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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传奇之风云乍起》

内容概要

汉武帝、卫青、霍去病、李陵、霍光、朱安世、浑邪王、休屠王、卫子夫
盖世雄主、绝世名将，权臣大侠争雄斗奇
铁骑喋血、后宫诡谲，异谋奇功纷呈迭出
●“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这是汉朝名将李陵《答苏武书》中的一句。这个人，这封书
，到两千年后的今天，依然让无数人有着莫以名状无法描述的感叹。李陵，以五千步卒对十万匈奴精
骑，转战多日杀敌数万，这是一场名震千古的大战，也同时是一场让人无法不遗憾的大战。
●“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发出这豪言、二十二岁就被封为骠骑大将军的绝代名将霍去病，面对有着
杀叔之仇的李陵，他说什么才能让对手放下名剑“鱼肠”？他为什么只仅仅活到二十四岁，就神秘地
去世，到底是谁想他死？
●“金屋藏娇”的主角的皇后阿娇，汉武大帝最宠信的卫子夫，大将军卫青，一代名臣霍光，京师大
侠朱安世，边关小卒老胡，这些看起来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又因为什么会牵扯到一起？归降了汉朝的
匈奴浑邪王，他和李陵又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能够当起李延年这曲无上赞美的李夫人
，该有着一种什么样的美丽与神秘，她和李陵如此一对璧人又该拥有什么样的爱情，她又要如何去应
对收她入宫的汉武大帝？她的身上，是否还隐藏着匈奴人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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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传奇之风云乍起》

作者简介

贾涤非，1975年生于吉林白城，1997年供职于白城日报社。转眼十年，喜写强悍不屈的男人，只恨自
己不是。粗读汉代历史经年，不觉悠然神往，常猜测历史的细节，闭目冥想，思接千载，发现斯人斯
事离自己如此之近，偶有所感，遂成此书，以祈知音。

Page 3



《李陵传奇之风云乍起》

书籍目录

壹　戍边贰　李陵叁　举烽肆　死鼠伍　疫病陆　巫蛊柒　斗箭捌　行刺玖　斩马拾　噩耗拾壹　截
杀拾贰　阴谋拾叁　问卜拾肆　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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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传奇之风云乍起》

