》

13位ISBN编号：9787550224773

10位ISBN编号：7550224773

出版时间：2014-1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者：燕垒生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地火明夷 3》

内容概要

僻处西原的楚都城在大统制眼里，犹如一根不能不拔除的尖刺。第一次远征失败后，大统制马上计划
开始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攻击。大统制的一意孤行引起了共和国国务卿郑昭的反对，然而郑昭却在一次
会议上突然昏迷不醒，已被开革出伍的郑司楚在照顾父亲的时候，对共和国所宣扬的一切开始产生了
怀疑。同时在西原，五德营大帅薛庭轩同样预料到大统制会对自己斩尽杀绝，于是在西原进行了一系
列准备工作。由于无所不用其极，招致了五德营宿将陈忠的不满，觉得薛庭轩的做法使得五德营背弃
了以往一直坚持的信条，可他也承认在当前这个险恶的环境里，若不是薛庭轩的不择手段，五德营同
样生存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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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火明夷 3》

作者简介

燕垒生，吴人也，越人也，吴越人也。耽幻想，嗜文字，虽不工亦为也。年甫成童，即弄柔翰，迥非
卓荦不群，唯窃窃自喜而已。曩以为有鸿鹄之将至，而不知随斥鷃以终老。无他长，略识曾文正公“
屡北屡战”之旨，故久坐冷板凳而不殆。笔下所出，大抵荒幻恢诡，不经之语耳。
著有长篇小说系列：《道可道》、《紫衣僧幻真》、《贞观幽明谭》、《天行健》、《地火明夷》、
《轩辕剑之天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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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火明夷 3》

精彩短评

1、看完第三本末尾，就知道楚帅没女人缘的基因遗传下来了⋯⋯
2、书中楚休红的影子时隐时现  让人回忆起高鹫城中的惨烈 战争是永恒的 和平才会更让人渴望
3、略微平淡
4、已经先在网易云阅读看过了，不过还会买来收藏的。话说这部很多地方影射的太明显了吧，从小
说的角度看，是不怎么好的地方
5、从初中开始读天行健，到后来的星海里司楚亮相，再到大学时候地火明夷开始连载，时光和成长
都在这部书里。但评分客观，为的是燕大的文笔和情怀
6、可惜只能出版三本。
7、一蟹不如一蟹2
8、南军连战连捷，但我更想看见的五德营确未出镜。
9、越来越觉着，相比天行健，地火明夷系列劲儿松懈了不少。
10、这部的战争反而还不如薛庭轩对抗毕炜的精彩。唯一的亮点就是三人合奏。司楚怎么这么快就对
申芷馨有感情了，之前明明还是暗恋肖舜华嘛。
11、故事尚可，没有突破。
12、2016//71 结尾忍不住看乐了，真是罪过
13、越往后看越没意思，单纯的打斗写多了就像反复看火影对决，总会无聊的，至于结局，只能说《
人间道》不出谁也不知道剧情还会往哪儿走，共和对再造共和的下一步，是不是再造共和对共和国之
辉？类似的架构写一遍足矣，还不如把重点放在郑司楚几人身上，燕大真心不适合描写大场面
14、南北大战终于要开始了
15、这种小说就像是看好莱坞电影一样，是最应该搬到荧幕上的，这么好的故事却没有人看，如果这
些小说再好好的雕琢一下，完全可以和指环王媲美，国外的小说创新是一流，但国内的小说的人性的
刻画虽然过于单纯，但更热血
16、本书只看了实体的三本，看评论似乎网上出全了，都是实在捡不起来了。
17、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4745912
18、就是看过天行健才觉得地火明夷系列更精彩啦！
19、天行健和地火明夷系列对我来说实在是有很多意义在里面。作为故事中架空世界的脑残粉，无条
件支持每一部
20、五卷的前两卷出了三本，后三卷没出，在网易读完了。通篇已经没有天行健的流畅，也没有天行
健人物设定的合理，收尾也稍稍仓促。没有天行健精彩，读的是延续的情怀。跟自己比不如，跟别人
比，五星还是绰绰有余。十二
21、这个系列最好看的还是天行健的第一部，因为第一部上瘾了，然后就想看后面的，结果一直就看
到了地火明夷。如果说郑司楚是楚休红的延续，那么后面的一系列攻防战，则是高鹫城的和蛇人对垒
的延续。
22、实体书分别是《风起之卷》《雷鸣之卷》《海啸之卷》，与网易云阅读目前正在发布的版本并不
完全相同，相信内容有所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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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火明夷 3》

