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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流》

内容概要

中国南北朝时代，面对北朝魏威胁的南朝梁，以受皇帝萧衍信赖的年轻将军陈庆之负责防备魏的来袭
。
终于，魏的中山王元英率领八十万魏军攻打位于边境淮河河畔的重镇钟离城。梁军只有不到三十万的
兵力，陈庆之、曹景宗、韦睿率领的梁军能够击退压倒性的魏军吗？而在战斗的背后，还隐藏了祝英
台、梁山伯的悲恋故事⋯⋯
这是描写中国史上屈指可数的大战．钟离之战的历史小说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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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中芳树，又有称为“皆杀的田中”、“著作多数，完结作少数”的代表作家。1952年10月22日生于
熊本县本渡市，1982年，个人第一套长篇小说《银河英雄传说》发表。田中芳树凭《银英传》成为日
本文坛无人不晓的名字，并在1988年以压倒性的人气获得“星云奖”。擅长撰写幻想故事的他，未几
便成为“架空历史小说”的代表人物，其作品趣味性和思想性兼备，广为人所称道。
田中芳树的作品题材丰富，在科幻、冒险、悬疑、历史各领域都有佳作，以壮阔的背景、幻想罗曼史
、细密的结构、华丽的笔致闻名。著名的长篇作品有《银河英雄传说》、《创龙传》、《亚尔斯兰战
记》，代表作为《银河英雄传说》。
虽然他笔下的历史时空是虚构的，但所描写的人物世界却十分真实。每一个的角色：无论是充满帝王
霸气的“金色狮子”莱茵哈特，抑或谋略无人可与之匹敌的“魔术师”杨威利，均是充满着血肉感，
如同活生生的历史人物，交织出一幕幕扣人心弦的真实历史场面。田中芳树的作品还有一个特色，就
是人物数目众多，相对而言，田中芳树作品的另一个特色就是角色死者也是众多。因此田中有着一个
不能算是“雅致”的称号──“杀尽众人的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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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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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流》

精彩书评

1、这部《奔流》的主要人物南梁武将陈庆之，钟离之战之时，才23岁。史实中，那时的陈庆之还没有
获得表现出其卓越军事才华的机会。而他第一次带兵出战，则要往后再推20多年。日后的“白袍天将
”的陈庆之，确实威名留史，军事生涯中未尝败绩，且都是以少胜多，世人皆以“武神”相称。让他
向前穿越20余年，加入到钟离之战之中，使得这场战争更为精彩，这在一部带有幻想色彩的历史小说
中也不算太出位。不过，让梁山伯和祝英台出现在这本战争小说中，可能只有日本作家可以想象的出
来。梁山伯和祝英台，经考证历史上应该存在这两人，他们也生活在魏晋时代。但让陈庆之爱慕上祝
英台，这应该是，我读这本书时，感受到的最大的差异感和错乱感。不过，不得不承认这种差异和错
乱让人物丰满了很多。我甚至会在一时半刻的错乱中为，陈庆之和祝英台没有在一起而感到一些惋惜
。这部小说还是为日本读者写的，不时还会为日本读者解释一下一些诸如“杯弓蛇影”之类的成语的
意思。人物的对话，以及行事方式更趋于日本化。但从书中的描述和引用的史料来看，作者田中芳树
是读过中国历史的。除了，陈庆之和梁祝的穿越，其余的描写还大体符合史实。由此可见，作者的认
真。通过这本书，可以体验一下阅读日本作家写的中国历史小说的感受。总体来说，以有些异域感的
写作，叙述着熟悉的内容，这样阅读经历是有趣的。