章节摘录

插图：“姓朱的，我操你奶奶。你他娘走路不长眼睛啊!”一个身材魁实的大胡子从冰上爬起来，恼羞
成怒，径直奔向最先摔倒的少年，照着少年的肚子狠命地踹了两脚。那少年只十三四岁，矮小瘦弱，
远不是大胡子的对手，受了这两脚。一时竟痛得难以起身，但他极是硬气，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却
强忍着不落下来。少年微蹲着身子后退了两步，猛地一头向大胡子撞了过去，口里喃喃说道：“一路
上你净欺负我，我和你拼了!”大胡子侧身闪过，脚下一钩，少年直直地摔了出去，口鼻之中尽是鲜血
，怀里的一个铜钱也滚落出来。陈步乐和军士并不上前阻止，反倒哈哈大笑，看得饶有兴味。大胡子
占尽了上风，仍是不肯罢休，阴笑着走上前去，要继续痛殴那姓朱的少年。他刚想动手，就见从人群
中闪出一个黑铁塔似的青年人，那青年也不搭话，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脸上。大胡子猝不及防，仰天摔
倒，后脑结结实实地磕在冰面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大胡子摇摇晃晃地起身，狠狠地啐了口唾
沫，目露凶光，直盯着青年人骂道：“霍光，我敬你是条好汉，素来不去招惹你，是你自己不知好歹
，三番四次和我过不去，今天我他娘的活剐了你!”霍光嘴角微微下撇，不屑地笑了笑，说道：“好哇
，你过来试试。”陈步乐久居塞外，穷极无聊，巴不得这架越打越大，正待再看下去，一个军士在他
耳边小声嘀咕了两句，陈步乐皱了皱眉头，似是没了兴致，懒懒说道：“都给我放规距喽，再打的话
扒了你们的皮。奶奶的，狗屁上边，真他娘的事多。走，到对岸安营。”队伍重又开始行进。那少年
却拖在后头不肯移步，左顾右盼，像在找寻什么紧要的物事。霍光大声喊他：“出头，走吧。”那叫
出头的少年回说：“二哥，那枚铜钱不知掉到哪了?”押后的一个军士用剑柄重重地捅在他的腰际：“
还啰嗦!想逃哇，信不信我揍你!”少年可怜巴巴地看着霍光，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终于没有出口
，叹了口气，赶了上来。天色渐渐暗了，陈步乐命军士在一处背风的土坡后停马歇脚。众人赶了一天
的路，早已是乏透了，听说不再前行，个个如蒙大赦一般，低低地欢呼了一声，急急地带了犯人去扎
过夜的帐篷。一个军士解开了霍光和出头两人手上的绳索，要二人到林子中拾些树枝。霍光笑问道：
“军爷，你就不怕我们跑么?”那军士觑了他一眼，冷笑一声：“跑，往哪跑啊?这方圆百里，没一处
人家，除了黄土就是沙漠，还跑?冻也冻死了。能跑老子早跑了，哪轮得到你。”霍光和出头拾好了树
枝，用绳子捆了，负在肩上，慢慢回走。出头年小力亏，走得极是吃力。霍光说道：“出头，你将绳
子拴在腰间，拖着那担柴走，能省却许多气力。”出头摆手道：“力气是贱种，越使越有。我现今力
气小，慢慢就大了。到时，我看谁敢欺负我。二哥，你对我的好处，我全记在心里，等我有本事了，
一定报还给你。”霍光笑道：“小孩子，口气倒不小。好，二哥等着。”出头又问：“二哥，你想逃
么?”霍光停下脚步，抬头仰望昏暗的苍穹，缓缓地吁了口气，说道：“我只是记挂我爹，自从出事后
，就再没见着他老人家，也不知他回家没有?唉，咱们日后当了兵，说不定哪天就战死了，那是再也没
可能回平阳、再也没可能见爹爹了。”他正说着，蓦地想起出头的身世，急忙住了口。出头神色黯然
，低头不语，默默地向前走，看见霍光还站在原地，一脸歉然，出头拭了拭泪，笑道：“二哥，如何
不走了，你还有爹爹可以想念，应该高兴才是。我爹在世时，我只觉得他小气，不像堂堂男儿。他死
了，我才想明白很多事。可惜我连他留给我的铜钱都保不住。那个大胡子，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他!”二
人回来时，帐篷早已搭好。陈步乐带四个兵士住一个，另两个由四个军士带着三十多个犯人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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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传奇之风云乍起》

编辑推荐

《李陵传奇之风云乍起》编辑推荐：汉武帝、卫青、霍去病、李陵、霍光、朱安世、浑邪王、休屠王
。盖世雄主、绝世名将，权臣大侠争雄斗奇，铁骑喋血、后宫诡谲、异谋奇功纷呈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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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传奇之风云乍起》

精彩短评

1、买了才知道是一套的书,版心太小,字太大,纯粹有钱消遣着读还行,可惜,觉得花冤枉钱了!如果公道点
出书,还行,建议此公与出版商合作,也考虑一下掏钱买书的人的心情,别光想着赚钱了!
2、第一部和第二部都很牛逼，好一曲大汉悲歌
3、作者的文字很有古韵，而且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人物鲜活，很好看的~期待下两部啊~
4、在17k上看到这本书，特来支持。此书值得收藏。
5、先看了第二本，觉得不错，所以买了第一本。
6、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7、“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李陵的《答苏武书》非纸上慷慨，他以五千步卒对十万匈
奴铁骑，纵横千里，杀敌数万。此战之惨烈亘古罕见，翩翩美少年，一战传千古。然而，李陵作为大
汉名将却投降匈奴，司马迁也因此而受宫刑，此中隐匿着多少历史谜案？英雄无语，史家多情。
8、争议 只有争议
9、在双十一还有这个速度，很赞了！书也不错，而且这种书籍不常见。
10、历史早就的悲剧英雄
11、很像金庸的笔法。一直期待后续，觉得不过瘾。故事非常可读。不过回头还要看看史记和汉书，
真假难辨啊，毕竟是小说。
12、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13、小说构造挺好的，但买的书里面有错别字
14、商品不错，赞一个，希望改进快速服务哟！
15、第三部啥时候出
16、非常好看。可惜学校图书馆只有这一本，没下部了。。。
17、第一本好看