精彩书评

1、当我开始读《地火明夷》时，其实并没有想到会是这么长篇幅的作品，直到发现进度条跑得不如
想象中迅速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大部头。能选择它看，当然是因为燕垒生的原因，更因为《天行健》。
《地火明夷》是燕垒生计划中『天地人』三部曲的第二部，对比第一步取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这里同样取的是《易经·三十六卦 地火明夷》。明夷：表火入坑中，陽氣被陰氣所傷害，被小
人所重傷。主大凶象。諸事不宜，運最背之時。其实相比较《天行健》中惨烈和有些渗人的血腥战争
（特别是和蛇人），毕竟发生在人类内部的，曾经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对抗势力间的斗争要看起来舒服
些。比起楚休红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主人公，燕垒生在《地》中着力塑造的是彼此间几乎不分伯仲的三
位少年英雄：继承楚休红五德营的薛庭轩、楚休红的亲生儿子郑司楚，以及作为标题同名任务的陆明
夷。泛泛说来，诸大势力间的博弈和斗争，英雄们的惨烈征伐和权谋，乃至在大背景下暗流涌动的异
势力——这样的套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来是追求大格局的奇幻作家们的共同的喜好：最显眼的当属
乔治·马丁的《冰与火之歌》，王国间的征伐，异族的入侵；还有罗宾·荷布的《刺客三部曲》里的
王国与带来恐怖的红船劫匪； 乃至燕垒生所构建的这个帝国和共和互为征伐，异族窥伺的世界。这样
的格局当然适合作家来挥洒自己需要的情节，可是谈不上多么有新意，但是，燕垒生的笔力、构思和
情怀却至少撑起了这个格局，即使和前述这些一流的好手们相比也并不显得简陋，起码也是及格之上
，但是从整个IP的包装来看，还任重道远；除此之外，燕垒生作品中对于「共和」、「帝制」的思考
、设定，毫无疑问受到了《银河英雄传说》的影响；几乎可以看到金发的少年皇帝以及红茶提督恍惚
间投射在陆明夷和郑司楚的身上，因此这两个人物多少对于曾经《银英》的读者来说颇为讨喜。即便
是戏份稍轻的薛庭轩，也是同样不可小觑的豪杰。这符合我一贯的期望——为了剧情和主角，就算是
配角和对手，一定也不要有蠢货。于是，陆明夷的野心、薛庭轩的权谋、和鄭司楚的迂善这几点让他
们不那么完美讨喜的特质在他们的才能和激情面前都是瑕不掩瑜的「人性」，而作为对手的三人，都
难能可贵的保持了心里那点本真：陆明夷终究不是自己野心的奴隶，而是依然有着些许少年的傲气和
义气；薛庭轩纵然杀伐果断，心思深沉，但是对于自己身边的人却依然做不到彻底的冷酷；鄭司楚的
那点迂腐和善良，虽然多次让他沉沦和犹豫，可是大是大非面前他也终究没有辜负期望。这样的生动
而向上的英雄群像才是配得上燕垒生盛名的作品——即使看得出一些其他作品和传统套路的影子，但
是作者灌输在文字当中的热诚和思考却并不廉价。愿那些骄傲的少年可以一直昂扬，不忘初心。唯刀
百辟，唯心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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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火明夷 3》

