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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探》

内容概要

主人公大唐“便衣警察”叶十朋，浪迹朝野内外，身份变化莫测，《暗探》通过5个惊险故事讲述了
暗探叶十朋的职业生涯，“阿喀巴的宝藏”背后深藏的是皇权的猜忌与阴谋，“谋事在人”流露的却
是权臣奇怪的忠心与自保之道，“突厥人的间谍网”讲述的是外国间谍在京城的疯狂，“雨夜惊魂”
浮现的是荒村野店的密室杀人玄机，“背景故事”最终让棋局豁然开朗。这些故事距今一千多年，但
事件的本质却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毫无二致。
“以史为鉴”教会我们的不仅仅是追求欲望，还应该有对日常生活的判断，以及让我们亲自扮演历史
人物的妙趣——这部小说便是邀请你参与历史表演的请柬。

在历史的场景中阅读今天的故事，在惊险的故事中发现人心的秘密。
那是一个以“义”字为最高人生境界的时代。大唐著名“便衣警察”叶十朋，浪迹朝野内外，身份变
化莫测，集英雄气慨与谨慎内敛、敏锐洞察与漫不经心、胸怀抱负与审时度势于一身，在错综复杂、
险象环生的职业生涯中，他足智多谋、洞悉玄机、巧妙施展、竭力承担⋯⋯⋯⋯
皇上与太上皇之间的猜忌与阴谋，权臣奇怪的忠心与自保之道，外国间谍在京城的疯狂，荒村野店的
密室杀人⋯⋯叶十朋穿行其间，这里饱含欲望、抱负、野心、胆识、勇气、忠诚、背叛、良善、邪恶
、阴谋诡计、大智大勇、经天纬地之能、改天换地之志以及命运的安排与人生的无奈，这些时间久远
的故事，本质却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毫无二致，其针砭世道人心，当得起“通透”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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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探》

作者简介

龙一，本名李鹏。1961年出生于天津，祖籍河北省盐山县。生于饥荒之年，长于物质匮乏时期，故而
好吃；曾长期研究中国古代生活史，慕古人之闲雅，于是好玩。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写小说引读者
开心为业。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迷人草》、《代号》、《纵欲时代》
、《暗探》、《借枪》和小说集《潜伏》、《刺客》等。曾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和“中国作
家百丽小说奖”等奖项，长篇小说《忠勇之家》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05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现为天
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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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探》

书籍目录

阿喀巴的宝藏谋事在人突厥人的间谍网雨夜惊魂背景故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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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探》

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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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探》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与以往的谍战题材不同，龙一的新作为唐代历史小说：《暗探》。如果说你爱《潜伏》剧情的跌宕、
世故的叵测、人物的饱满，那你一定会爱上《暗探》，这不是一本简单的历史小说，字里行间饱含激
流暗涌的杀机与变故；这更不是一本单纯的悬疑小说，人物趣味之下流露的是胜似闲庭信步的悠然。 
　　　——广州《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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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探》

编辑推荐

如果说你爱《潜伏》剧情的跌宕、世故的叵测、人物的饱满，那你一定会爱上《暗探》，这不是一本
简单的历史小说，字里行间饱含激流暗涌的杀机与变故；这更不是一本单纯的悬疑小说，人物趣味之
下流露的是胜似闲庭信步的悠然。拿起来《暗探》这本书，静静阅读一分钟，如果不能吸引你，请不
要再读龙一。千百年前所发生的故事，人物不同，情节不同，可相同的却是背后的心态和应对方法，
对爱情和荣耀的态度，官场、职场的表现，这一切与今日毫无二致。人物表象之下，内心激流暗涌，
作者用现代化手法勾画出历史故事，真实细节咄咄逼人般映射着今日人生百态。在那个“义”字当头
的时代，主人公叶十朋在困境中所抱有信仰和使命感的义士精神，如今每一个困惑中坚持的人或许都
会深得同感。而叶十朋的趣味更打动人心，这趣味不仅源于暗探的好奇心，更源于他对人情世故的通
达。颇有感触的不只是小人物在大时代里不经意所引发的意义事件，更是这意义背后所带着的市井气
息、悠闲的趣味。义气也罢，忠诚也罢，勇敢也罢，这些美好叶十朋都有，而他的独一无二在于义气
、忠诚和勇敢里都溶进了一种悠闲的趣味，让人觉得亲近。这种态度，于古代人有，如菜根谭所说“
故君子闲时要有吃紧的心思，忙处要有悠闲的趣味”。于匆匆忙忙的现代人，亦是一种难得的特质。
一个以“义”字为最高人生境界的时代。热播电视剧《潜伏》原著作者龙一精品系列一个暗中蛰伏的
小说高手，奉献步步惊心、扣人心弦、意味深长的故事，解读人情世故的心灵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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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探》