18、差就一个字，完全不具可读性！
19、错版了，有几十页没有。
20、如此好文怎么没多少人看呢？~
21、有的地方不合情理
22、很多没看过此书的人，会根据编辑推荐来了解这本书是否值得购买，介绍内容中至少不应该出现
历史错误的。霍去病虽然在武帝的特许下“佚禄同大将军”，但至死也只是“骠骑将军”而已。武帝
一朝只有卫青和霍光任过大将军。“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是汉元帝时名将陈汤说的，跟李陵无关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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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传奇之风云乍起》

精彩书评

1、很流畅,很有意思的书,有个地方竟然提到潘安宋玉,是不是有点乱!作者还是需要注意历史常识,不要
误导读者....很流畅,很有意思的书,有个地方竟然提到潘安宋玉,是不是有点乱!作者还是需要注意历史常
识,不要误导读者....很流畅,很有意思的书,有个地方竟然提到潘安宋玉,是不是有点乱!作者还是需要注意
历史常识,不要误导读者....很流畅,很有意思的书,有个地方竟然提到潘安宋玉,是不是有点乱!作者还是需
要注意历史常识,不要误导读者....
2、在喧嚣的历史文学类出版物中，《李陵传奇》有着独特的沉默。用最简单的话来形容这本小说：
一个理想主义者想象和追怀另一个理想主义者，写给另外一些理想主义者看。因此，这本书非常寂寞
。它带着寒意。中国本是“胜者成王败者寇”的社会，本来失败的英雄是个漫长的行列，但多数都被
正史所湮没。我们的社会没有敬重末路英雄的传统。幸好还有司马迁这样的记录者，才使得那些英雄
透过些许缝隙，留下了身影。但是如果李陵是南美人或者生于欧洲，那么显然会有无数更多的人为其
诡异叵测的一生着迷。比如博尔赫斯。所谓理想主义者，常常不可避免走向失败的结局，这不是意外
。然而挖掘在悲剧背后潜藏的命运性因素，或者思考在几个关键性的瞬间历史可疑的走向，都是非常
有价值的事情。贾涤非倾力去做的事情，就是决意要靠近那个苍凉英雄的内心，尽力去体会那些重大
决定性时刻的心跳。英雄往矣。悲歌也只能在草原上传唱，而永不能在中原故城里飘荡。即便如此，
悲歌也不能压制锐利。英雄会到末路，是因为他们从未变得不堪。
3、我没看过这本书，但对李陵感兴趣，还有他爷爷李广，这爷俩是个现象，在中国历史中不可多见
，在那么一个英雄倍出的时代，他们俩人写下了一段让人深刻记忆的悲壮！视野里显现了壮阔草原，
雄鹰翱翔，铁马嘶鸣，壮士悲歌！
4、写作初衷贾涤非/文这本小说已经构思很久了，因为我只能在工作之余写作，加之才思蹇涩，所以
不到三十万字的小说竟断断续续地写了一年半。这本书写的是李广的孙子李陵，但决不仅止写李陵，
还有很多汉武帝天汉年间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天汉四年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不但是西汉国运的
转折，更是我书中诸多人物命运的转折。还有一层意在，天汉——银河之古称，故汉民族之名，语源
来自“天汉”，这两个字，凝结了我们民族多少的荣耀与屈辱。西汉时的中国乃少年中国，充满了强
悍英锐之气，人人不甘平庸，人人想建功立业，“丈夫生不能五鼎食，死当五鼎烹。”“大丈夫居世
，生当封侯，死当庙食。”这些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在史书上处处皆是。这些话如此频繁的出现，大
约确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写照吧。朝气蓬勃而英雄辈出，豪情汹涌而一往无前，柏杨先生以为中国的大
黄金时代至秦统一六国结束，而我个人以为，这个辉煌的时代应完结于武帝末年。汉武帝一生为之奋
斗的只两个字：“集权”，专制独裁自此才真正的形成，而它一旦真正的形成，张扬的个性渐渐泯灭
，“人”的时代结束，“奴才们”的时代来了。这就是我创作这本书的主旨。现今反映西汉的书及电
视剧多如牛毛，观其大略，着重于宫廷中的政治斗争，影射当今的政治生态环境。我的立意和他们不
同，我不写皇帝，写的是一个“叛将”，而所谓的“叛”，不是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反叛，而是对一
种“体制”一种文化的“反叛”。“臣事君，犹子事父，子为父死无所恨。”《汉书》中苏武即如是
，他是历史上一个忠君爱父的典型。“君”一旦变成了“父”，那么不管你受了多大的委屈，也只能
默默承受，甚或必须以死来表明你对“君”的忠敬之心。李陵不是，他不甘心：为什么自己壮勇如此
而汉武帝只肯给他五千步兵？为什么李广利草包一个却能任以主帅？为什么自己斩将搴旗却阵陷敌，
连战十余日杀虏过万，使匈奴胆破心寒欲引军而去，战果如此辉煌，然只因被俘不肯自尽，老母妻儿
惨遭屠戳，以致家破人亡身败名裂？为什么李广利丧师失地讳败冒功反立功受赏？为什么路博德老奸
巨滑坐看成败按兵不动拒为后援却未受朝臣及皇帝一语责难平安无事富贵依然？为什么“陵未没时，
陈步乐来报，汉公卿大臣皆奉觞上寿，而一旦行事不善，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必欲置其万
劫不复而后快？”在专制社会的政体中，最高统治者用人的原则是：奴才兼人才。“奴”是第一位的
。这个人要是没有奴性，即便再有本事也全无施展的余地。形格势禁下迫不得已用了，将来也一定要
除掉。不能为我所用即是无用，这一点早为历史所证明。“奴才”们对于主上的决策只会“听”和“
记”而不会“想”，李陵不是奴才也不肯做奴才，这才是导致他一生悲剧的最终原因。虽已历两千年
，然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及李陵《答苏武书》，仍能听到他们慷慨壮烈激越苍凉的心声，仍能感
觉到文中喷薄欲出热血如沸的冲天豪气。我写的李陵和别的小说中的帝王将相们是很不一样的，他张
扬率性、桀骜不驯、心智深沉、才华横溢、义不受辱同时也心狠手辣，但我更着力刻划的是他拒绝奴
性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中最稀缺的精神。我希望别人能从我的书中看到一个“真男人”，我已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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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传奇之风云乍起》