章节试读

1、《地火明夷 3》的笔记-第102页

        宣鸣雷在一边笑了笑道：“不错。昨日的朋友，今天可能就成了敌人；而今天的敌人，明天说不
定又成朋友。将来的事，谁说得清。对了，申小姐，您是教音乐的，能不能麻烦你借我一面琵琶？”

申芷馨听郑司楚说过宣鸣雷是个琵琶高手，倒也不意外，问道：“宣先生是琵琶好手吧？不知是哪一
家的家数？”

宣鸣雷道：“琵琶家数，穆曹两善才，我是曹善才那一派。”

申芷馨笑道：“宣先生原来是北三才手一家。只是五羊城琵琶是穆氏所传，比北派要稍短一些，不知
宣先生用不用得惯。”

穆曹两家是琵琶世家，代代都出名手，有南穆北曹之说，这一派的掌门便称“善才”。穆家世居五羊
城，因此五羊城的琵琶都是穆氏的家数。因为南边人身材普遍要矮一些，手也要短，因此穆家的琵琶
比北派琵琶要短半寸，音质也要尖一些，别的倒没什么不同。宣鸣雷道：“这个没关系。我在东平城
时，穆曹两派的琵琶都用过。”他生平所好，最爱的是酒，第二便是琵琶。南逃时用惯的琵琶没带来
，这些日子实是手痒难当，虽然听郑司楚说来也有趣，但实在很想弹上一曲。申芷馨道：“宣先生急
着要的话，边上就有家学校，教音乐的是我同学，她那儿定有琵琶，我马上就去找她借一面。”

宣鸣雷喜道：“如此甚好，不知申小姐什么时候有空？”他不是个扭捏之人，说要就要，听申芷馨答
应了，就打蛇随棍上，逼了一句。申芷馨见他这么急法，笑道：“很近的，我骑马过去，片刻即回。
司楚哥哥，你和宣先生在这儿先坐坐，我去一下就来。对了，司楚哥哥，你带着笛子吗？”

郑司楚见宣鸣雷逼着申芷馨去借琵琶，申芷馨却不以为忤，似乎乐于如此。听她问起笛子，便道：“
我有一支。”

申芷馨抿嘴一笑道：“如此甚好，我还正想听听司楚哥哥演示一下花月春的手法呢。”

她说着便出门带马，走了出去。郑司楚等她走了，低声道：“宣兄，你也太不客气了，哪有逼着人家
去借琵琶的道理？”

宣鸣雷抓了抓头皮，有点不好意思地道：“郑兄莫要怪我，实在手痒得紧了。一直听说五羊城是穆善
才的老家，不知申小姐认不认得他？”

宣鸣雷当初要灭螺舟上那几个士兵的口，郑司楚对他实是已有三分不满。但见他如此热衷于音乐，又
对他有了几分改观，心道：宣兄也是性情中人。他虽然有点不把人的性命当回事，但还不是一意孤行
之人。那一回宣鸣雷本要将螺舟炸掉，但郑司楚一求情，便只是将螺舟沉到了水底，事后螺舟中那几
个士兵破门而出，仍可将螺舟升上水面，也没有胡乱杀人。他心想宣鸣雷性情直了点，毕竟不是以杀
人为乐的狂徒。人与人自是不同，自己一味强求，倒也显得自己不够大度了，何况，宣鸣雷到底是自
己一家的救命恩人。这样一想，他也微笑道：“只是小芷非要我吹笛，只怕我要出大丑了。”

宣鸣雷笑了笑道：“郑兄还在为我在林家那番话多心？其实那回我只是去敷衍林公，你的奏笛之技，
实是得名家传授，除了火候不够，别的无懈可击，多加练习，有朝一日定有大成。”

郑司楚心道就算能有大成，但蒋夫人对程迪文如此推许，自己想在吹笛上超过程迪文恐怕不可能。一
想到程迪文，他不禁有点黯然。程迪文是他自幼相交的好友，又同在军中多年，实与兄弟无异。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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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火明夷 3》