精彩短评

1、书的内容和质量挺好的，卓越的服务业挺好的。相比较，第一个故事更吸引人
2、蛮有趣的，好久没有看小说，龙一还是不错谢谢徐大侠的推荐。
3、正在看第三个故事，另类版龙门客栈，很有画面感，估计很快上屏幕了！！
4、小说内容并没有说得那么好，情节拖拉，缺少智慧。
5、比较失望，一个个超短篇，感觉剧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唯一的亮点就只剩下一些唐朝的民俗风情
了。

总之，很难达到预期
6、看过潜伏以后，开始关注龙一，看了他几部书以后，开始非常喜欢这个一直潜伏了很久的写作高
手。叙事不紧不慢，娓娓道来，以对老天津卫无比熟悉的自信，为大家展示一卷卷曾经湮没的历史，
朴实无华的文字，蕴含了最高深的哲理，可谓高手！
7、我二舅写的书
8、还是不错的。消磨时间也比较合适。
9、怎么看都象古龙的风格.
10、文笔流畅
11、觉得很一般,失望
12、这就是世道！
13、悬疑、武侠、历史⋯⋯《暗探》像一盘集合了众多可口食材的佳肴，让人越看越觉入味。几个故
事下来，感到意犹未尽，很想继续跟着京城最有声望的暗探叶十朋明察暗访、探寻真相。故事、人物
都足够吸引，建议可以发展成系列。
14、一气看完
15、不要买。错别字太多，内容很干涩。
16、买的时候是冲着潜伏作者这几个字去的，但看完过后太平静了，故事情节很单调，不是很有悬疑
的感觉
17、看了开头就想起《红佛夜奔》来了，这是模仿王小波的练笔作品吧，虽然同样描写的都是唐时长
安，可是水准确实不高
18、比刺客好那么一星星儿，但还是很烂
19、6.27，首图，这题材挺对我胃口，可惜龙一写故事的水准实在是蹩脚得让人大跌眼镜，还“龙小
说”，擦！
20、一般，没什么特别，可看可不看
21、我本以为这是个长篇 结果只是小短篇的集合 我以为作者会在最后一篇 将所有的故事串起来 讲一
个惊天大案 结果只是个背景故事 作者塑造了很生动的人物 比如可爱的周洛然 但他的出镜率很低 我以
为这些小故事只是甜点 后面应该有大餐才是
22、翻了两页，没有读下去的动力，实在是一般，跟实事有点出入
23、喜欢！
24、古书今读，不可不读。
25、很明显那个说很好的，就是个书托！！
26、惊险刺激，闲庭信步。
一场华丽的冒险。
27、不好看。
28、有点古龙的味道
29、作者看了不少历史书，时代背景铺得还可以，可是故事就编得有点烂，该展开的地方没能力展开
，匆匆收了，象杯白开水
30、印刷质量好，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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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探》

