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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刊行后，投
入通俗小说奇缺的书市，犹如一石激
起千层浪，购者如潮，反响之热烈，令
熊大木自己也是始料未及。

受此鼓舞，熊大木又先后创作了
《南北宋志传》（其中《北宋志传》又名
《杨家将传》或《杨家将演义》）《唐书
志传通俗演义》《全汉志传》《宋代君
臣演义》等演义作品。其他书坊主人
见有利可图，纷纷跟进，亦创作了大
量的作品，在此后的几十年，开启了
以书坊主为主的通俗小说
创作时代。

市场打开了，财源自
是滚滚而来，那么回到创
作本身，这些作品好吗？在
下来引用一段话：芜杂浅
陋，率无可观。然其力之及
于人心者甚大，又或有文
人起而结集润色之，则亦
为鸿篇巨制之胚胎也（语
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此为后世之评论，应为客
观。说的是言词浅陋，无多
少可读之处，要是有文人润色，或也
可成为鸿篇巨制，换言之，结构颇是
宏大。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以上面提

及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即《武穆
精忠传》为例，来看看熊大木之小说，
是否真的恁般不堪。从行文上看，模
仿痕迹较重，许多句式与《三国演义》
相差无几。不过，无可厚非，世上任何
一位作家，管他后来如何有名，也是
从模仿开始的。纵观《大宋中兴通俗
演义》全书内容，多引用史家论述，以
第三者身份对小说进行评点、注释，
如《三国演义》里面的论曰、评曰、纲
曰、断云等等，随处可见，鲜明地体现

出当时演义小说的创作风格——— 按
鉴演义，即以史为纲，补史之余，将正
统之史话通俗化，补以个人之想象和
见解，以成小说。
既然是按鉴演义，熊大木则将

《精忠录》里面岳飞的二十一道奏章、
三篇题记、一道檄文、一封书信和两
首词，均收录于作品中。鉴于此，有人
曾言，《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多是将文
言翻译为白话，有些甚至直接抄录，
而属于文学创作的，却是少之又少。

不可否认，熊大木之作
品，未免平铺直叙，过于
拘谨，同样是民间流传已
久的故事文体，与《三国
演义》那般若汪洋大海般
将无数人物和事件串联
起来，形成的煌煌巨著相
比，《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的确相形见绌，甚至没有
可比性。
任何事情要从各方面

去对比，明朝之通俗演义
小说刚刚起步，不能以后

世之小说作品与熊大木的仿作相提
并论，况且，商人逐利，其目的非是
要著不世之文章，流芳百世，不过是
一时之兴起，成一世之富贵罢了。然
不容置疑的是，熊大木的行为，一石
激起千层浪，在明朝的文化市场注
入了活力，却是不争的事实，此亦为
熊大木除创作本身外，给中国小说
史做出的巨大贡献，故史称“熊大木
模式”。

明日关注：此模式的出现，并非
是以作品的质量而论，乃是将演义小
说的创作，推上了模式化操作，给予
后人的创作提供了借鉴和启发，这才
是其最大的意义所在。

《棋语》
作者：储福金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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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就看到了棋的主人。他记

得他叫曹歇，没错的。但他基本上忘
了曹歇长得是什么样子了。那次他是
在火车车门内一个空间的地上坐着，
衣服上打着补丁。现在他是坐在上层
舱间休息处的一张椅子上。他穿的衣
服整齐多了，一套西装，料子看上去
很好的。他低着头，手里还是捏着一
颗棋子，正思考往哪里放下去。蓦一
看，那神情，那姿势，仿佛二十年都没
有过变化。
黄晓成在他的对面坐

下去，叫了一声：“点。”
黄晓成其实已经无法

确定眼前是不是曹歇，他
根本记不清曹歇是什么模
样了。
这个人终于抬起头

来。两个人对着面，眼光触
碰着。黄晓成真怕他认不
出自己了。他在旅行中，也
许多少次见过也会下棋的
人，与他们下过棋。而不像
黄晓成在一个人生的重要
旅行中，对一副特殊的棋、特殊的人
有那样深刻的记忆。
他原来的那张愁苦的脸，好像没

什么大的变化，只是额上皱纹更深了
些。此时眼光中流动着一点潮湿的笑
意。
一时静默，舱外的雨声打落到他

们的感觉中来。多少人生的不如意，
多少人生的漂泊感，多少人生的痛苦
记忆，仿佛都连着雨，飘下来，又飘落
去。无限的记忆，仿佛是连着的一串，
仿佛都不是真的。所有连着遥远的记
忆，都是不清晰的不尽正确的一串念
头，仿佛与梦一般。谁知道呢？
他没有说什么，只是把盘上的棋

收了，又把黑棋盒推到黄晓成的面前
来。仿佛要从棋中来认识黄晓成。人
生一盘棋，在棋中熟悉一个人，是最
好的。然而人生变化，二十年的光景，
棋上自然也会有变化了，还能比人的
形象更能记得吗？
黄晓成的人生一直漂泊，但下棋