迪文的父亲是大统制的亲信，自己的父亲却已与大统制反目，两人只怕相见无缘了。他从怀里摸出那
支铁笛，淡淡道：“但愿吧。”

宣鸣雷见他拿出了铁笛，想起那天他吹的一曲《一萼红》很是生涩，问道：“你吹得最好的是哪支曲
子？别让申小姐笑话了。”他对音律之痴迷实不下于程迪文，隐隐觉得郑司楚出丑，连带着自己也似
乎要出丑了。

郑司楚道：“我最熟的还是一首《秋风谣》，只是这曲子有点萧瑟，似乎⋯⋯”

宣鸣雷道：“《秋风谣》？这曲子我也很喜欢，来，去院子里练一下，我帮你看看，临阵磨枪，不快
也光。”

他说干就干，抬腿就向院中走去。郑司楚只得跟了出去，心里倒也并不是很不愿意。宣鸣雷是琵琶高
手，当初连程迪文一听都大加赞许，自己的笛技若是比他差得太远，在申芷馨面前这个台可塌不起，
心想“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这句话倒也不错。

院子里有棵大树，下面有几块平整的石头，是夏天天热时在外面乘凉时坐的。现在正是五月中旬，南
方的气候热得早，现在已经很热了，宣鸣雷掸了掸石上的灰尘道：“这儿正合适。郑兄，来来来，让
我好生听听你的妙技。”

郑司楚见他眼含笑意，但眼神里总有一丝嘲弄之意，心道：你真当我是生手？在雾云城最后一年里，
他因为没什么事，常去请教蒋夫人，自觉水准已相当不错了。他坐到一块石上，说道：“那我便献丑
了。”说罢，将铁笛举到唇边，试了几个音。

这支铁笛是程迪文送给他的。程迪文家中豪富，这铁笛亦是不惜工本请高手匠人制作，程迪文亲自督
工，音准极佳。郑司楚已有月许不曾练习，刚吹了两个音时还有点生涩，但吹了一个乐句，只觉手法
越来越熟，音符直如溪水汨汨而流。

迪文，将来不知我们还有没有相见之日。

他吹着，心底默默地在想着。他本是笃于友道之人，与程迪文更是亲如兄弟，自己一家逃出雾云城，
亦是得程迪文不顾危险前来相告，他对程迪文更多了一分感激。吹着这首《秋风谣》，当初与程迪文
两人在军中并马而行，挺枪冲阵的情形仿佛又回到了眼前。那些岁月，虽然并不是太久，却又仿佛已
如隔世。他心下黯然，与这首《秋风谣》却越发契合，吹到后来，笛声清如寒冰，声可遏云，虽是初
夏，眼前似乎有秋风乍起，四野萧瑟之感。

一曲终了，郑司楚收回笛子，还不曾说话，一边却听得申芷馨叹道：“司楚哥哥，原来你的笛技竟如
此高明！”

郑司楚吹这一曲时，实已将身心全放在笛孔间，身外万物皆不留意，听得申芷馨的声音，他才知道申
芷馨已回来了。他忙站起来道：“小芷，你回来了？”

申芷馨背着一个长条布包，手上还捧着一个。她将布包递给宣鸣雷，将背上那布包解了下来道：“真
好。以前听这支《秋风谣》，我总嫌它太悲哀了，但听你吹来，却别是一番滋味。司楚哥哥，这是花
夫人教你的吧？”

郑司楚道：“她姓蒋，现在叫蒋夫人。小芷，你也过奖了，我实在还不曾体会到此间三昧。”申芷馨
夸赞他，他到底还是高兴的，但他对自己的笛技并没有太多信心，当初被程迪文不知取笑了多少次，
觉得申芷馨只怕也只是客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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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火明夷 3》

申芷馨道：“天啊，这般高明还要谦虚。宣先生，你说是不是？”