力了，只是不知做没做到。说实话，当时只想写一本，然而写到李陵与霍去病决战那一段，发现才写
了不到我全部构思的三分之一，而故事至此已告一段落了，所以索性将一本变为三本或四本，而这一
本叫作《天汉英雄传之勇者无惧》，如果能得以出版而写下一本时，我想它的名字应该叫《天汉英勇
传之倾国倾城》。《勇者无惧》写的是李陵，《倾国倾城》则是以书中女主角而命名了。提起书中的
女主角，顺便提一下贯穿全书的线索：“巫蛊”。在史书中，“巫蛊”源自于匈奴，即由巫师向鬼神
祝祷祈求，而使被诅咒之人不知不觉罹于灾祸，陷于病害。我觉得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了。如果只是以
此法泄一下私愤，又怎会引发汉武末年的“巫蛊”之祸。后来看了何新先生的一本《汉武大事年表》
，他怀疑“巫蛊”是匈奴对汉发动的一场生物战争。我将这种想法做了大大的延伸，同时成为贯穿全
书的主线。另一方面， 我设了另一条主线，匈奴对汉的一个惊天阴谋——暗中“合亲”，由此便引出
了我书中的女主角“李夫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
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她的美丽与神秘一直为后世传颂。她临死前对汉武帝使用的那个见于史册的
阴谋，令人既叹服又惊异。她处心积虑安排下的一切，难道仅仅是为自己家人的前途着想？她儿子既
已封王，她还要皇上给自己的儿子和自兄弟们什么样的富贵。我从这个阴谋中看到了两点：一是她对
汉武帝没有感情可言，临死还要利用皇帝；二，这个女人心智厉害，对人性有着深刻的体察。所以我
做了个大胆的设想：让她成为匈奴人的间谍，成为匈奴对汉“暗中合亲”的利器，由她来掌握“巫蛊
”，这样两条主线便合二为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政治是男人的事，但有时候，它也会着落
在女人的身上。出乎意料的是，我的这种设想和历史后来出现的结果竟严丝合缝，所以这种设想也许
应该叫“猜想”——对于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的猜想。在我的构思中，李陵与李夫人有一段凄美缠绵
的爱情，李陵为建章监，李夫人居建章宫。李陵与李夫人在“问卜”中相识，却素未谋面，李陵始终
不知自己倾心的“卜者”便是终日看护的李夫人，李夫人知道一切，却只能深埋于内心。这是一段绝
望的爱情。有点像网恋，呵呵。在这本书中，李陵与李夫人刚刚相识。李夫人在十一章中已暗中出场
了，到十三章与李陵相见。我为他们安排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情节，自觉独出心裁别有意味。这本书重
点在男人，在塞外，下一本书便会转到后宫，女人的戏便重了。书中的第二个男主角叫出头——即后
来的阳陵大侠朱安世。他是个侠客，但在他身上，我想表现的却是“反侠”的主题。“侠者，以毁誉
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时至今日，连法律严密
、法制昌明的国家都会发生冤案，又何况“侠”以一人之身，怎么可能完全执掌正义。出头是个小商
人的儿子，因汉武帝实施掠夺商人财富的“算缗”“告缗”政策而破产，父亲被贪官逼死，在出头内
心中，从此便有了替天行道的想法。他的“侠”不是黑社会性质的，而完全是清教徒式的。道德是他
行侠的资本。但无疑，他仍逃不了体制，最终成了太子的门客，也成了“巫蛊”大案的导火索。他和
李陵，一个在江湖，一个在庙堂，一个想济世救民，一个想建功立业，但他们都以理想破灭而终，他
们是专制政体下的异类。这本书里，他的性格已露雏形，但还只是个寻常的军士，他的故事以后会慢
慢展开。在本书中，我为李陵设计了两个隐身，一个是浑邪王，预示他的后半生；一个是霍去病，预
示他的前半生。这两个人对他的性格形成都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此外，朱安世也有一个隐身，大侠
郭解。他的一生就是朱安世的一生，他的许多行事方法为日后的阳陵大侠效仿。对于霍去病的死因，
我也做了另外的解释。史书中，说霍去病是和卫青一样的人，少言不泄，不肯擅权，不愿荐士，以和
柔自媚于上。但从他敢射杀郎中令李敢这一点上，他不应该是个谨言慎行的人。因此，我笔下霍去病
形象是想像和推测出来的。他的少言不泄，是由于他好战成痴，对其他一切不感兴趣；他的不愿荐士
，是因他瞧不起那些势利之徒。我自觉他的性格是很丰满的，可是写得正过瘾之际，小说结束了，而
第二本开始时，他已经死了。他的死因，我通过李夫人之口做了详尽的说明。这一段传达的信息非常
