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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歌·山河曲1》

内容概要

《山河曲》是《明日歌》系列的中心篇目，全书70万字，江湖与庙堂各占一半笔墨，上卷设伏，下卷
解谜。除两位主角郦逊之、江留醉外，有五、六十多位出场人物，架构庞大，情节繁复，文笔典雅。
其外传《青丝妖娆》、《人面何处》、《妙手兰花》、《凤凰于飞》等均由本篇衍生而出。
小说故事发生在某王朝一个少年皇帝的在位时期。由嘉南王府押送的赈灾银子莫名其妙失踪，一桩失
银案牵连四位辅政王爷，江湖上亦风起云涌，不仅六大杀手纷纷出动，各方势力也起了连锁反应。最
终，历经一番明争暗斗的角逐，幕后的人渐渐浮出水面。
“曾把丝纶一掷，藐视山河九鼎。日暮唤君名姓，春风吹下竹阴。”
下册终结版见：http://book.douban.com/subject/679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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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歌·山河曲1》

作者简介

文学硕士，沉迷电脑与网络，闲时写小说娱人娱己，希望能写一辈子。代表作：《魅生》系列、《明
日歌·山河曲》，即将出版：九州作品《天光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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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歌·山河曲1》

书籍目录

追杀、同行、不测、失踪、龙颜、天宫、花魁、用心、窃玉、玄机、杀气、异匠、突袭、佳人、隐衷
、愿者、遗恨、情怯、省亲、加罪、如故、金兰、机关、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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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歌·山河曲1》

章节摘录

1《明日歌·山河曲》1 第一部分海船泊岸，船夫铺好木兰跳板，那老者径自走到跟前，低首待命。船
上走下一位身著纯白羔裘的少年公子，古铜肤色洋溢出活泼的生命之气，英姿飒飒，眉眼生辉。他见
到那老者，含笑着扬手招呼：“逊之来晚了，阳叔一向可好？”追杀（1）追杀（2）追杀（3）追杀
（4）追杀（5）追杀（6）追杀（7）追杀（8）追杀（9）追杀（10）追杀（11）追杀（12）同行（1）
同行（2）同行（3）同行（4）同行（5）同行（6）同行（7）同行（8）2《明日歌·山河曲》1 第二部
分郦逊之三人到达驿馆正值午时换班，里里外外的军士令他们颇不自在。领路的军官在馆外安排好护
卫之后离去，馆舍内景致优雅，扑面一股蜡梅幽香，将众人心头的烦忧略略驱散了些。放置好行李，
三人聚到郦逊之房中商议对策。江留醉忍不住对郦逊之道：“我们是否马上把燕郡主救出不测（1）
不测（2）不测（3）不测（4）不测（5）不测（6）不测（7）不测（8）失踪（1）失踪（2）失踪（3
）失踪（4）失踪（5）失踪（6）失踪（7）失踪（8）失踪（9）

Page 5



《明日歌·山河曲1》

媒体关注与评论

宫廷斗争题材易流于俗套，刀刀此书平中出奇，宫闱江湖线索交织，变数层出不穷，吸引读者一口气
看到结局，实为不可多得的武侠悬疑佳作，而缠绵绮丽的多条感情线也处理得荡气回肠，如此宏大精
微兼具的架构，也只有这把“楚惜刀”才能游刃有余了。 ——沧月 江湖风波诡异，执著武侠而不执
迷于恩怨相报。山河浩然正气，拔转世事而非戏谑于宫廷乱史。横批：原来是男生女生通吃的小说。 
——今何在 虽无惜刀标志性的华丽，但线索分明，悬念入胜，铅华洗尽，更显功力。多年大坑终于完
结，证明天赋之外，更需笔耕不辍，方能开出绚丽之花。 ——步非烟 楚惜刀的笔力令我心折，她的
叙事在江湖、官场和宫廷这三度空间内从容游走，自如穿插，只因她的才气和学力撑得起这样一个构
架宏大、情节离奇、悬念迭出的故事。相信此书会令读者重拾经典武侠的阅读时光，并在这碎片一般
飘浮的后现代社会里送给大家一份难得的温暖和惊喜。 ——施定柔 武侠小说这种文体，历来是男人
写得较多，但是进入新千年之后，这种情况却有了变化，许多女性作者介入其中，为武侠小说带来了
不少新的东西。楚惜刀的《明日歌·山河曲》亦承此新风，但又自有其特色，如语言之简丽、情节之
诡变、结构之宏大⋯⋯这篇作品更是作者历经十余年的心血之作，由青涩的萝莉到成熟的御姐，文风
虽是渐变，而作者的认真与韧性却是一以贯之，因此推荐。 ——骑桶人 楚惜刀在“大陆新武侠”作
家里可以说是大器晚成，一部书写了20年，从婷婷少女写到⋯⋯少妇，论做学问不输学者，文字上又
绵密得自成一家，“楚派”出世了呀⋯⋯ ——木剑客 江湖有江湖的生存之道，庙堂有庙堂的杀戮之
法。人生何处不江湖？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能够依仗的只有自己的聪明和本事。其实，真正能让人不
受伤害的，不过是一点真诚。《明日歌·山河曲》，犀利典雅的笔锋，为你书写一曲磅礴大气的江湖
之歌。 ——煌瑛

