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侠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侠隐》

13位ISBN编号：9787208069053

10位ISBN编号：7208069050

出版时间：2007-05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作者：张北海

页数：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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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侠隐》

前言

　　梦回北京 王德威 北京(或北平)叙事是台湾及海外文学的一个小传统。1970年代，唐鲁孙 (1915
—1985)以一系列追怀古都饮食风情的文字引起广大回响。一时之间，像是号称“老盖仙”的夏元
瑜(1913—1995)、名报人及小说家陈纪滢(1915 —1997)、学界耆宿梁实秋(1920—1987)以及后来以((喜乐
画北平》见知的喜乐(1915—)、小民(1929—)夫妇等，都曾与唐相互唱和。透过他们的文字，旧京的风
华仿佛又熠熠生辉起来。　　这些作者所烘托的北平知情守礼，韵味悠远醇厚。在他们笔下，同仁堂
、瑞蚨祥这些老字号总让客人宾至如归；杨小楼、梅兰芳、程砚秋、小翠花、马连良、金少山⋯⋯多
少角儿，名噪一时。城里的节庆喜丧永远有规有矩，从出生的洗三抓周到大去的送殡出殃，都有讲究
。尤其饮食，热豆汁、涮羊肉、茯苓饼、碗豆黄、奶酪、灌肠、炒肝儿，冬天夜半叫卖的冻梨、心里
美⋯⋯求之他处，何可复得?当然，遍布城内外的古迹名刹，宫殿园林，千万的胡同人家，还有那一大
圈城墙，更是老北京安身立命的所在。这里曾是六百年的帝都，一景一物，都有它的来头。　　1949
年前后，上百万的军民曾随国民党政府播迁来台。他们背井离乡，常怀故园之思。到了70年代，当令
的政治论述已由彼岸过渡到此岸，怀乡者的热情也似乎因为时移事往，而渐渐由浓转淡。唐鲁孙和他
的北平知交却在此时异军突起，就不能不令人另眼看待。离开北平二十多年了，这些作家渐渐老去，
他们立意要记下所思所怀，自是人情之长。而相对的，他们心中的北平印象非但不曾褪色，反而益发
鲜明活泼起来。梁实秋记得小时候吃春饼的盒子菜(《雅舍谈吃》)；郭立诚(1915—1996)不忘饽饽铺油
盐店，羊肉床子猪肉杠(《故都忆往》)；白铁铮遥想当年上元中秋重阳端阳的礼尚往来( 《老北平的故
古典儿》)，齐崧、刘嗣、丁秉链虽则是一再回味四大名旦、言高谭马的台上台下(《谈梅兰芳》、《
国剧的角色与人物》、《孟小冬与言高谭马》、《国剧名伶轶事》)；甚至“台湾姑娘”林海音(1918
——2001) 在北平一住二十六年，再也不能忘情当年的城南旧事种种(((我的京味儿回忆录》)。要不是
这座古城的蕴藉丰厚，地灵人杰，也不可能有如此历久而弥新的魅力。　　在唐鲁孙、侯榕生等人的
北京纪事将近三十年后，旅美作家张北海(张文艺，1936—)出版了长篇小说《侠隐》。这本小说
以1936年到1937年的北平为背景，敷衍了一则侠义奇情故事。这个时期的北平局势暗潮汹涌，日本人
的势力蠢蠢欲动，抗日的活动已自展开。与此同时一场江湖恩怨面临摊牌阶段。古城里各路人马斗智
斗狠，危机一触即发。当卢沟桥中日两军开火，一切都卷入战争的洪流中。　　张北海写的虽然是个
侠义故事，他最不能忘情的却是故事发生的场景— —北平。在他的笔下，七七事变前夕的古都有着山
雨欲来前的宁静。庙会市集的人群熙来攘往，街头城下的光景一如往日。胡同深处，四合院里，寻常
百姓的生活还是优哉游哉地过着。但立足多少年后的张北海明白，他是在跨越时空的暌违，观看北京
当年的回光返照。贯穿《侠隐》的抒情风格，恰与故事所要铺陈的电光石火，形成强烈对比。　　张
北海生于1936年，恰是《侠隐》故事发生的那年。1949年他随家人离开大陆，在台湾完成中学与大学
教育，之后赴美留学就业，定居以迄于今。　　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他的北平经验仅止于少年时期。
但这座城市已经让他难以忘怀。多年以来，张北海以有关纽约生活的散文，享誉海外。然而他执笔创
作首部长篇小说时，这位老纽约却必须回到老北平。　　张北海的创作时间与位置，使我们想到了如
下问题。比起在台湾曾风靡一时的唐鲁孙、夏元瑜，甚至侯榕生等这些“老北京”，张北海可说是其
生也晚，他其实错过了前辈作家笔下北平的好时光。到了90年代末期，这些作家或已过世，或已停笔
，而在台湾一片本土化的呼声中，故都种种更不折不扣地成为明日黄花。不仅如此，大陆文学自新时
期以降，老中青“京派”作家又卷土重来。汪曾祺、邓友梅、陈建功、刘心武等雕琢京味语言，描写
京城人事，一时打动不少旧雨新知。比较起来，张北海少小离家，哪里有本地作家那样多的现成生活
资料，供他挥洒?别的不说，他的叙事语言就未必带着京味儿写作的正字标记。　　我却认为《侠隐》
是近年有关北京叙事的特例。世纪末的北京又经历了一轮新的大建设。在一片拆迁更新的工事中，蛰
居海外的作家却怀着无比的决心，要重建京城的原貌。当年侯榕生所痛失的城楼必须复原，唐鲁孙所
怀念的生活情调必须唤回。而张北海所依赖的，不是悼亡伤逝的情绪，而是文字的再现力量。除了怀
旧，他更要创造他的理想城市。是在这里，回忆与虚构相互借镜，印象与想像合而为一。　　这是“
北京”梦华录的又一要义了。当年来台的前辈作家怀念往事无常，于是有了惊梦之叹，张北海则反其
道而行，正准备要悠然入梦。北京的繁华，他“原来”就已错过，既然如此，他反而得以大肆发挥虽
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奥妙。张将《侠隐》故事的发生点设定在他出生的那年——恰是民国北平繁华的
顶点，将故事的主人翁塑造成为由美国回到北京的青年侠士。种种巧合，不言可喻。　　细心的读者
不难发现，张的主角回到北京，由秋初到盛夏，度过四时节令，遍历衣食住行的细节。为了营造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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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隐》