宣鸣雷本来急着想弹琵琶，但现在抱着琵琶，人却似有点呆了。听申芷馨一说，他才道：“是啊是啊
。只是⋯⋯”他还想指摘几句，说郑司楚在运指之时还有点生涩，音阶转得不是很自然，但又说不出
口。郑司楚方才这一曲，与当初在林家吹的那支《一萼红》实已判若云泥，自己虽然不长于笛，也不
算此道庸手，但若是自己吹来，定然不会有郑司楚这一曲一般摄人心魄。他又是惊叹，又有几分妒忌
，说道：“来来来，我们来合奏一曲吧。”

郑司楚有点尴尬，笑道：“别的曲子我可不熟⋯⋯”

申芷馨抢道：“那就再吹这支《秋风谣》吧。宣先生，你会不会？”

宣鸣雷心道：我有什么曲子不会？你也太小看我了。他生性不拘小节，当初和小师妹合奏，亦大不客
气地讥弹，几次把小师妹都惹哭了。但在申芷馨面前，他不知怎么有种从来未有过的局促，那些大咧
咧的话根本说不出口，斯斯地道：“此曲倒也弹过几次。申小姐你也带了乐器吧？”

申芷馨抿嘴一笑道：“是啊。”她从背上解下那布包，却是一面黑漆古筝。弹筝必要坐下，弹琵琶倒
可站着，宣鸣雷正待站起来，郑司楚已站到一边道：“小芷，你坐。”

申芷馨又是抿嘴一笑，坐到石头上，将古筝摊到膝上，调了调音，道：“这支《秋风谣》本是笛曲，
若是合奏的话，同时发声也不好听。这样吧，我先弹一段过门，等一下你们看时机加入。”

这等合奏已是高手方能所为，郑司楚心下一慌，心道：糟了，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加入？宣鸣雷却也
想到了此间，幸灾乐祸地道：“好啊好啊，合奏正是要有层次，方能动听。申小姐，请了。”

申芷馨笑了笑，马上又正色在弦上一拨。过门即是前奏，也就是将《秋风谣》的几个乐句糅合一下。
她纤指一落，琤琤琮琮的筝声便已响起，直如流水翻波，说不出的动听。郑司楚一怔，忖道：原来小
芷⋯⋯她在音律一道竟到了这等境界！

蒋夫人在音律上实可算天下数一数二，较程迪文只怕还要高明一些，郑司楚当初去看望她时，蒋夫人
兴起亦曾为他鼓筝一曲。郑司楚听来，只觉蒋夫人指下风生，乐声说不出的平和秀雅，听来亦觉得心
境大佳。现在听申芷馨鼓筝，竟然不下于蒋夫人，也不知是自己的判别力尚不足还是什么。但看了看
宣鸣雷，却见宣鸣雷眼中如醉如痴，既是赞叹亦是陶醉，心想：看来我想得没错，小芷真是音律上的
绝世好手。若是她能与蒋夫人和迪文合奏，不知该怎么动听法。

想到程迪文和蒋夫人，郑司楚心中又有点郁郁。这时申芷馨的一段过门已到尾声，弦声袅袅不绝，正
在这时，叮叮数声，却是宣鸣雷的琵琶声响了起来。这时前段尚有余音，宣鸣雷加入得正是时候，全
无突兀之感，筝声与琵琶声便如水乳交融，说不出的和谐。郑司楚听得亦如在醉里，但心底又有点慌
，心道：糟了，我该什么时候加入？本来这时候加入是最佳时机，只是自己经验尚不及宣鸣雷，错过
了此机，现在再吹，等如将这筝声和琵琶声打乱了，实属大煞风景。宣鸣雷抢到了这个良机，听笛声
并不曾响起，心下暗暗得意，忖道：郑兄啊郑兄，你到底还是个生手。他要在申芷馨面前卖弄，更是
打点精神，将本事用出了十成。他在这琵琶上实是超等好手，指法之精，实不作第二人想，曹氏三才
手使得花团锦簇，筝声和琵琶声便如两道溪水，时而汇在一处，时而又分流出去，却又一丝不乱。