Page 6



《明日歌·山河曲1》

编辑推荐

武侠小说这种文体，历来是男人写得较多，但是进入新千年之后，这种情况却有了变化，许多女性作
者介入其中，为武侠小说带来了不少新的东西。楚惜刀的《明日歌·山河曲》亦承此新风，但又自有
其特色，如语言之简丽、情节之诡变、结构之宏大⋯⋯这篇作品更是作者历经十余年的心血之作。 江
湖有江湖的生存之道，庙堂有庙堂的杀戮之法。人生何处不江湖？《明日歌·山河曲》，犀利典雅的
笔锋，为你书写一曲磅礴大气的江湖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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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歌·山河曲1》

精彩短评

1、看完这部，已经迫不及待要买来《终结篇》看了。
2、坑>_<
3、购于小西天旁6元书店。
4、楚惜刀灵气四溢，彼时毕竟年少，收不住灵气也未成风格，不得依靠
5、主线就像初中时生物课上的猪肉绦虫，闪闪缩缩，看不真切。文笔华丽顶个鸟用！近来看了一堆
烂到家的网络武侠小说，心力交瘁。
6、写了20年的大陆新武侠。。。。。。作者从少女写到少妇，读者也从祖国花朵等成了明日黄花。。
。。。。
7、是楚大继《魅生》系列后，又一力作，看简介，就感觉很有趣儿了呢。。
8、嗯⋯⋯刀刀还没出完呢⋯⋯写的是武侠，但是刀刀一样会带给我们华丽丽的故事吧~这会是很长很
长的一个故事啊
9、刀大总是挖很多的坑，遥遥无期的第二部啊
10、刀大还是有质量保证的，不腻味
11、这本书的细节写的很好，文采飞扬
12、　　从《飞·奇幻世界》上《魅生》的连载开始认识楚惜刀，自然是晚了的，彼时她早已是成名
写手，其实我看《飞》已是补课了，差不多是06年还在《九州幻想》打工之时，那个时候正是《五界
》出版，楚惜刀与冥灵、暗、小青一齐亮相，好不热闹。也是那个时候买了《酥糖公子》，轻小说，
倒是看出楚惜刀的行文用心，比如她做考据的功夫（书后甚至附了食谱）和排比句的流畅。再后来恰
逢《飞》剧变，江南老师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说楚惜刀的《魅生》联系不上《飞》，在找杂志连载，
他正好谈下，此后《九州幻想》又多一台柱云云。然后楚惜刀以《眉妩》（06年4月号）在九州世界华
丽亮相，待到06年9月，出演《那些女人》，和冥灵、萧如瑟、夏笳并列九州新晋天神级女作者，一时
风头无两，九州虽然不免分裂，但楚惜刀身在魔都，心也向着魔都，《魅生》写得风生水起，煌煌四
卷，还要出前传外传续集。后来更是不惜投身九州，接过端朝的枪，《天光云影》大坑一开，端朝霎
时殷实了许多，魔都的家底也因此殷实了不少；而更难能可贵的是，楚惜刀竟然不为艰难险阻采用繁
琐无比的钢锁秘术系统，潜心钻研，竟然能在钢锁体系中自圆其说（唔，不少九州作者都被这个系统
搞疯了），虽然总听到她跟我抱怨（那时还兼一点编辑工作），但是分明乐在其中，真是佩服得紧。
如今《天光云影》一期工程完工，开端朝建设工程风气之先，莫雨笙、燕然、苏冰、公子木随后跟上
，楚惜刀还不遗余力拉了冥灵、小青一干名家下水，魔都...方面还颇有些资本的。说起来楚惜刀也是
文体多变，《魅生》体一天最多可写四五千字，《魅死》写来倒是又多又快（请去晋江专栏围观），
。咦，我的文章怎么越写越像苏冰体了，那回来，写这本新书。　　　　鉴于对楚惜刀旧作了解有限
，旧坑也未追，版本学的考察就先免了罢。单说这本书，好家伙，一上来厚厚35万字（排版字数），
还言明是”上卷“，还是要鼓起勇气再去看的。读惯了《酥糖公子》的轻小说体或者《魅生》的单元
剧体，甚至《天光云影》的九州体，还是要用点力气把自个儿扳回武侠的语境。大陆新武侠读得不多
，新派武侠也读的有限，想来写篇学院派的评也打不中，于是还是自由地写点阅读感想罢。　　　　
《明日歌·山河曲》原名《失魂归魂》，是楚惜刀十几年前挖下的大坑，终于还是平掉了（仅此一点
，足见锲而不舍，让那些挖坑不填的人都面壁思过去吧！）。据说熟悉楚派文风的，可以看出她十几
年文风的渐变过程，诚如木剑客所言，”从少女写到⋯⋯少妇“，哇哈哈。下面详加分析。　　　　
就上卷而言，是一个连环局。一半江湖，一半宫廷。楚惜刀精研叙事学理论（硕士论文便是在此用力
），布局谋篇和悬念推进上颇有章法。而出场人物众多，江湖门派众多，取名一事便已耗去不少功力
，主要人物还都写出所谓人物弧线，已经殊为不易了。我以为这本书已是一个类似于《天龙八部》的
格局，当然笔力还不到，许多地方还未铺开，还好有下卷可以期待。下面分五个部分谈谈对此书的感
想。　　　　其一是设定。基础设定仍是金庸体系，大致说来包括地理上跟古代中国相当，历史上跟
中国某个古代王朝相接——书里的龙佑王朝应在唐朝之后，大概与宋朝平行。此王朝以武功立国，皇
帝及四大辅政王爷大都习武，皇帝还在宫中养了一群武功深不可测的女眷，称为”天宫“。武功系统
仍分内外，评价体系也基本沿用金庸的设定，如”心剑“重剑意不重剑招，影响战斗结果的因素包括
人物心理、招式的相生相克之类。而其间特别提到花样百出的暗器谱的江湖排名，以及”六大杀手“
之排位，这倒有些像温派作风了。言而总之，大陆新武侠还是站在新派武侠的肩膀上，自设定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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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歌·山河曲1》