的写实气氛，张显然参照了大量资料，自地图至小报画报、掌故方志，巨细无遗。他的角色特别能逛
街走路。　　他们穿街入巷，干面胡同、烟袋胡同、前拐胡同、西总布胡同、月牙儿胡同、王驸马胡
同、东单、西四、王府井、哈德门、厂甸、前门⋯⋯所到之处，旧京风味，无不排挞而来。张北海(或
他的角色)几乎像是对照着唐鲁孙等人的文字，走进了他的前世，他的梦中北平： 他隐隐有一点儿回
家的感觉，虽然北平也不是他的家⋯⋯但是今天，晒在身上暖乎乎的太阳，一溜溜灰房儿，街边儿的
大槐树，洒得满地的落蕊，大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喇叭花儿，一阵阵的蝉呜，胡同口儿上
等客人的那些洋车，板凳儿上抽着烟袋锅儿晒太阳的老头儿，路边的果子摊儿，刚才后头跟着的那几
个小子，秃头流鼻涕的小伙计⋯⋯他觉得心中冒着一股股温暖。　　《侠隐》所渲染的并不仅止于大
量北平的生活特征，景观符号。在这些 “写实”印记之上，我们不曾忘记小说本身极度“不写实”的
色彩。这是一个有关侠客复仇的故事，有师门血案，万里寻凶，更有侠情义胆，快意恩仇。种种旧派
江湖小说的人物与行动被穿插在北平日常生活的描写里，由此所造成的叙事风格的反差，在在引人侧
目。时序已经到了民国二十五年，就算北平饶有旧日遗风，江湖会党的那一套恐怕也已经过时。更不
可思议的是，美国医生记者、日本特务、时髦男女，也都涉入复仇的恩怨中。　　张北海如此怀念、
书写北京的方式，识者或要不以为然。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这何尝不就是“他的”’故都春梦?出虚入
实，他的北京不乏人情世故之美，也无从避免已经和将要发生的忧患。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北京仍然
拥有自己的传奇。这是历史神秘的一刻，最家常的和最不寻常的场合交相为用。日本人的天罗地网挡
不住神出鬼没的燕子李三；冬夜的胡同再怎么弯曲寒冷，回到旧京的游子还是能找到心上人的门来。
　　但传奇何必只是匪夷所思的事情?1936到1937年的北平，洋人可以坐在四合院的天棚底下喝威士忌
；好莱坞的Anna May Wong可以向名媛唐凤仪买到便宜珍珠项链；真光戏院的首轮西片上演着；旧派
宅子里的堂会一样锣鼓喧天。中西新旧的事物都能在北京找到适当的位置。而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融入
四时更替的生活礼仪中，从中秋到冬至，从春节到元宵，再到清明，到端午⋯⋯再到卢沟桥的那一声
枪响。　　在世纪末的纽约，张北海如是地写着北平。他写的当然是一个有关巨大时差的故事。与他
的前辈不同，他不再苦苦追忆那失去的盛年，反而能仔细咀嚼北平宜古宜今的都会魅力——一种最特
殊的现代性。一切可信的和不可信的，记得的和不记得的，恍然都暂时抹去了时间的向度，权充说故
事者的材料。惟其如此，他下笔反而有了一种意外的从容。　　在记忆的尽头，想像豁然开朗。我们
可以这么说吧：有多少夜阑人静的时分，张北海就是他笔下的那个年轻侠士，一身轻功，飞檐走壁，
从一个胡同溜向另一个胡同，从一堵墙头蹿上另一堵墙头。他隐入古城的黑暗阒寂里，寻寻觅觅。这
仿佛是梦游者的旅行：他找的是有关自己前世今生的印记，梦同北京的线索。　　我以为《侠隐》的
出现，标志着过去半个世纪的台湾——以及由台湾延伸而出的海外——有关北京写作的转折点。俱往
矣。当年流寓台湾和海外的 “老北平”多已老成凋谢，就算他们有机会旧地重游，也难免不兴起人事
两非的感慨。张北海离开北平时年纪还小，但一鳞半爪的经验已足以让他想像，有那么几年，各样的
故都百态、春明好景，如何曾乍现即逝。南宋《东京梦华录》所描写的东京，早已荡然无存。北京梦
华录所描写的北京，又有多少痕迹，留得下来?瞬息京华，求诸他日，惟有梦寐，惟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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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隐》