申芷馨本来想的正是这段过门结束后，宣鸣雷和郑司楚便可加入，谁知响起的只是琵琶声。她心道：
司楚哥哥真沉得住气，那就再来一段过门吧。倒真看不出宣先生竟是这一等的好手，司楚哥哥没替他
白吹牛。她的指法精熟之极，虽然宣鸣雷的琵琶声错综繁复，但筝声清澈入骨，丝毫不为所乱。这一
段过门很快亦到了尾声，宣鸣雷此时要卖弄本事，五指舞动如飞，加了好几个装饰音，正在得意，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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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无名指一沉，他的心也是一沉，暗道：糟了！破音！

申芷馨拿来的是一面穆善才式样的南琵琶，较他用惯的曹氏北琵琶稍短。本来宣鸣雷一法通，万法通
，也不会有错乱，但偏生要卖弄本事，弹得兴起，已忘了这一点，无名指的指位便错了些微。虽然只
是毫厘之差，但音律实是不能有半点差错，在申芷馨这等一流好手听来，已觉得这一音错了。本来筝
声与琵琶声无比和谐，这一音有了点错，实是说不出的难受。申芷馨本来与宣鸣雷合奏得天衣无缝，
这音一错，便如一匹上好的缎子当中出现了一点瑕疵，实是无比可惜。哪知她的眉头刚要皱起，笛声
突然响了起来。

郑司楚也已听到了这一声破音。他在音律上虽然远比不上宣鸣雷和申芷馨，但这一曲如此美妙，便是
全然不通音律之人也觉得自然而然，一声破音自是特别突兀。他的手比脑子转得更快，就在这破音将
起未起之时，笛子已凑到唇边，一下吹响。笛声比筝声和琵琶声都要响亮，立时将破音掩住，偏如妙
手匠人将错就错，把这匹有了一点瑕疵的缎子补上一点花纹。因为顺其自然，不觉其为瑕疵，反倒更
增美妙。他一将铁笛吹响，便心无旁骛，将这支《秋风谣》吹了下去。他对音律只是初通，也没本事
去配合筝声和琵琶声。这等自行其事实是合奏的大忌，但宣鸣雷和申芷馨两人都是音律好手，索性就
任由郑司楚吹奏，两人手法一变，转为配合他的笛声。一时间，笛声、筝声和琵琶声齐头并进，有时
笛声孤峰拔起，筝声和琵琶声又如比翼双飞，随之升高，反而更加和谐。这一曲《秋风谣》奏来，虽
是夏日，周围却森森似有萧瑟秋风吹来。

《秋风谣》共有三段。乐句虽然一致，但一段比一段更高。以往奏起这支《秋风谣》，申芷馨只觉曲
声一味凄苦，未免格调不高。但郑司楚吹得却是霸气十足，全然不顾，这《秋风谣》虽然仍是一派苍
凉，其中却又似有着勃勃生机，偏如秋风起时，万木萧疏，虽然肃杀，但地底根须却极在萌动，只待
来年便仍要蒸蒸日上，凄苦悲凉中，带着一丝掩之不去的倔强。有生以来，她还是第一次听到《秋风
谣》竟有这等意境，不觉又惊又喜，心道：这便是花月春嫡传心法吗？我只以为司楚哥哥是个武人，
不通音律，没想到他竟是此道不世出的天才！先前听宣鸣雷的琵琶声，她已觉得叹为观止，但一山更
有一山高，宣鸣雷的琵琶声仍是人间峻岭，纵然高可插云，犹有尽处，郑司楚的笛声却仿佛大鹏展翅
，越飞越高，竟不知将要到何处方休。她平生专精音律，好手也见过不知凡几，只是如郑司楚一般全
然不依旧法，只是自由自在地摩云高飞，却是闻所未闻。只觉与他合奏此曲，连带着自己在音律上亦
大有进益。