便以新派武侠作为内在的对话对象。楚惜刀的一点变招则是用了架空历史，避开繁琐的史实考证，写
起来游刃有余。　　　　其二是布局谋篇。基本上沿用视觉化写作的方法，招式有详略，以其名称引
人脑补（这一点尽可以去看严家炎讲金庸，在此不赘述），而楚惜刀显然非常重视两点，其一是视点
的转换，基本是走多人物单视点，也即视点人物之间有个交接，通常是两人在同一场景下出现，分开
之后视点随即转换，也有常见的多线叙事和同一场景下的多人物的心理描写，前面说想到《天龙八部
》，也是因为这部书视点人物频繁转换所致。其二则是悬念的推进，楚惜刀的技法有两点，一曰暗示
前史，因为开篇便是大场景，包括设定、人物背景，尤其是主角的师承和江湖格局都要谨慎仔细地在
合适时间抛出，给一点线索便又引人脑补，真正揭出来之后大半又在意料之外，二曰欲言又止，经常
书里面人物”想到一些事“，却有捂着锅不揭，”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脑补之余便觉得里头
一定有文章，连环局就是这么写成的，解决一个问题会引出更多的问题（咦，其实这倒是《鹿鼎记》
的写法）。上卷看完开始心痒难耐，只等下卷揭秘一刻的到来。 　　　　 其余请见：[...] 阅读更多
&rsaquo;
13、前几章稍显乏味，语言实在不够生动，人物性格不怎么吸引人
14、文笔华丽却又不繁琐，这是我一直以来喜欢楚惜刀的原因。这本书中，可以说几乎每一个角色都
是个性角色。刚毅果断的郦逊之、内心纤细的燕飞竹、看似浪荡却意外专情的江留醉、冷淡又秀外慧
中的花非花，以及乐观活泼潇洒人生的雪凤凰。这些人物都像活着的，只要瞟一眼便会跃与纸上。
15、十三年前看过的小说啊，那个时候还连载在榕树下，故事设定，人物性格，见之难忘。
16、大概是楚惜刀前期作品之故，不若《魅生》的大气来的落花流水般自然。像是许多边边角角没有
修葺好。郦逊之没有塑造好，主角地位旁落。多个人物出场突兀。有少许不合理和尚需交代之处。如
：【剧透请注意】郦王爷若真保先皇遗孤调换养了郦逊之，放之海外学武艺永不回来才是良策，竟让
其回朝效力，身世岂不迟早会暴露。并且在郦逊之如此接近皇帝太后，从未告知他真实身份，岂不将
其置于生死危险之中？这还是深谋远虑的郦王爷？从郦王爷听刑妻克子说送郦逊之海外学艺，柴青凤
愤而离居这些情节来判断，我猜原设定里郦逊之并不是皇子。【剧透结束】整个故事都是强者与强者
的较量。帝王心态写的很逼真。真相也够扑朔迷离，一旦陷入怀疑和阴谋论，真的是无法相信任何人
呢⋯⋯但故事情节、人物描写、文笔都比《魅生》低了层次。叹。好的一点是，楚惜刀在人物谋定做
什么时很少像其他小说里作者那样总是要给你意外让主角失败以至于主角沮丧悔恨交加显得无比白痴
无能⋯⋯为“不给读者随意添堵破坏人物塑造”点赞。
17、p142弃，遂不予置评。人物名字很最小说，剧情琐碎，主线分散，欲兼顾江湖与庙堂而不得。我
还是滚回去看土豆和小椴罢⋯⋯
18、我这种人该扔掉小黑屋里不给网。。才能认认真真学点东西。。不然。。
19、跳着看完的一部﹉字数太多啦！而且很多桥段对现在的人来说太旧了，现在谁看金庸也会跳着看
的啦。。。就是为什么那个客栈老板娘没有和呆萌男二配对，可惜了﹉
20、整篇确实不错，情节环环相扣，四小时一读到底。就是感觉人物有点僵，让人记不大住。
21、我就知道花非花是三魂！
22、明日歌系列第一本 当初先买了终结 现在再看第一本有些细节可以豁然开朗文风没有魅生辞藻华丽
但是依然很有底蕴不是言情武侠为主 感情线一带而过 气势依然磅礴 喜欢
23、楚惜刀的书还可以  不错
24、太好看了
25、文笔反正是挺好的
26、能更好看点吗？！！！太好看啦><
27、哇 这本走的是古龙风的武侠诶~故事结构非常庞大 江留醉一条线 俪逊之一条线 出场人物非常多 
六大杀手 灵山三魂 跌宕起伏 扑朔迷离 还真不是一两句能说完的。楚惜刀好厉害 跟魅生完全不是一个
风格的书