内容概要

旅美作家张北海几十年来围绕着纽约、北京这两个城市写作。他的“粉丝”中不乏文化名人：阿城、
王安忆、王德威、陈丹青、张大春、骆以军⋯⋯
《侠隐》讲述1936年的北平，青年侠士李天然，为寻找五年前师门血案的元凶，深入古都的胡同巷陌
。随着他调查的深入，京城各路人马的斗智斗狠浮出水面，日本特务、亲日分子、豪门旧户、黑帮老
大、交际花、外国记者等轮番上阵。而老百姓的日子依旧悠悠然地过着。庙会、堂会依循旧例；东城
、西城一如往日。人情冷暖、旧京风华扑面而来。然而卢沟桥一声枪响，北平淹没在战争烟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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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隐》

作者简介

张北海，本名张文艺，祖籍山西五台，1936年生于北京，长在台北，工读洛杉矶，任职联合国，退隐
纽约，著作随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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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隐》

书籍目录

1.前门东站
2.巧红
3.蓝公馆
4.燕京画报
5.八月节
6.蓝兰的舞会
7.小跨院
8.圆明园废墟
9.夜店
10.无觅处
11.长城试枪
12.一宇洋行
13.火烧仓库
14.卓府堂会
15.羽田宅
16.掌毙羽田
17.燕子李三
18.什刹海
19.盗剑
20.香槟鱼子酱
21.冬至
22.访客
23.蓝氏兄妹
24.卓十一
25.查户口
26.腊八
27.东宫
28.顺天府
29.春节
30.春饼
31.卓府留帖
32.断臂
33.午夜的承诺
34.绑架
35.五月节
36.事变卢沟桥
37.围城
38.东站送别
39.第一件任务
40.第二件任务
41.血溅顺天府
42.夕阳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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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隐》

章节摘录

　　上哪儿去?北平大街没什么好逛的，先绕一圈儿再说吧。　　他大致还认得路。反正外城内城皇城
，大圈圈里面小圈圈，小圈圈里面黄圈圈。可是为了保险起见，他出了干面胡同西口，就沿着哈德门
大街上的电车轨道向北走。没一会儿就到了东四南大街。他记得北平的几路电车都穿过前门，再绕着
皇城跑。只要不进小胡同儿，不离轨道，准丢不了。　　他今天是个百分之百的闲人，没事在大街上
溜达的那种闲人。马路上人不多，只有在东四牌楼那儿过街的时候有点儿挤。他等了会儿。牌楼东北
角搭着一座高高的警察亭子，可是里边那位交通警好像只管红绿灯，只管汽车电车，其他什么洋车马
车，别说行人，连硬闯红灯的自行车，他都不理。偶尔挤不动了，他才在上头用扩音喇叭喊一声,“奔
东的洋车快着点儿！”　　他刚过六条就止步回头，进了胡同口上那家杂货店，问有没有月份牌儿。
一个秃头流着鼻涕的小伙计打量着他,“快八月节了，还买月份牌儿？”　　那小子一副寒碜相，李天
然瞄了他一眼,“有今年的吗？”小伙计用头一指墙上一张美女挂历,“我们自个儿要用。”　　“查
查行吧？”　　小伙计不搭碴儿，可也没说不行。李天然过去翻。是一天撕一张那种。　　今天是九
月二十二，阴历八月初七。他一直翻到十月十五，才是阴历初一。好，十月十五。他掏出一角钱给那
个小伙计，把那小子吓了一跳，不知道该拿不该拿，也不敢伸手。李天然把钱塞了过去，故意一瞪眼,
“去擤擤你鼻子！”　　十月十五，九月初一，还有二十来天。出了铺子，太阳晒得有点儿热。他脱
了黑短褂，立刻感觉到有人在看他运动衣胸前那几个外国字。没走了几步，又发现后头跟了好几个小
孩儿。他又套上了短褂，那几个小子跟了两三条胡同，也就不跟了。　　他隐隐有一点儿回家的感觉
，虽然北平也不是他的家。可是，他也根本没个家。自从师父一家人一死，他更没家了。但是今天，
晒在身上暖乎乎的太阳，一溜溜灰房儿，街边儿的大槐树，洒得满地的落蕊，大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
蓝蓝白白的喇叭花儿，一阵阵的蝉鸣，胡同口儿上等客人的那些洋车，板凳儿上抽着烟袋锅儿晒太阳
的老头儿，路边儿的果子摊儿，刚才后头跟着的那几个小子，秃头流鼻涕的小伙计⋯⋯他觉得心中冒
着一股股温暖。　　他顺着轨道拐上了北新桥西大街。想了想，改天再去雍和宫吧。　　到了鼓楼。
一上地安门大街就看见右手边不远的什刹海，拐个弯到了皇城根。南边就是北海。星期二，还有这么
些人。其中几个像是日本人，一个女的还穿着和服。他远远看见他们几个出了公园，上了街边一辆黑
色汽车。　　都快一点了，难怪觉得有点儿饿。他开始留意，看有什么馆子可以进去试试。电车轨道
在个街口分成两路，往南往北去的都有。他想了想走的方向，朝南上了西四北大街。　　刚过了西四
牌楼，一阵香味儿飘了过来。他没再犹豫就进去叫了碗羊汤面。　　坐在那儿吃，每次抬头往门外看
，都瞧见斜对面街边停了部黑色汽车。这次又抬头，觉得很像刚才在西皇城根看见的那辆。他又多看
了一眼，不自觉地吃慢了。　　他心不在焉地付完账，上了街，继续慢慢往南走。等他在街这边经过
那部黑车的时候，看见有四个人从一家饭庄出来。不错，是那几个日本人。三个黑西装男的，和一个
穿和服的女的。其中一个男的矮矮壮壮，圆脸，让他心猛跳了两下。再要细看，他们四个已经上了车
，往北开走了。　　隔着条大马路，前面又是人，又是车，又才几秒钟。可是，他又怎么能忘记这张
圆脸?上次也是几秒钟，可是，那几秒钟就是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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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隐》