2、挂名为描写钟离之战的历史小说，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大约只有五分属实吧。好在钟离之战远
不比之前的三国那样被人写的烂了而又被罗贯中所定鼎，只要写的不太过分，基本是没有人会反对的
。这样的故事，即使放在百家讲坛，也能忽悠热衷于CCAV洗脑的筒子吧，何况原本是写给日本人看
的。以台湾人相对严谨的翻译而言，小说遣词造句的味道，同许多同期翻译过来的日本小说一样，有
着多用长句和形容词，却仍然阅读顺畅的感觉。故事本身也一贯体现了田中的风格，有名的将星犹如
恒星一般耀眼，掩盖了一切其他光芒。但是相比银英传那样在宇宙中的大战，陆地中的正攻法，无法
出现在意想不到地点突然出现的奇兵，使得战术的描写无法出人意表，陈庆之的白袍队只好以类似奇
迹的方式突兀出现，神奇胜利。唯一所不同的是，这样的中短篇故事里，杀尽众人的田中终于囿于历
史而无法对众人下手。另外一个神奇的地方，则是穿插了梁山伯和祝英台，甚至还搭送马文才。据说
在谢安时期发生的故事，穿越到多年以后，日本人看了也许只是欢乐或者凄美，而大多国人的感觉只
怕是五雷轰顶吧。无论如何，十五年前田中大神的写作功力，在如今看来依然在无数写了数十万甚至
数千万字的网络写手之上，只能说，那些写手的书都写到狗身上去了。
3、曾闻作者有着极强的精神洁僻，无论敌我双方，优秀的将领与统帅比比皆是，剩下的就是白痴、
胆小鬼之流了。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文中对于他们的描述，均是爱憎分明、如同脸谱一般的人物啊
，真是溢于言表。人物的话语间，无论是谁，也都是一股特有的浓浓的田中味道。从古波斯的战场，
到未来的千亿星辰之间，大家说的话，似乎都还差不多耶，不知道是不是有翻译的缘故在里面。看惯
了二月河的历史小说里面的尔虞我诈，再来看《奔流》中的惺惺相惜⋯⋯能看完，真的需要点耐性啊
。田中大人似乎只是信手拈来这一段史实，来呈现他心目中的英雄罢了。与其说这是一部历史小说，
不如把它当作又一部英雄的史诗吧⋯⋯然而对于军事，依然是令人失望的简单。战与不战的理由，不
是出于指挥官的勇猛或怯懦，便是令人听了有些热血的责任感。所有的侦察工作都因为主帅的英明与
智慧而黯然失色。摇头，毕竟，在田中大人的笔下，所谓的战略、战术，向来都是为了展现英雄的风
采而存在的啊，笑。另，突然想到一点，中国的历史上，越往前，浪漫的事迹也相对越多。三国之所
以受到那么多的欢迎，原因之一也是其中不少戏剧化的情节吧。而到了明清时代，战争也只剩下了怎
样更有效的杀伤了。这样看来，时代背景位于南北朝时代的《奔流》这样写，或许真的有些道理呢。
嗯，真想看看田中大人写一个清朝的故事啊，笑⋯⋯——2002.2.28
4、&lt;奔流&gt;不像&lt;红尘&gt;或者&lt;风翔万里&gt;，丝毫没有丧乱败亡的意思。尽管南北朝是出了
名的乱，但作为刚刚建国五年又逢英主的梁，虽然北有魏的压迫，却彻底的弥漫着如同初夏早晨的清
新国气。这种使人不自觉得想轻轻笑出来的气质应该说是全书的基调。英才一般偏爱乱世，于是梁有
韦睿、王茂、昌义之、曹景宗，魏有中山王、刑峦、杨大眼、萧宝寅，双方隔着淮水展开的是足以惊
人的繁华战略，而全书之主陈庆之更是如同军神一般的将领，白袍白甲的南朝骑兵队驰骋在战场、每
每成为梁制胜之兵，不，简直是胜利本身一般，而陈庆之本人却是只有23岁的年轻将军，与其说是英
气逼人的少年将军，不如说是秀才般的文弱儒将。据说他有一眼看出致使对方军阵崩溃的“点”的本
领。《梁书》中的陈庆之其实并不如此，年近四十才为将，之后却如同开了作弊器一般没有打不胜的
仗，而且每阵必以少胜多，直至军功极盛时七千骑破了洛阳，而且未遭主妒，也可见那时的朝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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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神”的称呼是当之无愧，武侯的谥号也毫不为过，不过不是书中那个足可当小受的秀气青年，而是