丰富。刻划了诸多人物的性格，同时也是在表现“皇权”的实质。天汉英雄，是一个群体，还有一些
人物比如像司马迁、张汤、卫青、苏武也将陆续出场，其实司马迁和苏武已经随着赵充国出场了，只
不过未露名字。在本书中，李陵提及过司马迁，那段话是为司马迁写《史记》做铺垫，(另外还有个铺
垫，是老胡)当时他已写出了《剌客列传》，那只是写着玩的，因为那时他还没有写一部宏史的愿望。
卫后、平阳公主、陈后包括皇帝也都侧面出场了，在下一本书中，李夫人将与她们进行较量。次一等
的人物，像霍光、刘屈牦（电脑里没有他的“牦”字，只好以另一字代替,书中还有几个字未能打出，
都用括号括了起来）莽何罗、陈步乐、管敢、上官桀、车千秋等都在本书中亮了相，笔墨略有不同，
他们将来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霍、刘、上官、车都是汉武时期或之后权倾一时的人物，而陈步乐后
来受李陵一事的牵累自刎而亡，管敢后来出卖李陵，莽何罗剌杀皇帝⋯⋯将这样多的人物都置于肩水
金关，也许因太富于戏剧性而显得有些不合情理，但中国自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里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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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势，说不定就提拔起一批曾经和自己生死与共的派系人马。从这个角度讲，也完全说得通。至于卖
点，我自问在书中加入了尽量多的商业因素，一是李陵这个人物。他有争议，争议本身就是卖点之一
。他的性格是张扬的，不愿被管束的，有着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做事常遵从自己的内心，而不屈服于
形势和规范，这是现代人应该具备也是应该喜欢的性格特点。二是书中透出的苍莽的英雄气。自觉悲
而不伤，哀中有壮。现代人压力甚大，为了生计常屈己以从人，观此书，别的不敢说，一定会觉得痛
快。我们没本事像书中人物那样行事，但看看也是好的。三，悬念。书写得好看才有人读，我不敢说
我的书写得好看，不过我确实是向这个方向努力了。在舒缓的叙述中，设置了大量的悬念。两个匈奴
人的自尽，主动送上门的马、羊，长城外的死鼠，突出其来的疫病，神秘的巫蛊，十三年前后宫惨烈
的相斗，刘屈牦的意图，李敢的死因，荒宅里的截杀，奇怪而残忍的毁面，匈奴人惊天的阴谋，算无
遗策而又讳莫如深的东市卜者。反正悬念我是设了，至于阅读中会不会产生相应的快感，还要别人品
评。四，爱情。我想写的爱情是疏离式的，两人倾心相爱但面对面时却冷若冰霜。李陵始终不知道自
己无日不索于怀的女人其实就在身边，李夫人知道，但为了自己的使命而不能宣之于口形之于色，只
能以轻蔑、训斥、讨厌等形式来表达。她死前之所以用阴谋来对待自己的丈夫汉武帝，是因她心中始
终有另一个男人在。而好色成狂的汉武帝之所以对这个妃子念念不忘，是因他始终未能征服一个女人
的心。五，这段爱情在这本书中已经开始，但远未结束，第一本也恰是书的卖点之一，如果有人喜欢
看的话，将来的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也有人买了。事实上，第一本书中出现的悬念或明或暗都已经解
开了，因此它有它的独立性，故事没有讲完，所以它还有着连续性。六，语言。我觉得中国古典语言
有西方语言所没有的节奏性、韵律美和磅礴的气势，所以我采用的是类似于古白话的叙述方式，更接
近于金庸和二月河。我和两位大师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只不过是尽力在向他们靠拢，我希望别人在看
我的书时，就像呼吸一样，全身心进入情节和人物的悲欢之中，而感觉不到语言的存在。七，音乐。
我在书中写了一首匈奴人的短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这首歌在书中反复出现了数遍，每次的用意都是不一样的。李夫人和李陵分别时，弹奏的是《阳春
白雪》，这一点在书中没有言明，以后会再出现，霍去病出场时，唱的是汉高祖的大风歌⋯⋯这些音
乐有的是为了刻划人物性格，有的是为了渲染氛围，有的是为了描写容貌，不过使它们这样频繁的出
现，我还有另一层用意在，希望全书有一种优美的乐感。此外,还出现了几把剑。其中浑邪王提到的四
把是影射卫青、霍去病、李广、李陵四个人的性格。后来的鱼肠剑是独属李陵的，写的也是他的性格
。八，在书中，我对一些历史事件做了别出心裁的解释，也许让人读来会觉得些许新鲜有趣罢。九，