精彩书评

1、文/灰熊猫龙一的《刺客》和《暗探》这两部小说，我看了好几遍。《刺客》大概十五万字，《暗
探》也就二十万字上下，至少对于我这个看惯了少则百万、多则数百万字的网络小说的人来说，它们
都是短得不能再短的小说。我一个晚上就把它们看完了，第二天我又看了一遍，几天后我又把它们看
了第三遍。《暗探》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也是唐朝，主人公的角色也跟《潜伏》中的主人公类似，活
跃在国家的秘密战线上。主角的身份本来就很吸引人，他的生命中充满着冒险、挑战和未知，这也非
常容易激起读者的好奇心。这个领域是龙一所擅长的，背景设在唐朝也是个巧妙的构思，至少我在读
这篇小说的时候，就津津有味地把唐朝“秘密工龙一”的生活和他们近现代的同行的处境相对比了一
把。书中描述着龙一心目中的唐朝面貌，还有他对唐朝那些历史人物的认知，这些与我对唐朝、还有
那些历史人物的印象不尽相同，这正是读书能带来的重要乐趣之一。阅读让我可以通过龙一的眼睛去
看那段历史，当看到龙一和我相同的观点时，我会心一笑；而当龙一的看法和我有差异时，我会感到
格外有趣：“原来他是这么看待这段历史的啊，真是有意思的想法。”继续说《暗探》这部小说，如
果我是小说的主人公的话，大概也会和他作出相似的决定，这让我在阅读中充满愉悦感。书中不少段
落也能引起我的共鸣，比如第一次读到主人公和太上皇气氛怪异的交谈时，我就看得连连摇头：“这
哪里像是君王和臣子在交谈啊？”紧跟着我就在这段情节的后面，看到主人公自己也忍不住好笑，叶
十朋他也觉得这场君臣对话很不自然，一点儿也不像是君王在询问臣子的工作。诸如此类的场景，让
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把自己代入到书中，好像我就成了故事的主角一样。说实话，我对秘
密工龙一的真实生活并无太多了解，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对他们的印象大部分来自于电影、电视、小
说和经过加工的历史资料。或许他们自己会觉得生活也很平常，或许他们自己也觉得工作很平常，谁
知道呢？反正我不知道。不过在我的想象里，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充满了惊险、刺激。我想很多人可能
和我一样，希望自己的生活不平常，希望自己的工作能有着重要的意义，希望自己的能力得到上司、
这个国家里举足轻重的人的肯定，希望自己能够在心上人心里的地位异乎寻常。感谢龙一的这部作品
，当我在阅读它的时候，我这个平凡的人，也能够有机会在想象的世界里，进行一场惊险刺激的旅行
，满足一下我被众人肯定、被国家需要、在佳人心中变得不平常的愿望。
2、回到千年前的唐朝，繁华的长安，是大人物的城市，更是小人物的城市。非富即贵的大人物，掌
握着这个繁华王朝的要害部门。而更多的小人物，在长安城里来来往往，行色匆匆。是谁在影响着这
座城市？谁在这座城市里有着更大的影响力？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大人物有着显赫的头衔和权威
的名义，甚至对许多人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小人物混迹市井，为了生存不得不和各色人等都搞好
关系，却也在偶然中拥有了或许比大人物更大的权力。大人物的权力是皇帝给的，而小人物的影响力
是市民给的。皇帝给的影响力，想要收回，随时可以收回。而从市民那里获得的影响力，却是一棵根
深叶茂的大树。叶十朋就是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小人物，一个懂得和江湖中的各色人等都保持着相互
关照的微妙关系的人。人微，但并不言轻。叶十朋是一个左金吾卫的暗探，贫贱的出身让他在重视门
户等级的金吾卫中难以获得职位的升迁。但是正式职位的低微并不影响他的生存。他热爱自己的工作
，拥有几份小生意，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很好的互惠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让他在长安城里拥有或许
比大人物还要大的影响力。每一次出场，叶士朋的对手都是些有权有势的大人物。大将军、大商人、
宰相等等。叶十朋与他们的交锋既是智慧的交锋，更是朝廷影响力和江湖影响力的交锋。在和阿喀巴
的宝藏案件中，叶十朋和程伍的较量是一场看似力量悬殊的较量。程伍贵为左金吾卫的大将军，左金
吾卫的情报网为他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他还有许多可以直接调用的精兵强将。而叶十朋朝中无人，虽
然最后得到太上皇的授权，其实也没有获得任何正式的权力。一步步破解开阿喀巴的宝藏之谜，相当
程度上，凭借的是平时相互照应积累的人脉和信誉。在姜皎申请退出朝政的戏剧性故事中，叶十朋和
当朝宰相宋璟的交锋中，叶十朋能够制衡这个严厉的官员的，却是这个清正的宰相有个混迹赌场的不
争气的小儿子。而且，更富于戏剧性的是，在故事的结尾，揭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秘密：“自皇上登
基以来，中央诸省节约办公费用成效甚大，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办公费的缺口竟是由赌会来补足的
。而这件事情，身为朝臣领袖的他竟毫不知情，还自以为厉行节约，成效显著。”“这件事情使宋璟
的自信心遭到了沉重地打击。如果他几年来实施的政策与变革都似这件事情一样有着隐密的缺憾，那
他中兴大唐的万丈雄心就可能在一瞬间灰飞烟灭。”正式权力是强制性的，而江湖影响力是互惠性的
。正式权力更像是一部精密仪器的发动机，而江湖影响力更有人情味，而且如果使用恰当，效用未必
次于正式权力。毕竟，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毕竟是由人组成的，而不是一台冷冰冰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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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探》