中年大叔了。但是这样的奇迹般的直让人怀疑是否真正存在过的名将为什么不为人知呢？一夜就看完
了第一遍，书中的文气也如同奔流一般畅达无碍，之后感觉如同昨夜梦中看完的一般。田中的小说所
幸没有轻小说有时会有的那种奇怪的心理描写（本来就不是轻小说），他的中国历史小说系列也少有
的没有如同一般日本人那样揪着三国和唐不放。魏晋南北朝本来可说是中国最有趣的时代也不为过的
，不论是人物事件还是国家的风气，可惜少有人读。这也如韦睿在合肥城外布下的一夜阵一般，只如
梦幻。
5、以南北朝时代钟离之战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个人觉得那位万军之中立于前，坐着轿子，拿着竹杖
指挥的儒将韦睿很有一点银英中杨的感觉~~比较搞的是居然有一段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感情戏。。。。
。。
6、很庆幸自己拿到的是日文原版，不得不赞叹一声日本历史科幻大神田中芳树的文字功力，实在给
予读者极大的视觉盛宴。如杨大眼三日夺回河南城，勇猛之将跃然纸上；韦睿智取合肥城，儒雅睿智
的老将风范令人折服。其中一点是战争场面渲染力实在太强，笔力千钧，引人入胜，还有一点便是每
个人物均十分鲜明，看见有评论道这是田中的英雄浪漫主义导致的脸谱化写法，但得见不同闪光点的
群雄，又何乐而不为呢？书中出现的众多将士均让人心向往之，田中亦十分擅长利用细节给笔下的人
物增添一些“标识性”的形象。曹景宗：好色、嗜酒，对朋友却道义深重。表面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
享乐主义，实质对人的心思极其敏锐，又偶尔有种并不说破的出世抑或说厌世。这种角色换到当今小
说中大概是非常受欢迎的大叔类型。我对他在点破祝英台的女儿身之后与赵草的一番对话十分印象深
刻。他让赵草做好和杨大眼单挑的准备，并很直白地对对方说“没想过你会赢”，“有可能会死”。
在赵草提出如果没死的话希望去出家的时候，他摆了摆手道：“随便你。”真是非常有魅力。杨大眼
：“智”及“力”均超群，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霸道气场十分畅快淋漓。杨大眼的出场就令人瞠目—
—从敌方阵营射来一支箭，直接擦城楼上的陈庆之鬓旁而过。也许杨大眼是其中最脸谱化的一位，但
正是这种能力的绝对值（且还是敌方阵营）让人感到一种压倒感。韦睿：沉着、老道、不动声色、善
于等待，十分儒雅却被称之为“韦虎”。他的标识是行军时不着甲胄，执一竹杖，运筹车帷。韦睿最
大放异彩的自然是合肥城一役，应该是书中除主角外从未失误过的老将。中山王：对中山王的描写与
韦睿类似，均是通过这种“标识性”的细节。中山王的标识是玉笛，夜色中的舞笛之姿十分有场面感
，但个人能力的具体表现却甚少着墨（除了浮桥渡河）。最后因洪水泛滥而铩羽败逃，倒有些“非战
之罪”的意味了。萧宝寅：年轻且充满仇恨，放到今日貌似也会是个受欢迎的角色设定。史实与否并
不清楚，然而书中每次作恶与失败几乎总是由此人来承担，无论是被白袍队所挫，还是错杀梁山伯，
倒是难得负面的主要配角了。潘宝珠：难得的女性角色（自始至终男装的祝英台实在缺失女性魅力）
，且长得美（即使作者特意花费笔墨写祝英台容貌可冠绝建康也不觉得）。有这两点已经够了！陈庆
之：武艺无能的军事天才，悠然的性子自是讨人喜欢，但也许是田中自身的一些局限——描写河南、
合肥等战役时，史料顺手拈来，场面妙笔生花，让人如同身临其境。但陈庆之的白袍队出场数次所向
披靡，其强大的理由却敷衍而过，不得不让人在阅读中感到跳脱。简单一句“能够寻找阵法中唯一的
那个弱点”实在不足以在众多历史真正的荡气回肠中脱颖而出。祝英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一点也不可爱的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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