宫廷斗争。男人之间的斗。宫闱斗争，女人之间的斗。专制是催生阴谋的温床，国人一直被虚伪的说
教所迷惑，所以当知道所谓大人物的真面目时，常有一种愉悦和震憾，并希望将这些斗争驭人的经验
应用到实际斗争当中去，这也是宫廷电视剧和小说受人欢迎的原因。我这本书中涉及了一些，但多是
侧面描写，第二本会更集中。纷纷多言，实在无益。成败与否，必须将它放到市场上去检验。如蒙青
眼，得以出版，自会写出余下篇章；如果写得实在不好，无人愿看，那我便将它束之高阁，以后安分
守己，勤勤恳恳为稻粮谋，再也不写什么小说了。懂得放弃也是一种明智和勇敢。我读《答苏武书》
时，心中常有知己之感，虽然有人说它不是李陵写的，但我想，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就算不是李陵
，也必是李陵的知己，那我也做个两人的知己罢。不论这本书结果如何，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正如
《答苏武》一文中所说：“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有些事，实在是没什么了不起的。
5、作者:汗青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拿到了一部历史小说的手稿，写的是汉武时期一代名将李陵，作者
将其名为《李陵传奇》。我在看完之后，突然觉得此名其实不是很妥当，也许叫《汉关风云之李陵传
奇》这样的名字更好些，因为书中所叙，绝非是一个《李陵传奇》能概括的，里面有着太多太多那个
时代绝世人物的风姿，还有那些或沉重或雄壮或诡谲的悲歌传奇和意气奋发。书，我只看到了第一卷
《风云乍起》，但这一卷却让我不得不一口气看完，连吃饭都是端了饭碗在书桌上边吃边看的，盖因
书中的那一桩桩触目惊心，实在叫人无法释卷。起首的铺陈比较不起眼，平实地写着一个个看似无关
大旨的人物，一件件往事，但对熟悉汉史的人来说，这些出现在戍边囚徒和边关军士中的“小人物”
的姓名，却无一不叫人惊心动魄：霍光、上官桀、陈步乐、管敢、程不识⋯⋯等等，等等。就连一开
始被我认为是引子人物的那位不起眼的出头小兄弟，到了后边也突然奇峰突起，竟被李陵改名为“朱
安世”——他居然就是赫赫有名的“阳陵大盗” 朱安世？！那位使得有汉一朝两位皇后身死名灭、太
子谋反被杀、牵连诛杀达数万人的“巫蛊”大案的源头，汉武帝时代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庞大的宫廷
政治案中的头号人物。书到此处，前边那位更不起眼的老军士老胡的身份，也顿时在读者眼中显得极
为诡异，自他口中道出的那件关于汉武第一位皇后、“金屋藏娇”的主角陈阿娇和后来的皇后卫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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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斗过程，也一下变得深不可测、步步玄机。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陈阿娇过于骄横才使汉武下了
废后的决断，可看到书中这节，却不得不叫人多想一层：陈阿娇和卫子夫这两人，到底是谁才是使陈
阿娇被废的真正主角？这一想，就不免使人不寒而栗，背上无端端便出了一身冷汗。而同时爆发的那
件匈奴人类似自杀般的送马行动，还有边关瘟疫，以及都尉刘屈牦对这些事的奇怪态度，都一概叫人
无法理解，正如书中李陵想的那样：“‘他究竟想做什么？’他心中模模糊糊现出一个可怖的念头，
这念头令人不寒而栗，似乎整件事背后隐藏着一个绝大的阴谋，然而自己身在局中，对一切却又一无
所知。”这一桩桩一件件，我们都知道肯定不对头，但那里不对头、会有什么后果，现在却是打破头
也想不到，于是只能一路追着作者的笔继续看下去。书中最让我觉得出奇，而后一想之下又觉得非如
此不可的人物，便是发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千古豪唱的霍去病。在书中，这是位病得苍白
冷峻，却偏偏能让人感受到烈火万丈的豪气，犹如一柄出鞘的绝世利剑一般的人物。所谓“自古将军
如红颜，不叫人间见白头”，恰好用在他身上，使人觉得那份无奈是如此的凄艳。作者对霍去病的处
理，也是让我佩服的地方之一。从蛛丝马迹之中，我能感到霍去病的那身病，隐约有着那位神龙见味
不见首的汉武帝的影子，霍去病本人似乎是知道的，可他却完全不以为意，这叫人完全没办法抓住其
中的要害；包括霍去病的姐夫，那位恂雅大度的名将卫青的身影，从这里开始也变得那般扑朔迷离，