媒体关注与评论

　　侠之隐去以后——读《侠隐》有感　　肖复兴　　武侠不是小说的内核，而只是外壳，就像砸开
一枚核桃纹路密实又坚实的壳，里面藏着的是喷香绵软而富于纯真油脂味道的桃仁。读完张北海的长
篇小说《侠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版），久久弥漫在我心头的，是这样的感觉。　　就小说
写法而言，并不是新潮笔触，青年侠客李天然去国五年，在美国整容之后以“海归派”的形象，焕然
一新出现在1936年的北京城，穿街走巷，上天入地，出神入化，为师傅复仇的故事，最后在抗战烽火
里将个人恩仇融合在爱国情怀之中，也不是什么新奇的构架。一部《侠隐》却让作者写得从容不迫，
丝丝入扣，就像老太太絮的棉被，将饱含着阳光温度与味道的新棉花，不紧不慢地一层一层絮了进去
，絮得那样妥帖，富有弹性，绵绵软软。读每一章节，都像躺在这床棉被上那样舒服惬意，更重要的
是，它里面充满的是如同母亲絮进去的情感，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对于大陆读者，《侠隐
》的作者张北海还比较陌生。这位出生于北京，13岁离开北京，就开始海外漂泊的游子经历，是这部
小说的背景与底色。北京对于他亦近亦远，亦真亦幻，确实，距离产生美，在遥远的思念、回忆和想
象中写出成的小说，才会如陈年的酒。因此，小说所弥散的味道、感觉，都是作者对母亲一般，对故
土挥之不去的情感。侠之隐去，浮出水面的，是老北京的浓郁的风土人情；浮上心头的，是作者无法
掩饰的怀旧之情。借小说细雨梦回，在四季轮回中再现京都的清明上河图，江湖侠士传奇，帝都家常
百态，虚实相映，血肉交融，用的是新火新茶，道的是旧景旧人，思的是故国故里。武侠只是小说的
外化，最后沉淀而结晶的是这份沉甸甸的情感。　　看来，艺术只有变化，没有进化。形式的新旧并
不能主宰一切，在唯新是举的潮流面前，《侠隐》以久违了的扎实的笔触与沉稳的心迹、干净的文字
和严谨老道的叙事方式，特别是意在笔先，认真做足了功课，稔熟于心地融入了大量的老北京地理（
从前门火车站到干面胡同、烟袋胡同到东斯隆福寺到海淀县城、圆明园、什刹海，一一如地图般准确
），和民俗民风（从中秋节到元宵节到立春到端午节，特别是写雪还没化榆树发芽时分吃的那春饼，
端午节将菖蒲和艾草以及黄纸朱砂纸上的印符一起扔出门外的那“扔灾”的描写），真的是地道，写
得那样韵味醇厚，精描细刻，逸笔氤氲，宛若一帧墨渍淋漓的水墨画。或者说是如小说中那位慧心巧
手的裁缝巧红裁剪合体、做工精道的那一袭袅袅婷婷的京式旗袍。方才让一册小说写得如此蕴藉，让
一座京城舒展得如此丰厚，耐得住咀嚼和回味。　　《侠隐》重新书写了中国传统小说创作的魅力和
潜力。它的白描，它的细节，它的人物出场、高潮处理，包括它的那些让你会心会意的巧合，都可以
看出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子，依然是那样的根深叶茂，婆娑多姿。　　自老舍和林海音先生之后，虽有
刘心武《钟鼓楼》等努力，老北京再未能以艺术巅峰状态呈现在我们的小说创作之中。我们并未出现
如雨果一样写巴黎、如索尔?贝娄一样写芝加哥、如白先勇一样写台北这样大都市的出色作家与小说。
作为一座世界闻名且罕见的古都，老北京蕴含的艺术魅力与潜力以及丰富的矿藏，远未被我们的小说
家洞悉并重新谦恭地弯腰拾起，如张北海一样有着如此文学的自觉。特别是在老北京面对推土机的轰
鸣，老街巷老宅院在“拆”字下大片消失的今天，如张北海一样的写作，显得越发弥足珍贵。在现实
的天地里，老北京渐行渐远；在小说的世界里，老北京却魅力永存而且愈加其彰显。　　海外作家张
北海《侠隐》一书在内地的出版，便给我们本土作家一点启发和压力，当然，也包含一份期待。期待
在老北京的艺术天地中，能够多出几个李天然，前来潇洒打擂而一展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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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阿城、王安忆、王德威、骆以军倾城推荐！　　★张北海，张艾嘉之叔，被张艾嘉称为中国最
后一个嬉皮士。　　★一本打着武侠旗号反武侠的小说，民国的武林，江湖已成为过去。　　★一部
老北京的哀悼之作，1936年，民国北平繁华的顶点，而当第二年日军铁蹄踏入古都之后，美好的一切
都随之消失。　　《侠隐》开篇而且通篇即在我很熟悉的北京，细节精确，我甚至可以为有兴趣的读
者作导游⋯⋯国际、国家、民间的复杂关系令人惊异，其中个人武功能力展现得又合理又不可思议，
是那种贴骨到肉的质感，不涉此前武侠小说一目十行的陈词。果然好看。　　——阿城　　张北海所
依赖的，不是悼亡伤逝的情绪，而是文字的再现力量。他是在跨越时空的睽违，观看北京当年的回光
返照。除了怀旧，他更要创造他的理想城市。　　——王德威　　皮影戏般的飞侠、戏台上的爱情对
白，乃至大型战争场景的动员及历史幻景，全在不忍删除的细微末节知识掌故中，边界模糊而让人相
信“在1937年的北京城里，真的曾经存在过那样一座城市”。　　——骆以军　　1936年，北平，日
本人的势力蠢蠢欲动，抗日活动也已悄然展开。　　青年侠士李天然，为寻找五年前师门血案的元凶
，深入古都的胡同巷陌。随着他调查的深入，京城各路人马的斗智斗狠浮出水面，日本特务、亲日分
子、豪门旧户、黑帮老大、交际花、外国记者等轮番上阵，一起酝酿着山雨欲来的局势。　　而老百