的时候，他的心便静下来，漂泊流动
与稳定棋形成了一种动与静。
这盘棋，恍惚依然在梦中。黄晓

成内心无法着力。多少年中，他一直
研究着棋的变化，藉此让
自己的心沉静下来，自以
为棋力长进了，到底对手
很少，在地质队中要找人
下一盘，很不容易。
黄晓成的棋有了变

化，变勇猛为柔绵了，在大
势的变换处，似乎还有着
一点犹疑。
生活会有变化，人也

会有变化。身边的人天天
看着，不会感觉到变化。黄
晓成是在野外工作的，一

年中会有一大段时间流在外面。几
年前，有一次回家，进家门时，妻子
弯腰递给他一双拖鞋。她总是把家
弄得那么干净。家里似乎一点没变，
但她抬起头来看他的那一瞬间，他
突然发现这是一个他不认识的女
人。她的脸色黄黯，像涂上了一层暗
腊，而她原来白皙的美都不见了。慢
慢的，对着饭桌上的她，才发现她还
是原来的她。

明日关注：这是凭知觉而不是凭
感觉确定着她。人生是空的，一切都
在流动中空幻，这时间他深切地感受
着空感。后来才知道，她是得了病，一
种慢性病。

□半岛记者 黄靖斐

提到日渐崛起的国风动漫，大家自
然会想到《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和《大
护法》，最近又有一部新动漫即将上线，
就是由《大护法》制作团队原班人马倾
力打造的《大理寺日志》。这部盛唐国
风探案动漫改编自漫画家RC同名原
著漫画，尚未上线就已被网友称为
“2019年第一期待的国产动漫”，圈了
不少粉丝。项目总制作人边曦和导演槐
佳佳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我们想要做
出与众不同的作品，想为中国动画带来
更多的可能”。

影片《大护法》曾埋下彩蛋

2017年，电影《大护法》上映震惊四
座，不同于以往带有极强欧美或日漫色
彩的动漫，它内涵深刻还发人深省，随即
被评为豆瓣评分最高的国产动画，网友
评价它是“中国动画该有的样子”，此

外，电影《大护法》还获得中国金马奖
最佳动画片提名。由《大护法》制作团
队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盛唐国风探案
动漫《大理寺日志》，自启动以来就受
到广泛关注。总制作人边曦介绍，影片
《大护法》中就埋下了《大理寺日志》的
彩蛋，比如在花生村里墙上挂着的海报
等处都有所提示。
边曦透露，作者RC以彩色条格漫

画创作的古风悬疑探案漫画在国内各
平台展开连载的时候，就获得很好的反
馈，“作品独树一帜的人物设定和搞笑
的风格，俘获了一大批粉丝，也给接下
来的制作推出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在边
曦看来，“《大理寺日志》以萌宠作为主角
创意独特，中式表演体系别具匠心，美术
风格极具东方韵味，在国内动画市场中
无同类竞品”。

讲述“猫版狄仁杰”传奇

《大理寺日志》以古代唐朝为背景，以

主管全国特案要案的大理寺为舞台，讲
述变成猫爷的李饼在朝廷侦破奇案的故
事，听起来是一个“猫版狄仁杰”的传奇。
导演槐佳佳透露，在经历各种惊心动魄
的破案、冒险以及阴暗的政治斗争的过
程中，主人公依然坚定自己的理念，守护
内心的正义。“原著漫画内容中，有着非
常有趣的日常，是一部主线剧情烧脑的
唐朝公务员断案漫画。”兼具喜剧、推理、
动作、历史元素，风格轻松幽默、诙谐有
趣，探案情节烧脑引人入胜，剧情搞笑刺
激，“可以说是针对全年龄层的娱乐减压
动漫”。
在角色的塑造上，创作团队也独具

匠心，百度知道上就有人问，“大理寺日
志里的少卿为什么是只猫？”翻看作者的
微博才知道，原来是“网友投票投出来
的”。故事中角色众多，性格特点突出，每
个人物塑造都极有深度，每个角色之间
的关系也是扑朔迷离。原作者RC作为
编剧全程参与制作，更大程度地保留漫
画原作精华，又加入激烈的戏剧冲突，使
其更具可看性。

认真还原“盛世大唐风华”

不仅在故事上围绕着大理寺少卿萌
猫神探李饼切入盛唐时局，《大理寺日
志》更将盛世大唐四海文化兼容并包的
特点融入作品，并向观众揭露盛世之下
的暗潮涌动，使其更具深度。在最新发布
的预告片中，用《大护法》中经典台词“久
别重逢，非昨日”拉开《大理寺日志》盛唐
风云初涌之势，繁华的街头日常、忙碌的
大理寺，主角“白猫”少卿李饼身处黑暗
监牢，却以凛然之姿接下圣旨。预告海报
一经发布就受到广大粉丝的赞誉，“信息
量巨大，迫不及待想看”。
槐佳佳透露，为做好《大理寺日志》，

制作组把认真还原大唐风华作为第一要
务，不仅多次实地采风，学习了解盛唐历
史、风俗、建筑，还邀请了资深史学博主
森林鹿（《唐朝穿越指南》作者）以及天大
古建研究院等提供学术支持，“我们想要
做出与众不同的作品，想为中国动画带
来更多的可能。”

《大护法》热潮犹在，原
班人马打造《大理寺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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