一直到第一卷结束，这些问题不但没能让我理出个头绪来，反而使我掉进了一个更大的谜团里去。我
想，这应该是作者将第一卷起名为《风云乍起》的原因罢，盖因事事都只是初露端倪，更大更多的事
，还在后边。也因此我拜托友人赶紧去帮我找其后的《倾国倾城》和《长歌出塞》两部来看，看书名
，想来这“倾国倾城”成语由来的李夫人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而“长歌出塞”，自是李陵率五
千死士长歌而去的那一幕。历史小说，其实是最难写的。难写之处一，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
“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
。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其二在于作者不能改变时间、地
点、人物、事件，这使得作者很难营造悬念编织故事。同时还不能在典章制度和风俗乃至器用之物上
出大错，不然的话，本应该可以铺陈出来氛围的便荡然无存，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感，也就犯了小说理
论中把读者从“真实想象”中拖出来的大忌，于是不免为人诟病。在这位我素未谋面也还未有过联系
的作者贾涤非的笔下，这两点都表现得相当出色，这就是我很佩服他的原因。关于第一点，在《李陵
传奇》中的表现可以以可圈可点来称道。其各色人物之间的称呼和对话，服饰及地名，乃至兵器上的
构件称谓，显然都经过了非常细致而用心的考据工作，如《行刺》一章内的这段：“只听“嗖”的一
声，一支‘拘肠’箭贴面而过，只差寸许便射到李陵。⋯⋯李陵⋯⋯冷冷地看着那人的背影，左手撑
开弩弦，将箭矢置于弩臂上的箭槽内，眯着双眼，对了对‘望山’上的刻度，瞄得准了，轻轻一扣弩
机下方的‘悬刀’⋯⋯”记得有位前辈说过一段话，具体原话我已然记不清了，这里只好胡乱演绎自
己杜撰一下，意思大致是不错的，譬如写明代历史小说，说“他端起一只碗”和“他端起一只用苏泥
勃青料烧制的花色浓艳的青花瓷碗”，这两者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之所以要这样写，是因为明永
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是以进口的“苏泥勃青”料为主，花色浓艳；而成化到正德的明中期，则是以
国产“平等青”料为主，发色淡雅；嘉靖后以蓝中泛紫蓝的“回青料”为主。倘若读者知道这些，自
然便知道这是永乐、宣德时间的东西，若读者不知道，我们也可以“不经意”地让他知道。这种细节
描写，十分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到浓厚的历史氛围里去，也是历史小说必不可缺的要素和必须
要做的工作之一。如鲁迅先生所说，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纵使被人讥为“教授小说”，那也是很难
组织之作。真要做到这一步，不那么容易。相比较之下，鲁迅先生说的那种“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
染，铺成一篇”的所谓‘历史小说’，倒确实真的无需怎样的手腕，只要拥有高超的技巧和出色的想
法便足够了。据说，王跃文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出来后，有位搞史学的老先生看后，便问他
花了多少时间经营史料，他倒老实，答曰一年多，那位老先生道是再多看两三年就好了。杨早于是说
这部作品“‘历史’就存疑，终于还就是‘小说’比较靠谱。”当然，我这是有点吹毛求疵了，一个
人创作生命有限，要求人写一部作品便花上几年去做准备，确实很有点为难人。但我觉得如果真想写
出一部好的“历史”作品，这还是需要的，也是值得的。第二个问题，是历史小说的发挥余地很小。
作者不能改变历史事件，营造悬念编织故事就成了个大问题。一个历史事件，越著名大家就知道得越
多，在大家都知道过程和结果的情况下，怎么样去推陈出新让人看得大跌眼镜拍案叫好，这是桩很考
人的事。贾涤非先生在这点上，到目前为止，显然也是比较成功的。霍去病的病，汉武内廷的巫蛊大
案，以及一开篇就出现在囚徒中的霍光等等这些悬念，足以使人追着看下去。他没有改动历史事件的
结果和过程，却按照自己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理解，去重新解构了人物的心理和动机，当然也就使得