器。对于当代热爱权力的读者来说，叶十朋无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榜样。大多数人想当官是出于对权
力强烈的渴望，但是正式权力这种东西极不可靠，所有权依靠于职位，一旦失去职位，权力立刻消失
。而江湖的影响力则显得稳定、强大且温情得多，是一种更加可爱的权力。
3、谍战电视剧《潜伏》原著作者龙一先生出新书了。请您注意这句话前半部分的修饰词，不直接说
龙一先生出新书了，而是要先标榜其身份：谍战剧《潜伏》的原著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电视
剧《潜伏》最近很热很吃香，以此推作者，这叫借势！是小说先火，带动改编影视剧？还是影视剧改
编后，再反带动小说受欢迎？前后次序不同，差别很大。前者之本为小说，后者之根为影视剧。小说
先火，作者自然跟着火，比如《暗算》之于麦家；影视剧先红，原小说作者却多半如过眼烟云，比如
《官司》（《集结号》原著）之于杨金远。如果是短篇小说被扯成长篇影视剧，被遗忘、忽略的可能
性更大。读者应该没有忘记，冯小刚执导的电影《集结号》改编自短篇小说《官司》。电影公映后很
火，原著作者也一夜暴得大名。无数媒体在一愣后，立马转头跟踪、挖掘、阐释这部已经发表了5年
的小说，大有文学复兴重燃之势。可叹的是，风头一过，一切又重归平静，敢情也就是一娱乐事件，
与文学到底没啥关系。但是，别忘了，麦家的小说《暗算》，在被柳云龙改编成电视剧之前，已经通
吃雅俗文学圈，不久前获得茅盾文学奖也多少能说明点问题。如今又有一位小说作者面临几乎一模一
样的境况，难道这就是所谓螺旋式的历史轨迹，总有相同的地方？前一阵子，谍战剧《潜伏》悄然风
行，占据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无数。电视剧改编自同名短篇小说《潜伏》，作者龙一，原著不过14000多
字，经过编剧施加神功，据说剧本达40万字。电视剧火了，带着原小说也热了，那作者呢？也会火么
？是在编剧圈火起来，还是在文学界引人注目？若冷静分析，情况看来似乎不妙，至少未必有想象中
的那般美好。人多知电视剧《潜伏》，少知小说《潜伏》；多知主演孙红雷、姚晨，少知天津作家龙
一；人们更感兴趣的是谍战剧，那可以一部一部接着往下拍，但对于一个作家，要是接着一部一部重
复往下写，那就成谍战界琼瑶了。文学作品、小说写作者一旦沾上了影像、娱乐，要么被娱乐化，要
么被遗忘，这很残酷，也很公平，就像多年前的李冯先生，因小说写得好而进入张艺谋御用编剧团队
，然时过境迁不过十年，其小说才华泯然众人矣！这似乎就是宿命，尤如刘恒最大的贡献，在于为编
剧界添了一尊活的大力神，为小说界留了一纯真的念想。前面说了这么多，再面对龙一先生的小说《
暗探》，难免变得苛刻起来。如果作者换为别人，还应该称赞几句。可作者既然是龙一先生，读者难
免对照电视剧《潜伏》进行比较（尽管龙一不停地自谦，认为自己的功劳只占1%）。还是先听听龙一
先生的小说观，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龙先生这样说：“我的观点是，要想将小说创作变成一场战
斗、一所大学、一种娱乐，甚至是一连串的胡闹。”这种说法很有趣，它几乎直接宣告了，龙一的小
说就是“一连串的胡闹”，因为《暗探》印证了作者的这一观点。在《暗探》里面，作者虚构了一个