姓的日子依旧悠悠然地过着。庙会、堂会依循旧例；东城、西城一如往日。历经春夏秋冬，李天然的
衣食住行顺应着古城的节拍，人情冷暖也暗合世道人心，旧京风华扑面而来。　　然而卢沟桥一声枪
响，北平淹没在战争烟尘中，李天然，这位末代侠客，身负国仇和家恨，“侠”将如何行，“隐”又
该隐于何处？　　不管是纽约，还是北京，张北海至今仍乐此不疲地书写着他所热爱的城市。他的文
字简约、冲淡，笔法从容、潇洒，洋味十足，阿城谓之曰“风度”，并认为他的写作已经形成了个人
独特的白话文“文体”。张北海写“侠”，他本身也是个“游侠”，游历于东西方之间，在传统和现
代之间从容摆渡。与这样一个作家相遇，遭遇久违的干净优雅的现代汉语，将是一件幸福的事。　　
他隐隐有一点儿回家的感觉，虽然北平也不是他的家。⋯⋯晒在身上暖乎乎的太阳，一溜溜灰房儿，
街边儿的大槐树，洒得满地的落蕊，大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嗽叭花，一阵阵的蝉鸣，胡同
口儿上等客人的那些洋车，板登儿上抽着烟袋锅儿晒太阳的老头儿，路边儿的果子摊儿，刚才后头跟
着的那几个小子，秃头流鼻涕的小伙计⋯⋯他觉得心中冒着一股股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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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周一本书。
2、挺周正一故事，但总觉得没展开了写。诸多细节对北京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影视剧作感挺强的
，难怪要拿来改电影。
3、家仇大得过国恨，少了些正义凛然的热血沸腾。逝去的武林和老北京，爱四处遛弯的少侠李天然
，曾在那些旧砖瓦顶上窜下跳，伺机行动。
4、看完觉得故事精彩，人物生动丰满，那个时候的北平被写得抬手就能摸到。虽然故事是师门血仇
，千里追凶，但其中详实的生活细节更像是在看梁先生的雅舍小品。是因为姜文要拍这个故事才看的
，但是看完之后倒觉得应该让侯孝贤或者李安来拍似乎更合适。现在就等姜文了
5、喜欢，平和淡然，娓娓道来，连关于仇恨的描写都没有那么浓烈。作者很喜欢写走路，走了哪条
胡同，非常详细；写食物，那个年代北平的食物，猪油葱花烙饼，烧饼果子，爆羊肉，香椿豆腐，肉
片汤，让人常常看着看着，就饿了。即便之前并不热爱这些食物，看完之后，糅合历史感、年代感，
我不仅对北京的食物，更对北京本身多了一份喜爱。这是来京读书以来少有的感觉。电影开拍了，来
协和取景，关注，等上映了去看。
6、古都侠隐，残阳无语。
7、平生第一次看这类小说。非常喜欢李天然这个人物。听说要拍电影了，期待谁能演泽这样一个侠
士。
8、说它是武侠小说，不如说它是文化散文，非常详尽地描述了抗战前后的北京以及风土人情，确实
跃然纸上。但是人物塑造实在是有点欠缺，给李天然安了一个cp也是我最恶心的地方。怎么说呢，全
文看的并不是酣畅淋漓而是有点累，看到最后我是迅速浏览的，因为实在有点乏味，剧情并没有引人
入胜。
9、带有一定阶级性，但没有做作的腔调。有无数对于北平生活的描写，也讨论到了一些民族的问题
。故事有缺陷，寻仇全靠碰上。仍旧好看，值得一看。
10、小说情节并不精彩，甚至有些拖沓，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想要写出一座千年古城在悠
悠乱世中的闲适姿态，一个民族在沦为亡国奴之前的那种苟且与悲壮。老北京的面目，我只在《霸王
别姬》中看到逼真的一瞥，之后看到的那些，都太假了。 ps:寡妇巧红至今让人魂牵梦绕~
11、干啥都不能耽误了吃吃喝喝啊
12、“张北海所依赖的，不是悼亡伤逝的情绪，而是文字的再现力量。除了怀旧，他更要创造他的理
想城市。是在这里，回忆与虚构相互借镜，印象与想象合而为一。”——而我的后遗症是，只想大吃
几顿涮羊肉以及每晚回家都有一杯加冰威士忌等着我，梦回北平~（这个星期每晚睡前读此书，心平
气和呀） 【201702】
13、回家路上看张北海的《侠隐》，隐约又真切地想念我的北京，国仇家恨撂一边，分明是一座城市
的回魂。一边看一边咬牙切齿地想，回去先吃一顿涮羊肉
14、3.5 总觉得差点意思
15、徐浩峰说武侠的焦虑是礼崩乐坏，其实还是社会变迁下旧有的特权阶级式微该如何自处。这里却
又进一步探究，拳脚遇到枪炮，侠义遇到政治，旧有的秩序坍塌，家仇加了国恨，格局和野心都变大
。啊，还是姜文拍，可真期待。
16、不错的一本书，很有江湖气氛，小有瑕疵，但是总体还不错。
17、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用kindle读完的，非常过瘾，也很期待姜文的电影
18、作者对老北京真是太迷了，但是故事并不是有多好
19、2017已读01小说对于北京风物人情的描写精准到位，让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90年代老
北京的味道。不满意的地方在于结尾部分。就像《大圣归来》一整部电影憋到最后直接一棒子解决，
让人感慨前戏太长高潮太短，《侠隐》也是一样。灭门之仇是李天然整个人生的巨大包袱，复仇也可
以说是整部小说的主题。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最后的复仇竟然只用了几页的篇幅就寥寥结束。本以为
一身武功的李天然和同门师兄之间会有一场精彩的决斗，最后手刃仇人。没成想最后竟然是一枪崩掉