28、文笔很好 故事情节也不俗套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的书似乎不是很多人关注
29、热爱刀刀！有书必读，封面终于不太难看了。
30、烂尾了？
31、怎么觉得会是坑呢？
32、麻麻说好看 = =
33、看的第一本武侠小说，总的来说还不错。但结尾不明不白的⋯⋯也许是还有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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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看了两遍，因为终结版隔了一年多，前面都忘光乐
35、虽没有魅生华丽的辞藻，但刀刀的另一种风格也吸引着我！
36、用二十年写一本书的作者值得尊敬。
37、平中见奇。精彩！
38、为了女主加颗星，人物有点多性格却不丰满，到后面会忘记。
39、大概是楚惜刀前期作品之故，不若《魅生》的大气来的落花流水般自然。像是许多边边角角没有
修葺好。郦逊之没有塑造好，主角地位旁落。多个人物出场突兀。有少许不合理和尚需交代之处。如
：郦王爷若真保先皇遗孤调换养了郦逊之，放之海外学武艺永不回来才是良策，竟让其回朝效力，身
世岂不迟早会暴露。并且在郦逊之如此接近皇帝太后，从未告知他真实身份，岂不将其置于生死危险
之中？这还是深谋远虑的郦王爷？从郦王爷听刑妻克子说送郦逊之海外学艺，柴青凤愤而离居这些情
节来判断，我猜原设定里郦逊之并不是皇子。
40、可惜后边的网上没看到..
41、刀刀的书大爱哈哈哈快齐了嘿
42、非常喜欢，已经是一年多前读的了，其实磅礴到现在还能记得，第一次读的时候都会比较关注情
节走向，看到兴头上的时候忽然断了，那感觉真的是，捶桌，好想找刀姐剧透啊，然后为了写评，仔
仔细细看了一遍，还一边罗列各种可疑之处、存在的疑问、人物关系什么的，虽然最后没写成【顶锅
盖遁走】
43、拿起来看就舍不得放下了，想一口气看下去
44、的确和《魅生》差距很大，但感觉作者不擅长描写感情的发生啊
45、因为魅生认识的楚惜刀，于是想收藏写刀刀的书，这本书没看过，看评价不错，遂买之。收货后
，觉得书的封面及质量真心不如魅生，塑封破了，所以书好像有些灰在上，拆开内书皮上的字真心让
我不淡定了，字的色彩分层了，感觉有点盗啊。希望书内容好看，不然就杯具了。
46、总觉得九州作者里楚惜刀段数最欠缺一些
47、其实是中规中矩的今古传奇类武侠 还不如再看10遍古龙呢！！
48、http://yuedu.163.com/source/26b576d6-2c96-4dde-b7e4-50367c87c956_4
49、弃文，太长了⋯⋯看了上篇的3分之一，才知道这才是个伏笔⋯⋯冷汗
50、tianna····我竟然只买了这本··脑子呢智商呢！！！看不到结局啊@#Q@%#W%$@#$···
·_(:з」∠)_··煎熬··顺便··挺喜欢江留醉··
51、本就很喜欢的书才会买，最主要的是这个质量很靠谱，书送来的很整洁
52、刀刀的文绝对是心魔。
53、无趣
54、第一部的剧情拖得比较慢，跟终结篇对比起来更是。楚堂主的文字和名物功架无可挑剔，然而武
侠这个题材，正如腰封上说的，有很多前辈大师，所以要翻出新意不太容易。阴谋是武侠小说里面常
用的元素，但里面翻来覆去、一人千面的转折实在让人头昏脑胀。另一方面，角色不够鲜明，郦、江
二子面目不请，大憾。
55、看不下去。。。
56、为赋新词强说愁 垃圾书
57、一开始，我以为是贵公子的故事，后来才发现又是傻小子的故事。
58、一次性买了好多书，希望剩下的书早点到
59、刀大的书都是精品~！
60、行文用心 文字隽永 情节庞大却不显凌乱 人物繁多却性格分明~  好看~~
61、很厚= =
62、2012购书
63、刀大的文一项是引人入胜，欲罢不能，越来越能感觉到文章的宏大，就是如一副山水图缓缓铺展
在你面前