唐朝的“便衣警察”叶十朋，他是长安最著名的暗探，二十年的暗探生涯中捉拿过无数的罪犯。小说
围绕这个人物，设计了一系列故事，先是与太上皇李旦成为至交，解读帝王心理；后又陷入宋璟禁赌
案中；接着又破获突厥人的间谍网，最后回到卷首，遥做呼应，结构倒也齐整。行文也有古意，营造
出了青灯佛书的一丝淡然之意。然而，小说涉及到的历史细节，比如太上皇李旦的心理世界，臆断和
想象成分居多，似有误导之嫌。另，所谓暗探，智慧、机智的东西比较少，少有畅快淋漓的感觉。龙
一说：“我的小说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有的都是身处生活困境，在信仰、使命和日常生活间艰
难挣扎的人们。”这话放在《暗探》上也贴切。叶十朋暗探生涯二十年，但小说并没有突出强调他的
过人之处，反是通过他，将触角伸至其他阶层，上至帝王权臣，下至丐帮贫民，写出各色人等在他们
位置上的尴尬、痛苦，把他们还原为一个个真实的人，这或许是小说的深意！作为读者和书评人，有
一个期望，将来某日介绍龙一时，不需要再加上某某电视剧原著作者字样，而直接说是作家龙一，那
还得龙先生写出更好的小说来。刊于《新闻晨报
》20090510http://old.jfdaily.com/newspaper/xwcb/page_52/200905/t20090510_633570.html
4、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写法，《暗探》在这点上显得很有趣。主角叶十朋是个小人物，却在长安有着
大侠客的名声和许多大人物也没有的能量，这无疑是一个寄托着常人梦想的设定。但有趣的是，在各
个故事中叶十朋都不是最出彩的角色，也不是真正主导故事的角色。《暗探》中第一个故事“阿喀巴
的宝藏”背后站着太上皇——曾经的相王李旦；而第二个故事“谋事在人”实际上是在描写皇帝——
传奇的唐玄宗。《暗探》的主人公叶十朋，一个左金吾卫的暗探，奔波努力和竭力思索，却并非情况
演变的主要原因。他终究是一个小人物而已。大人物有着显赫的头衔和权威的名义，而小人物混迹市
井，为了生存不得不和各色人等都搞好关系，却在偶然中拥有了更大的江湖权力。叶十朋，人微，但
并不言轻。另一方面，小说的故事情节表面上看若有缺憾，实际上却更贴近生活。如第一个故事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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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朋被程伍的卫队追杀，情节眼看到了高潮，下面却数笔带过，情节急转而下，起笔勾提看上去似乎
过于简单，让人心里若有所失。可细一咂摸，却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从这来看，作者的确实是个有自
己行文风格的作家。《暗探》后记中说：“中国人的生活五千年来根本就没有变，变化的仅仅是枝节
而已。例如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等根本问题，例如我们对待荣耀与挫折的态度，例如我们解决问题
的方法，例如我们待人接物的细枝末节⋯⋯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整个生活。”作者唏嘘数语道破千