Page 11



《李陵传奇之风云乍起》

那些历史事件产生的因果与我们所知道的完全不一样。福斯特曾经说过，读者有两种，一种是好奇的
读者，一种是智慧的读者：“智慧读者与好奇读者的不同之点，在于他除了用眼睛去找寻新事物外，
还用头脑。他从两个观点来了解：将事件孤立起来看，以及与他前面读过的事物连结起来看。也许他
还有些地方不清楚，但他并不急，以后还有机会。一本结构紧密的小说，其中必然事事相关因果互系
，即使能力最强的读者也得等到小说结束后，才能居高临下分辨出书中的千头万绪。这就是小说中的
奇诡或神秘成分使然——有人空泛地称作推理成分。这种神秘成分对情节的进展极为重要，它起于对
时间推移的悬宕，‘王后为什么死了？’是其较粗劣的形式；用暧昧的手势或语言表示之则较为高明
，而真相则显露于数页或数章之后。神秘对情节很重要，但没有智慧绝难欣赏。对好奇的读者来说用
‘然后⋯⋯然后⋯⋯’就可将他打发；而欲欣赏小说中的神秘，则需要读者让心神一半跟着‘然后⋯
⋯然后⋯⋯’走，一半停留下来思考。”我想，贾涤非在创作的时候，他显然选择了智慧的读者作为
对象，而不是一直问“然后呢”的好奇读者。另外我觉得他对叙事学中的“因果律”的把握，可说相
当之轻车熟路，甚至有时候我觉得他永远都不会直接说这件事是怎么怎么样的，他所做的只是把一切
似乎很客观的呈现在你面前，然而你的记忆会告诉你，这里面一定有问题，问题还很大。譬如我在前
面提到的那些案件和疑团，在看的时候我觉得线索很多，时常会觉得似乎嗅到了一点什么，仔细一想
，却发现那些都是暧昧不明若隐若现的，依然还没寻着要害，于是便只好随着作者的笔继续前进。来
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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