Page 10



《明日歌·山河曲1》

精彩书评

1、非常喜欢，已经是一年多前读的了，其实磅礴到现在还能记得，第一次读的时候都会比较关注情
节走向，看到兴头上的时候忽然断了，那感觉真的是，捶桌，好想找刀姐剧透啊，然后为了写评，仔
仔细细看了一遍，还一边罗列各种可疑之处、存在的疑问、人物关系什么的，虽然最后没写成【顶锅
盖遁走】
2、作者成功的铺垫了几条线索，让读者跟着节奏抽丝剥茧慢慢地找到真相，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
知道故事会如何发展，充满了悬念。尤其是人物性格鲜明，意气风发，体现了现时流行的正能量，就
这点我就觉得这个作品立意很高，是其他作品缺少的，这是一个作品的立根之本。丰富的武功名目，
美丽的爱情也是打动观众重要的法宝，但最后我看到郦逊之被皇帝“刺死”的那刻，心里深深的悸动
，有些感同身受，还好作者又埋了个伏笔，并跳脱出心中的困锁，稍让我安心和庆幸。我是金庸古龙
迷，和他们相比可能有美中不足的是：线索有点繁琐，有时候看的雾里云里的，有些需要作者自己去
玩味的，，这些都无可厚非，相比之下文字没有金古那么精练，尤其是前半部分有点混乱，后面慢慢
地回到正轨了，还有很多人物性格洒脱，很多都是这样就显得泛滥了，快意恩仇是没错，有点简单描
述人心了，郦逊之最后的变化过程快了点。总的来说，这部作品让我看了很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喜欢江留醉、失魂，也为郦逊之感动，等等。。。金古之后继有人啊！！！
3、首先说楚惜刀真的很会挖天坑，连载一本书需要很长的时间，好吧，姑且说是因为好事多磨。当
开始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在念初二，本人一直很喜欢看看武侠之类的小说，所以就稀里糊涂的买了回
来，翻开以后才知道，果然没有辜负我的钱包瘪下去的事实。故事结构庞大，人物众多，但是却不显
的凌乱，全书就围绕着赈灾银被劫而展开，涉及江湖官场商战，可谓大气。最令我感动的应该是书里
的人物吧，我比较喜欢江留醉，是不是听上去这个人就是个很随和的人呢？其实他最单纯，也最义气
，他在第一次遇见郦逊之的时候大大方方的就坐下来同他一起饮酒，其实吧，是为了躲避追捕。又大
大方方的和郦逊之一起去了京城，一路上两个人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以至于最后郦逊之敢于将
父亲的安危交付给他。江留醉也有师兄弟，有师傅，但是他们的那种亲如一家人的感觉是无论如何我
们也无法形容的。江留醉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在回师门的路上救了一个人，还擅自将他带回门派，并且
很是顾忌他的安危，试问，有哪一个人可以做到如此坦荡？我想，这本书中的女子角色不多，但是我
还是留意一位叫做雪凤凰的女飞贼，她是个敢作敢当的女子，也是个不怕天不怕地的人物，人活一世
，草木一秋，恐怕她最希望的就是自己可以开心吧。我很是口水她的眼力和听力，当然，这也可以叫
做职业素质（笑），她还是个很嘴馋的人啊，什么美味都少不了她的。同时啊，她还是个刀子嘴豆腐
心的人，和郦逊之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会为了这个“辈分比她大，年龄比她小”的竖子着想。看上去，
我最喜欢的两个人身上都有同样的一个标签：洒脱。这也正是我心中所想的吧。真的希望这本书可以
大卖，这本书可以完结，这本书可以让更多人感动，这本书中的人物可以幸福，看这本书得人可以在
这个过程中收获点什么
4、从《飞·奇幻世界》上《魅生》的连载开始认识楚惜刀，自然是晚了的，彼时她早已是成名写手
，其实我看《飞》已是补课了，差不多是06年还在《九州幻想》打工之时，那个时候正是《五界》出
版，楚惜刀与冥灵、暗、小青一齐亮相，好不热闹。也是那个时候买了《酥糖公子》，轻小说，倒是
看出楚惜刀的行文用心，比如她做考据的功夫（书后甚至附了食谱）和排比句的流畅。再后来恰逢《
飞》剧变，江南老师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说楚惜刀的《魅生》联系不上《飞》，在找杂志连载，他正
好谈下，此后《九州幻想》又多一台柱云云。然后楚惜刀以《眉妩》（06年4月号）在九州世界华丽亮
相，待到06年9月，出演《那些女人》，和冥灵、萧如瑟、夏笳并列九州新晋天神级女作者，一时风头
无两，九州虽然不免分裂，但楚惜刀身在魔都，心也向着魔都，《魅生》写得风生水起，煌煌四卷，