百人情世故，不得不让人心生感触。对现代生活的人们来说，物质上的丰裕更突出了精神上的贫瘠。
这使得我们有意无意地寻求皈依和寄托。而中国的传统则使我们将目光投向我们的先祖。因此《暗探
》中人们说的虽是我们现代的白话，却出奇的没有让我们对其所处时代产生疑问，反而让我们感到亲
切和真实。小说写的是小人物的历史，也是我们先人们真真正正在这片土地生活，存在过的写照。而
在描写人物上，《暗探》确实写出了当时人们的气质神韵。如意的大胆泼辣，敢爱敢恨让人感到眼前
一亮，恍如一位现代女性；而“你怎么没有记性，叫我如意”的言辞反衬现实，却让人忆起那个骄傲
的盛唐。周洛然的真诚，常白食的重义，加上小说中几次提到“在这个以义字为最高人生境界的时代
”, “大唐男儿活的是一个义字”等叙述，我们能感到作者的推许和羡赞。另一方面，老院主，巴塞
里，老毕，从这一个个小人物身上，我们能感到小人物是如何巨大地影响着历史。在《暗探》中这些
小人物身上我们甚至还能体味、学习到些许亲情、友情、处世的智慧和做人的原则。这也是那“义”
字之下我们能看到的“理”的存在。这也正是千年来我们中国人一脉相承下来民族血液。这里我并不
把《暗探》当侦探小说或历史小说看，但其故事的趣味和扣人心弦也无损于他人权作消遣时的阅读快
感。从这点来说，能够完成一个承载百味的容器，自然不失为一本好书了。
5、唐代“大人”是称呼父亲，看到通篇的大人等常识性错误，真怀疑作者到底是不是如他自己所言
是搞历史研究的。
6、和几乎所有人一样，看了〈潜伏〉才知道有龙一这个人的存在，都觉得《潜伏》写的太棒了，按
照改编必不如原著的传统思维，认定龙一的小说肯定更精彩。后来听说《潜伏》原著才一万多字，就
没有买这个小说，而是买了《暗火》、《暗探》和《刺客》。说真话，想不通为什么豆瓣上居然有给
五颗星的。《暗火》这部小说本身故事和构思都不错，怎奈行文实在太拖沓，作者想着法子拉进大段
的天津当地知识进行普及，看的人经常觉得没有耐心。不是对天津当地文化没兴趣，而是讨厌大段大
段枯燥无味的叙说，毕竟小说的主要和根本目的是愉悦人。也许作者应该向丹布朗学习学习，普及知
识也是要有技巧的。暗探这个书，乍一看，我很激动很期盼，以为会有一部福尔摩斯式的小说。结果
很失望，这部小说其实放到任何历史背景下都是可以的，至于里面的人物，说真话，还真没看出谁塑
造的比较好、比较有新意、比较让人印象深刻。应该这样说，姑且可以认为暗探中的几个故事都是龙
一练笔的小说。他在学着如何去写故事，讲故事，架构。暗探中的故事，都流于普通。暗探这个噱头
没有得到发挥，而唐朝的风俗人情也没有多少，宫廷斗争也是处在初级阶段，更不要谈什么宣传词上
的“无间道”了。这个书倾力打造绝对谈不上，只是编辑借着《潜伏》的东风，把一堆练笔的小说拿
出来凑数而已。龙一在这几部小说中，他的故事都很有商业化，但是行文笔法却走作协那一派的。结
果自然是两者都不强，整体很弱。同样，《暗火》也是如此，让人看的实在是很不爽。要不你就走文
艺派，塑造人物，大玩文学性。要不你就走商业派，玩的就是情节，玩的就是扑朔迷离。两手抓，两
手都抓不住。最后，有点可以肯定，龙一的创意不错，他其实去跟着哪个导演混，专门帮忙提供故事
创意还不错。至于写故事，实在不是他的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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