了对方。这样的「复仇」简直可以说是简陋了。不过毕竟《侠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关
于武功的部分也不是小说强调的重点。「武侠」也只是时代大背景下的一个分支。这样说起来，《侠
隐》是一部优秀的文化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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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被骗了。。这不是武侠小说。。还以为姜文要拍武侠。。失望。。。
21、这是个喧嚣的世界，以至于一本书要几个月的时间才可以读完，老北平的样子只能在回忆录似得
东西里找寻了，家恨夹杂了国仇，似侠而又非侠，羊蝎子和白干的畅快，不问身世只给你温暖的女子
，坦诚相待不计祸福的友人，是武侠，又像是一部北平民俗画卷，期待电影版.
22、断魂枪
23、李天然啊，李天然。
结尾处写着一只燕子，北平的燕子，从此就不叫北平的燕子了，那是被侵略后新的北京。但可惜后来
的事体比故事还让人惊悚啊⋯⋯
24、流水账且真实的记录了那个年间的北京，至于武侠谈不上吧。可能是华侨的缘故，行文有些怪。
看到有评论孤独的美食侠，倒也真不为过。
25、随着一声枪响，江湖侠客的刀光剑影终于伴着古都的湮没隐藏成了市井的传说。
26、越看越精彩
27、赶紧该买的买，等姜文电影一出来又得爆。书很好读，典型的通俗武侠写法，倒也没什么，好在
稳健流畅，尽显老北平的风土人情（美食地图），字里行间都是一股浪漫乡愁。潇洒浪漫，令人神往
，直爱上李天然。
28、地域背景是南到王府井东到朝阳门北到交道口鼓楼西到后海这么一小片地方，故事是写一个身负
血海深仇的人在1937年在这块地方报仇的事儿。故事很适合在这一片生活过的人看，也适合从来没有
来过北京的人瞧。 
29、感觉结局有点仓促，不够解恨，不太尽兴！
30、老派故事老派文风，前1/3是个槛：读不过去，可弃；读过去了，一马平川。
31、张老笔下的老北平真是蕴藉丰厚，韵味十足。边读边跟着男主在胡同街巷游荡吃逛，故事本身倒
没那么重要了。
32、味道很好。民国时，人们说现在的新北平以前的老北京；而现在，人们说现在的新北京以前的老
北平。
33、作为外人，看北平是观光，主要还是看故事。但情节没什么出奇，又变成了看北平。主人公天天
在北平吃东西谈恋爱，一个仇报了一整本书。
当武侠小说看的，看完觉得不算完全的武侠，过分平稳的报仇主线，书里的人还都不接地气，不差钱
的公子小姐和一大堆美国人。像是看一个人过活，自己和时代的算盘打得不一样的时候，是我妥协一
点，还是你把我丢开一点。这么权衡对峙一下，也就顺便给人看明白了，侠义道若要消失，不是正不
胜邪，而是时代把你的同伴和对手都给带到别的地方去了，没人和你唱对台戏，一个人也就再撑不起
江湖。
34、觉得很一般啊，为什么为他背书的人那么多⋯是因为作者辈分高资历老么。
35、民初的武林，江湖已成为过去。
36、写北京风物是既别具风情又温暖亲切，勾人思念。背景设定也很费心。不过情节老套，结构松散
，武侠上的创新不多。看评论五年前就有人提到张艾嘉就找了姜文来拍。姜文拍北京自然是别具匠心
的，对年代感的把握也高人一等，但故事大概得大改。还是蛮期待的。
37、完全是为了偶像姜文的电影去读这本书的。扬善除恶，总归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江湖的事情办
完了，那又要投身于拯救国家了。
38、看到一半才意识到根本不是武侠小说，但是一本很好的小说。这几年几乎看不进小说了，非常好
看，有意思。
39、二流武侠，一流文化小说。
40、18章弃，跟我理解的“侠”和“隐”都不沾边
41、燕子侠隐，永在人间。
42、真实的历史背景，一个侠义绅士，远在他乡却将老北京写得玲珑剔透。小说背后的东西应该比本
身更有味道
43、‘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里则不同，快意恩仇也不在。老北平的余韵，就像那片江湖，被洋
枪大炮打的支离破碎，纵使盖世大侠，也要隐而自保。
44、家仇与国恨
45、各位读者不要被骗了，这其实是个美食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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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越洋归来   替天行道  一了恩仇  穿云而去
47、窗外有雪，窗里有梦。
48、酣畅淋漓，一幅古都的写实画卷、一段小个体在大时代中的别样传奇。
49、腔调，语言，人物都不对，不着三四，太烂了，姜文要拍这个电影，不看好。
50、读着特舒坦 也特想吃涮羊肉 期待电影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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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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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侠隐》的笔记-第240页