还要出前传外传续集。后来更是不惜投身九州，接过端朝的枪，《天光云影》大坑一开，端朝霎时殷
实了许多，魔都的家底也因此殷实了不少；而更难能可贵的是，楚惜刀竟然不为艰难险阻采用繁琐无
比的钢锁秘术系统，潜心钻研，竟然能在钢锁体系中自圆其说（唔，不少九州作者都被这个系统搞疯
了），虽然总听到她跟我抱怨（那时还兼一点编辑工作），但是分明乐在其中，真是佩服得紧。如今
《天光云影》一期工程完工，开端朝建设工程风气之先，莫雨笙、燕然、苏冰、公子木随后跟上，楚
惜刀还不遗余力拉了冥灵、小青一干名家下水，魔都方面还颇有些资本的。说起来楚惜刀也是文体多
变，《魅生》体一天最多可写四五千字，《魅死》写来倒是又多又快（请去晋江专栏围观），。咦，
我的文章怎么越写越像苏冰体了，那回来，写这本新书。鉴于对楚惜刀旧作了解有限，旧坑也未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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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学的考察就先免了罢。单说这本书，好家伙，一上来厚厚35万字（排版字数），还言明是”上卷
“，还是要鼓起勇气再去看的。读惯了《酥糖公子》的轻小说体或者《魅生》的单元剧体，甚至《天
光云影》的九州体，还是要用点力气把自个儿扳回武侠的语境。大陆新武侠读得不多，新派武侠也读
的有限，想来写篇学院派的评也打不中，于是还是自由地写点阅读感想罢。《明日歌·山河曲》原名
《失魂归魂》，是楚惜刀十几年前挖下的大坑，终于还是平掉了（仅此一点，足见锲而不舍，让那些
挖坑不填的人都面壁思过去吧！）。据说熟悉楚派文风的，可以看出她十几年文风的渐变过程，诚如
木剑客所言，”从少女写到⋯⋯少妇“，哇哈哈。下面详加分析。就上卷而言，是一个连环局。一半
江湖，一半宫廷。楚惜刀精研叙事学理论（硕士论文便是在此用力），布局谋篇和悬念推进上颇有章
法。而出场人物众多，江湖门派众多，取名一事便已耗去不少功力，主要人物还都写出所谓人物弧线
，已经殊为不易了。我以为这本书已是一个类似于《天龙八部》的格局，当然笔力还不到，许多地方
还未铺开，还好有下卷可以期待。下面分五个部分谈谈对此书的感想。其一是设定。基础设定仍是金
庸体系，大致说来包括地理上跟古代中国相当，历史上跟中国某个古代王朝相接——书里的龙佑王朝
应在唐朝之后，大概与宋朝平行。此王朝以武功立国，皇帝及四大辅政王爷大都习武，皇帝还在宫中
养了一群武功深不可测的女眷，称为”天宫“。武功系统仍分内外，评价体系也基本沿用金庸的设定
，如”心剑“重剑意不重剑招，影响战斗结果的因素包括人物心理、招式的相生相克之类。而其间特
别提到花样百出的暗器谱的江湖排名，以及”六大杀手“之排位，这倒有些像温派作风了。言而总之
，大陆新武侠还是站在新派武侠的肩膀上，自设定而始，便以新派武侠作为内在的对话对象。楚惜刀
的一点变招则是用了架空历史，避开繁琐的史实考证，写起来游刃有余。其二是布局谋篇。基本上沿
用视觉化写作的方法，招式有详略，以其名称引人脑补（这一点尽可以去看严家炎讲金庸，在此不赘
述），而楚惜刀显然非常重视两点，其一是视点的转换，基本是走多人物单视点，也即视点人物之间
有个交接，通常是两人在同一场景下出现，分开之后视点随即转换，也有常见的多线叙事和同一场景
下的多人物的心理描写，前面说想到《天龙八部》，也是因为这部书视点人物频繁转换所致。其二则
是悬念的推进，楚惜刀的技法有两点，一曰暗示前史，因为开篇便是大场景，包括设定、人物背景，
尤其是主角的师承和江湖格局都要谨慎仔细地在合适时间抛出，给一点线索便又引人脑补，真正揭出
来之后大半又在意料之外，二曰欲言又止，经常书里面人物”想到一些事“，却有捂着锅不揭，”就
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脑补之余便觉得里头一定有文章，连环局就是这么写成的，解决一个问题
会引出更多的问题（咦，其实这倒是《鹿鼎记》的写法）。上卷看完开始心痒难耐，只等下卷揭秘一
刻的到来。其三是人物塑造。别的不消说，单说其中男人和女人的写法。女作者写武侠必有不同于男
作者之处，于是这部书里，看似女人的智慧和掌控力要略胜一筹，典型如花非花，她连武功都要更高
，还身怀顶尖医术，颇有几次两大男主都要她出手相助。而女人的行动能力和视点的承担上，要多过
一般的男作者。曾有人分析说金庸笔下的程灵素是一个新类型，不算貌美如花，同时又智计百出，仅
这一点就比永恒的青春偶像，后来遭人厌恶的黄蓉要好百倍。而楚惜刀笔下的女人，花非花、谢红剑
