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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看过马伯庸小说的人，总是会

被他书中的人物所吸引。无论是张
小敬，还是李善德，抑或是太白金
星，作为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他们的
故事却是如此精彩，也让读者从另
一个视角去感知和思考历史。

作者为什么如此善于在大历史
中发现小趣味，又在普通人身上反
映大历史呢？

马伯庸从讲故事开始，为大家
开启本次讲座。故事是最早的艺术
形式，讲故事是作家非常重要的能
力。那么，对于普通的历史爱好者
来说，怎么去讲好故事，又怎么在
看似枯燥的历史中挖掘出有意思
的故事呢？或者说，如果有一天我
们带孩子去博物馆，去名胜古迹，
如何讲解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呢？

马伯庸以讲故事的形式，分享
了他的“历史观”。

说起玄奘，一般人的印象就是
《西游记》里的唐僧，一个需要徒弟
保护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而看过《大
唐西域记》的读者，又会发现，他是
一个果敢、坚毅的高僧，能从长安历
尽艰辛到天竺取经，再从天竺回到
长安。然而，马伯庸还关注到了50
岁玄奘的一段经历，从而发现了一
个不太一样的玄奘。

50岁的玄奘已经是一个十分
知名的高僧，那一年，已经40年没
回家乡的他，随皇帝到洛阳，从而激

发了关于家乡和父母的记忆。于是，
他辗转找到了父母的坟墓，史料记
载当时的情景为“坟垄颓毁殆将灭
夷，追惟平昔情不自宁”，那一刻，一
个高僧在父母墓前崩溃痛哭的场
景，与如今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感情
是相通的。

马伯庸说，他曾经在陕西博物
馆录制过一期节目，用五分钟时间
通过一件藏品，给中学生讲一段历
史故事，他讲的主要就是玄奘的这
个故事。节目录制结束后，几名工
作人员都掏出手机给家中的父母
打了电话。因为，这个故事触动了
他们。

“讲历史故事，最有意思的一点
是，怎么在其中发现细节，怎么让现
在的人能理解古人。我们的历史虽
绵延几千年，但情感是共通的，人性
是不变的。”马伯庸说。

马伯庸分享的另一个故事，与
他今年的新书《食南之徒》有关。他
在广州参观南越王博物馆时，看到
了关于壶枣的记载，觉得很奇怪，
枣树生长于北方，广东怎么也会有
壶枣呢？后来他想明白了，秦汉时
期，南越政权的建立者赵佗出生于
恒山郡真定县，也就是现在的石家
庄地区，那里盛产枣子。于是，马伯
庸想，寿命逾百的赵佗在自己的晚
年应该非常思念故乡，于是将代表
故乡食物的壶枣树移栽到了自己
的王宫里……

8月11日下午，宁

波大学园区图书馆报

告厅座无虚席，著名

作家、编剧马伯庸主

讲了《历史中的大与

小》，吸引了一大批粉

丝不顾酷热天气抢票

前来现场聆听。

这也是宁波大学

园区图书馆“名家有

约”的第八场活动。

整场讲座，马伯

庸与大家分享了怎样

在大历史中找到小趣

味 ，怎 样 通 过“ 小 人

物”去更好地理解大

历史，让台下的观众

了解了其历史小说创

作背后的故事。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施虹宇

在大历史中找到小趣味

马伯庸来甬聊小说创作

B
2020年，马伯庸在武侯祠的《大三

国志展》上看到两块铭文砖。其中一块
写着“王复，汝使我作此大壁径冤我，
人不知也。但抟汝属，仓天乃死，当搏
……”出土时间为建宁三年，公元170
年，也就是黄巾起义前14年。而14年
后的黄巾起义，打出的口号是“苍天已
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从中，马伯庸看到的是，在黄巾起义前
14年，一个普通小砖匠对社会现状的
极度不满，相比于历史书上“东汉末
年，社会矛盾空前”的抽象描述，一块
铭文砖背后一个普通人的遭遇，显然
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另一块砖上刻的是“姓朱江乘人
居上描大岁庚子晋平吴天下太平。”这
是一个姓朱的家住江乘的老砖匠，于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留下的铭文。那
一年，晋灭吴，三国终结，历史又归于
统一。

结合历史知识，马伯庸给大家代
入一个老砖匠的视角，感受战乱年代
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不是英
雄的豪迈，而是普通人的无奈，是有可
能流离失所，甚至有可能被迫卷入战
争的恐慌。所以，当国家统一、归于太
平以后，这个老砖匠怀着激动、兴奋的
心情，在砖上精心刻下了这样的铭文。

马伯庸说，从这两块砖上可以看
出三国乱世因何而来，又因何而终。因
为一个又一个“小砖匠”活不下去了，
才开启了乱世，又因为一个又一个“老
砖匠”厌恶了乱世，战乱才有了结束的
逻辑。这也是怎么看待历史的问题。

“我想表达的历史中的大与小，不是说
不用关注大历史、只抠细节就可以了，
而是说我们只有往下看，关注到历史
中最小的那些部分，才能更好地理解
大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最小处理解大历史

现场互动环节，很多读者有备而
来，问了马伯庸很多关于创作的问题，
马伯庸一一回答。这里选择部分，以飨
读者。

问：您作品中的小人物总能抓住
我们的眼球，令人印象深刻，请问您在
写作中是如何让这些小人物活过来
的？

答：因为我自己就是普通人，我对
普通人很了解。历史小说怎样才能得
到大家喜欢，我觉得不是对历史的描
述多么的惊心动魄，而是能不能找到
与现代人的连接。为什么《长安的荔
枝》很多人愿意看，因为看到李善德很
容易就想到自己的工作状态。找到了
这种古今连接，这些人物的故事就能
讲得好看。

问：能否透露一下您接下来作品
的创作方向和灵感来源？

答：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创作方向，
我的习惯是不停地在全国各地调研，
看到好的东西就留下来。我的电脑里
有一个文件夹，叫“坑”，已经写了20多
个开头，都是在全国各地找的好题材，
觉得哪一个成熟了就写出来。

【马伯庸答读者问】

马伯庸，著名作家、编剧，人民文学奖
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茅盾文学新人奖
得主，代表作有《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
中局》《长安的荔枝》《太白金星有点烦》

《破案：孔雀东南飞》《风雨》等。
他的作品主要为历史题材小说，在历

史缝隙中大开脑洞，读来往往有奇趣。

马伯庸在讲座现场马伯庸在讲座现场。。

现场座无虚席。

如何把历史缝隙中的
小人物写“活”？

人物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