        看得可真远，连天坛先农坛都看得见

2、《侠隐》的笔记-摘抄

         “他隐隐有一点儿回家的感觉，虽然北平也不是他的家。可是，他也根本没个家。自从师父一家
人一死，他更没家了。但是今天，晒在身上暖乎乎的太阳，一溜溜灰房儿，街边儿的大槐树，洒得满
地的落蕊，大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喇叭花儿，一阵阵的蝉鸣，胡同口儿上等客人的那些洋
车，板凳儿上抽着烟袋锅儿晒太阳的老头儿，路边儿的果子摊儿，刚才后头跟着的那几个小子，秃头
流鼻涕的小伙计⋯⋯他觉得心中冒着一股股温暖。”

3、《侠隐》的笔记-第259页

        啪完不过夜颇有我当年的风范（但是我没搞过寡妇）

4、《侠隐》的笔记-第325页

        问什么有时候比答什么更能表露说话人的心。

5、《侠隐》的笔记-第262页

        一九三七年从三藩市要经停火奴鲁鲁，中途岛，威克岛，关岛，马尼拉，三天才到香港，再从香
港经停上海到北京，单程850刀约合3500法币，李天然月薪50，但是一个二手进口冰箱还要500块。
二零一五年北京到三藩直飞十一个小时，往返九千多人民币，李寻欢月薪一万二顿时觉得自己没有那
么穷逼了（然并卵）

6、《侠隐》的笔记-第273页

        吃完饺子放炮仗，放完炮仗抓牌九可还挺有意思。

7、《侠隐》的笔记-第256页

        看见福长街就想起天桥派出所，应该找时间去换新身份证

8、《侠隐》的笔记-第219页

        还是咱们皇上会享福，后宫佳丽三千！不玩也可以摆在那儿啊！

9、《侠隐》的笔记-第337页

        年轻人看世界真是干脆。一会儿玩得半夜不回家，一会儿曲终人散，伤感离别，一会儿人生又是
一个个阶段，一个完了接一个，头都不必回。

10、《侠隐》的笔记-第274页

        骑驴逛西山，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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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侠隐》的笔记-第22页

        他隐隐有一点回家的感觉，虽然北平也不是他的家，可是，他也根本没个家。自从师父一家人一
死，他更没家了。但是今天，晒在身上暖乎乎的太阳，一溜溜灰房，街边的大槐树，洒得满地的落蕊
，大院墙头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喇叭花，一阵阵的蝉鸣，胡同口上等客人的那些洋车，板凳上抽着
烟袋锅晒太阳的老头儿，路边儿的果子摊，刚才后头跟着的那几个小子，秃头流鼻涕的小伙计⋯⋯他
觉得心中冒着一股股温暖。