、雪凤凰，以及牡丹、芙蓉，甚至燕飞竹，虽然仍被置于被观看的位置上，但她们显然不是纯粹的客
体，甚至经常不是客体，在叙事中担任较高的主导位置。反观书中的男人，郦逊之虽是本命主角，但
他总是身在局中的那个人，江留醉则担了出丑露乖的戏码，而重要的是，这俩人都玉树临风，被书里
的女人们暗恋或者明恋，倒是会被置于客体的位置上。另外，红衣、小童两个男人，前者一味扮酷，
后者一味卖萌，倒是有点片面之嫌，直到小童重伤，这俩人真性情一露，才觉得可爱不少。言而总之
，楚惜刀笔下的侠，除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以及侠迹逍遥之外，更重要的是仪表堂堂貌美如花，其
他女作者的武侠我也看得不多，形不成系统观念。韩云波老师的文章《大陆新武侠之女性主义：从平
和到激进的性别政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aa2a0b01000abq.html）里做了精彩分析，有空
且把沧月、步非烟、沈璎璎诸家找来读读，做个比较。其四是行文修辞。再过些年大概楚惜刀会真正
创出”楚辞“（哇哈哈），与《酥糖公子》一味小清新和《魅生》一路精雕细刻不同，《明日歌》在
修辞上比较保守，描写性语言少，排比句少，而工于心理描写，这与前文所言视点上的考虑是相符的
。其实这方面若要学院派研究，应当做个词频统计，看看”楚辞“的基本构架是什么（忽然想起戴维
·洛奇《小世界》里曾经吐过这方面的槽，有兴趣可去看看）。行文流畅，生僻字少（唔，起码比《
魅生》少），用字典雅，基本继承的是新派武侠的味道而没有流于常见的灌水，挺好。须知楚惜刀中
文系硕士出身，工于言辞那是应该的呀，比如丽端，比如步非烟，哈哈哈。其五是一点我写文必有的
症候性阅读。先前评木剑客《绿林记》谈到所谓反用东方主义之说，这回倒想谈谈《明日歌》里庙堂-
江湖的设定。最近在《万象》看了不少关于《水浒传》和游民社会的文章，所谓”朴刀杆棒和发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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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而这部书倒与《绿林记》隐隐有相通之处，木剑客那里，侠可为官，可为贼，可为僧，可为尼
，可为道，也可为农家男女，终有一片失落的桃花源（咦，我当时做叙事原型分析怎么没扯到失乐园
这一茬来着）；楚惜刀这里，有一片神秘的灵山，而自皇帝开始还都有江湖身份，庙堂江湖并无隔阂
，这点倒是《鹿鼎记》了（小皇帝还真有康熙的影子，想想太后以及辅政大臣们），却不是《水浒传
》以及《射雕》甚至《天龙八部》的二元结构，说到这里，《倚天》和《飞狐外传》倒是试图打通这
种二元结构，其结果是自上而下的干预和自下而上的反扑，于是金庸终于在后期写出《笑傲江湖》这
等寓言和《鹿鼎记》这部”巅峰之作“，而在楚惜刀这里，这个二元结构根本不是问题，如《鹿鼎记
》一般，二者浑然一体。楚惜刀更重于布局，书中人俱在局中，背后是谁在偷笑？所以这也是楚惜刀
此书欠完美的最后一步。她并未意识到这个二元结构在武侠小说中的核心位置，如金庸，是需要去解
构的，而不是如《明日歌》般绕过的，楚惜刀此书完成的是一个宫廷文与武侠小说的嫁接过程，因为
手法高妙而了无痕迹，但并不能因此揭过去。武侠小说根本上是自《水浒传》以来游民文化的一种文
体，即使新派武侠也概莫能外，大陆新武侠这边，木剑客自是毫不理会，因为他本身就采用的是后现
代写作；其他诸家如小椴、凤歌、江南、时未寒，基本延续的是新派武侠的路子，发展则在布局、人
物和语言方面。楚惜刀本身敏锐，宫廷文本又是女作者所长（但愿不是成见，二月河老师除外），笔
下人物富贵气逼人，却少了半分武侠的质地。这么写《魅生》自然无碍，毕竟《魅生》不算正统武侠
。看起来我还是要求高了些，或许也是只读了半本书使然。习惯了楚惜刀的文字，有一大本书可读，
还有下一大本，楚惜刀真是个值得信赖的品牌呢。大陆新武侠已然是个开始自我建构的语词，楚惜刀
因此书而据有一个重要位置，可喜可贺。
5、楚惜刀的文一贯令人惊艳。。。。可惜只出了上卷，一路读来，欲罢不能，窗外春光明媚，埋首
书中，心中无数激荡。家国山河皆在不言中，爱情友情亲情，情情动人，迷雾重重，不知何处归去。
。与此种种，引人遐思
6、镜头闪回，动用的影视手法，龙佑王朝的五大势力组织，就在某女子弹指皱眉之间，纷然生色，
跃然纸上，当事人兀自勾心斗角，火上蚁煎，这边暗香浮动，皓腕一转，一滴墨铿然跌落江川，便成