郑司楚已全然沉浸在音乐声中。此时《秋风谣》已到了尾声，本来应该声音渐轻，慢慢收尾，但他心
底却似有个人在说：不行！不论如何，纵然山崩地裂，永远都不放弃！有宣鸣雷和申芷馨的伴奏，他
的笛声亦如有神助，先前一曲本觉得是自己超水平发挥，但此时更加纯熟。便如一个人翻山之时，本
来觉得山顶就在眼前，马上就要到头了，可是到了山顶，却发现前面豁然开朗，又有一片耸入云天的
山峰，别有一番天地。他吹到尾声时，浑身血液都似要沸腾了，只觉这一腔热血若不能喷薄而出，势
必将自己的身体都烧得干枯。他鼓足了胸中之气，一下吐出。笛声一下亮起，直如穿云逐电，越拔越
高，似是一个人站在绝高处，见到河山尽在脚下，百感交集，既有对天地的敬畏，又有着万丈豪气。

这一声笛声响起，便是周围住家也都听到了。这儿本来是个学校，教的正是乐师，他们久已听惯了，
但这声笛实在太过惊人，就算完全不懂音律的亦觉得眼前一亮，心道：世间原来还有这般一个模样！
随着笛声穿云而去，头顶却是扑簌簌一阵响，那棵大树上如雨般落下不知多少树叶。

广阳地处南疆，从未下过雪，草木亦经冬不凋，夏天这般落叶实属异常。郑司楚一曲终了，人犹在曲
声中似不能返，被这阵落叶劈头盖脑地落下来，洒了遍身。他吃了一惊，抬头看去，却见宣鸣雷和申
芷馨两人都已站了起来，身上亦洒满落叶，两人却浑若不觉。他干笑了两声道：“小芷，真是让你见
笑了。”

申芷馨道：“司楚哥哥，你⋯⋯”说到这儿却是一阵哽咽，说不下去了。宣鸣雷突然走上前来，掸了
掸身上落叶，向郑司楚行了个大礼道：“郑兄，天下一人，唯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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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评价高得出乎郑司楚意料之外，他有点手足无措，道：“宣兄，岂敢⋯⋯”嘴上谦虚，心中仍是
如在梦寐。方才这一曲，在筝与琵琶的激发之下，竟能达到如此境界，他自己也根本没想到，此时最
意外的反是自己。

宣鸣雷眼里闪烁着一丝异样的光芒，还没说什么，申芷馨突然叹道：“司楚哥哥，纵然你指法还稍有
些许生涩，但奏笛之技，你已尽得其中三昧。就算不是真的天下第一⋯⋯我想，也差不多了。”

连申芷馨也这般说，郑司楚更是吃惊。这时三个人都不再说话，三人之间出现了一个冷场。宣鸣雷觉
得有点不自然，正要开口，头顶又是扑簌簌一阵树叶落下，洒得他满头都是。他伸手掸了掸，笑道：
“古人云，一曲通神，可夺造化之秘。郑兄，你这一曲果然能颠倒四季，变夏为秋啊。”

郑司楚心中亦是一动。现在是万木争荣的夏天，但他心中感受到的，却是一丝带着无边肃杀的秋意。
这一丝秋意隐隐而来，似乎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巨变。

这个世界，又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火焰已经燎着了甘隆的衣服，将他笼罩在一片奇彩之中。甘隆像铁柱一般站着，高声唱道：

“身既死矣，归葬山阳。

山何巍巍，天何苍苍。

山有木兮国有殇。

魂兮归来，以瞻家邦。”

这首歌，是昔年帝国军的葬歌，却总是被人当成战歌来唱。很久以前，甘隆就是唱着这首歌冲向战场
。当时代转到了共和国后，这首歌被禁了，但甘隆临死前，这首歌的歌声却响在耳畔。仿佛许多年前
，那些曾与自己一同出生入死，最终却先自己倒下的战友们又来到自己身边。

魂兮归来，以瞻家邦。

他想着。烈火将甘隆卷入，吞没，冲上云天。

甘隆，昔年帝国火军团最后的宿将，战死于共和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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