==========

在场景描述中感觉到了对北京的爱

12、《侠隐》的笔记-第75页

        江湖有江湖的正义和规矩，王法不王法，民国不民国，都无关紧要。

13、《侠隐》的笔记-第3页

        说是入秋了，宝石蓝的九月天，还是蛮暖和的，也没刮风。路上行人大部分都还穿单。七点多了
，天还亮着，可是崇文门大街上的铺子多半都上了灯。马大夫领着天然穿过垂花门，进了内院。灰砖
地，中间一个大鱼缸，四个角落各摆着两盆一人多高的石榴树，和两盆半个人高的夹竹桃。他们没走
游廊，直接穿过二院上了北屋。淡淡弯弯的新月，斜斜的高挂在还没全黑下来的天空。风很轻，白天
的热气全给吹走了。他半靠在藤椅上抽着烟。胡同里的吆喝声一会儿一个，“山里红⋯⋯”“枣儿来
⋯⋯”两个人都很舒服的靠在椅背上，仰着头，望着夜空那些越来越明亮的星星。半天，谁也没说话
。蝉鸣好像静了一阵了。师傅早就跟他说过，“里九外七皇城四”，就这么几座城门，只是提醒他别
忘了北京人管崇文门叫哈德门，管阜成门叫平则门，而且门见门，三华里。好在这几天秋高气爽没下
雨，大小胡同里的黄土没变成一脚稀泥，所以碰到以前来过或听过的胡同，也就去绕绕。街上人不少
。有的赶着办节货，有的坐着蹲着晒太阳。两旁一溜溜灰灰矮矮的瓦房，给大太阳一照，显得有点儿
老旧。北平好像永远是这个样儿，永远像是上了点儿年纪的人，优哉游哉的过日子。年轻人看世界真
是干脆。一会儿玩得半夜不回家，一会儿曲终人散，伤感离别，一会儿人生又是一个个阶段，一个完
了接一个，头都不必回。

14、《侠隐》的笔记-第1-6章

        巴掌大的猪油葱饼。李天然吃得又香又过瘾。爆羊肉，西红柿炒蛋，凉拌黄瓜，香椿豆腐。
位置#170：恩？！？！北平有钱人就是不一样，中秋前后还有香椿吃？！

------------------------------------------------------------
“巧红。blabla，反正，名儿取得可正好⋯⋯会女红，手又巧。
位置#375：恩？！所以这位寡妇裁缝叫 关巧gong？

------------------------------------------------------------
四合院儿真是安静。李天然坐在那儿，像是身在山中野庙。这么小小一个院子，方方正正，天井那儿
的树有槐有榆有枣，都有三四个人高，鱼缸里有鱼，花盆里有花。大门儿一关，外边什么杂音飞土都
进不来。完全是个人的小天地。
哎呀羡慕得我。宅人的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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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

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

刚看了15%的想法如下：
终究是外地人（这位作者36年生于北平，49年去了台湾）写的北平，即便查了“大量史料县志”，也
带着外乡人的猜测和臆想，好似一场寄托给民国北平的梦，一种无处抒发的民国情怀。
对北平市井、吃食有诸多不厌其烦地描写，也写了好几段类似“北平日子的清闲旧味”，但不接地气
儿，好像一位游客，饶有兴致地看着当地人的生活，硬塞到心中那副北平喜乐图里边。
还是说，这种疏离，就是作者所追求的？

15、《侠隐》的笔记-燕京画报（5）

          金士贻听了大笑,"这几年北平可真变了不少，"他抿了口啤酒,"政府一南下，钱也跟着跑了⋯⋯从
前，我还在北大那会儿，西单那边儿有个'白宫餐厅'，里头有位女招待，可红了，叫'小一号'⋯⋯做官
儿的不来了，也没几个人有这个钱去捧场了⋯⋯前几年她还在，可是听说每月赚不到三十元。好家伙!
民国十五年那会儿，她每个晚上都不止这些⋯⋯八大胡同的馆子，十个关了九个⋯⋯"他喝了口酒，脸
上微微感慨,"如今，清静是清静了不少⋯⋯也就是一批文人教授偶尔凑凑热闹，可是哪儿能和从前比
⋯⋯什么意思都没了，连玩儿的地方都没几个了⋯⋯这么说吧，如今，你上哪儿去找个'小凤仙'？"

    他又叫了两瓶啤酒,"您刚从外国回来，真不知道这几年北平有多少怪事⋯⋯前年吧，市长还是袁良，
他以为掏粪的好欺辱，可以随便加税⋯⋯"

    啤酒送来了，他敬了李天然,"⋯⋯说到哪儿了?⋯⋯哦，好嘛!那些山东粪夫，一个个背着粪桶，把市
政府给围了起来抗议⋯⋯哈！"他又敬了一杯。

    "后来有人在报上写了副对联儿⋯⋯你听,'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哈⋯⋯你听过以前
在三庆园，后来去了广德楼，那个唱评戏的白玉霜没?⋯⋯没?⋯⋯她唱得可真够骚，尤其是《珍珠衫
》、《马寡妇开店》，结果硬给我们袁市长赶出了北平，说是有伤风化⋯⋯可是⋯⋯"他又敬了天然一
杯，再替二人添了酒。

    "可是你猜怎么着?现在袁市长早下台了，可是人家白玉霜，今天在上海可大红特红⋯⋯哟！"他突然
想起了什么,"我差点儿给忘了⋯⋯"立刻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小纸盒，递给李天然,"董事长交代的。

16、《侠隐》的笔记-第252页

        爷儿俩喝了六个二两白干，八两爆羊肉，四个麻酱烧饼

17、《侠隐》的笔记-火烧仓库(1)

         他还是把油伞交给了巧红，偏头看了看天，伸手接了接空中飘着的雨丝，又一张手,"这叫什么雨
？"

    她脸上浮起了笑容,"这不叫雨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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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抓了把雨丝，再一张手给她看,"这叫天上洒下来的云。"

    关巧红笑了,"您真是外国住久了，"也伸手在空中抓了把雨丝，也张开了手,"这天上洒下来的云，我们
管它叫雨⋯⋯"

    然后又把伞塞回他手上，转身跑进了烟袋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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