一幕好戏。 所耐心看过的文当中，楚惜刀的这部《明日歌》是占了几个最的： 篇幅最长，情节最复
杂，人物最多，同时，阵法结构最为用笔浓烈细致。此文还有一个特色便是超级复杂的斗阵和各种专
业术语的精彩精确运用。而在女子所写过的武侠小说里面，这文在这些上是极突出的，可说淋漓尽致
。若说场面的构造宏大，人物众多，关系复杂，这已在考验作者的驾驭功夫，那么那一望无边的斗阵
、功夫、医疗、毒药、甚至关于美食的描写却是作者的功力所在，点染数笔便已鲜明出彩。 此文，一
则是长篇巨制，二则确实是武侠小说中难得的佳作，让人感觉作者是在呕心沥血，用尽心思的布置。
此外双线齐下的格局，声东击西，动静相生的场景，加之人物讨喜，对白有趣，已是长久不曾读到有
如此下力气的古典写法。或许初看时不习惯，久而久之，越到后来情节越是风声水起，两边同时紧锣
密鼓，看得人刚担忧这边，又挂念那头，恨不得早点看到下部！开篇就是石破天惊，一宗朝野震动的
失银案，引发诸多利益人不同反应，形形色色的众生相，一番粉墨之后，失银就是锣鼓，碎银落在地
上铿然有声，众妙毕备。 就情节来说，首先，燕王爷被冤枉，这是作者给出表面信息，然后朝廷派出
要员调查，同时，主人公风雪夜出场。然后便纵横交错，几条线索信息。燕王爷宝贝女儿郡主燕飞竹
出面；江湖上六大高手相继出现江湖，而背后居然有灵山三魂作靠山，朝廷或者江湖，无论是复杂的
权力之争，还是诡谲的江湖阴谋，间或前尘旧事，儿女情长，一时间疑云阵阵，颇有“雄兔脚扑朔，
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的无奈感觉。读来读去，读出几分希区柯克的悬疑，福
尔摩斯的曲折离奇。 就感情来讲，文中所提及的最鲜明的，无过是江留醉和“归魂”花非花的情感发
展。说起花非花，总觉是个奇特的人物，从她已开始出场，酒楼贫女形象的装扮，一曲只应天上有，
就极度给人一种感觉，此姝不凡，然后三番四次的出现，多是用不同面目造就，莫说江留醉，连读者
都是有迷迷糊糊，一波三折的感叹。说到二人的感情发展，江留醉一开始所产生的“奇妙”的感觉，
到最后慢慢水落石出，虽然是一对不羡神仙的绝世侠侣，但是个人认为，对于花非花情感的塑造，略
显薄弱。也许作者考虑到花非花各种身份的限制，必定要清高孤傲，所以自然不肯多割舍一些颜面上
的情感，也是自然，只是这样，总觉情若流水，虽悠远却也淡然。不知道下部，能不能看到她更多的
情感流露？关于人物，在此列出几个鄙人所喜欢的人物：如杀手红衣，倾折了他在宫中独身斗天宫诸
女的角色，冷酷到及至，却又有温柔一面，面对燕飞竹那段描写，将一个外冷内热，人如其名的红衣
刻画，勾勒的无比艳丽。又如雪凤凰，喜欢她的坦然，言词之间调皮的厉害，却反而更让人欢喜，可
惜出场总觉匆匆，犹未完全发挥，就匆匆退场的感觉，如昙花一现，却不改绝美可爱风姿；江留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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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师弟，南无情的分明多情、公孙飘剑可爱的精明直白、子潇湘的外刚内柔、连同一个老师仙灵子
，均是多情多义的个性，鲁莽或者冰雪聪明，均有一股子灵气。 最不可抹煞的人便是那个神秘的阿离
，从最初出场开始，便觉得是个不平凡的角色，然而却处处透露平凡，想起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
，处处透露大家风范。这个若即若离的“阿离”究竟是谁？ ——自当年在榕树下读过前30回的旧稿，
一直念念不忘。这次出版再读，起篇文字尽数换过，有了些许魅生的气象。再往后，却又洗净铅华，
重现简约流畅的文风。猜想是多次修改的缘故，因此对后文有了更多的企盼，在惜刀写完魅生后再续
的结尾，会是怎样淋漓尽致的笔调？
7、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是没有读过金庸还是怎么着，文笔就不说了，丝毫没有惊人之处，连连贯都说
不上。线索简直是烂的一塌糊涂，读了几章就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实在是读不下去，竟然有人拿它
和天龙八部去比，汗了。怎么比呀，情节发展的简直是东拼西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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