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网文是为了娱乐
好作品要做到开篇抓人

同时，他也总结了写作的“基本法”，即
黄金三章。“开篇要抓人，一句话就能勾人
看下去，而不是堆资料。有时候说得越多，
越容易露怯，就跟我的‘十爪金龙’一样
——看起来像是历史爱好者，但实际上只
是略知一二。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不要把
作品当成历史文去写，尽量淡化历史，把读
者引进来之后再慢慢展开。几句话上来，
读者一看觉得对味儿，是好故事、好作者，
就会一直看下去。”

喜欢历史文的读者中，很多人对历史
的了解，不亚于作者本身。三戒大师建议
初探历史文的作者，可以先从比较热门的
朝代写起，如三国、明朝等。“比较容易出
成绩，能够帮助作者建立信心。另外，你
想要表达的东西先缓一缓，动笔之前要考
虑清楚自己擅长写什么，能写得了什么。
还是那句话，‘你想你能干到’和‘你能干
到’是两个概念。如果不擅长写政治权
谋，就先放一放，别一写就崩了。现在的
读者口味都是很刁的。”

创新当然也很重要，“历史其实是一
张皮，皮下有两条路子。一条是跟着当下
最流行的写法走，另一条就是坚持自己的
道路。这两种写法都可以收获读者的青
睐，切忌既想这样又想那样摇摆不定。其
实读者看小说还是为了娱乐，好的作者能
够快速引爆剧情，让读者读来更轻松、更
快乐，充满期待感。”

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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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守护者，万历皇帝的亲
密战友，内阁首辅的好儿子，十六十七世纪
全球首富。海瑞的知己，徐渭的东家，利玛
窦的剃度人，徐光启等六位状元的授业恩师
……”这是著名网络作家三戒大师新作《小
阁老》的简介。故事里，男主穿越到明朝隆

庆年间，在诗歌、农业、科技、经济、金融、军
事、航海等领域进行跨时代的改变，成为700
余种各学科书籍撰写者，2700余项专利的发
明人，是现代大学与科学的奠基者。

本着“给自己的明朝历史故事画一个句
号”的初心，三戒大师将《小阁老》更新到了

465万余字，着眼于历史的细微之处，通过主
人公“赵昊”的人生际遇，将大明隆庆年间的
恢弘历史一点点铺陈开来。他接受封面新
闻记者专访时坦言，“大多数读者的口味是
比较喜欢故事性强的作品。”如何将知识点
融入一个好故事，就需要无限巧思。

三戒大师：带着敬畏心写历史类网文
谋定而后动

“开新书”并非易事

“在动笔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自己要写一个
什么样的故事，这个故事里会用到哪些方面的知
识。”哪怕曾经创作出《权柄》《官居一品》《一品江
山》《长乐歌》等多部历史题材小说，三戒大师依
然觉得“开新书”会经历一段“挺痛苦”的准备过
程。“我是一个地道的文科生，作品一旦涉及到理
工科的东西，就完全吃不准了，每个原理、典故，
甚至每句话都要查证。很多时候，读者说我‘水’
的地方，其实写得特别辛苦；反而是他们夸赞说
特别好看的地方，我写得更得心应手一些。这种
辛苦正好跟读者的观感是相反的，这没有办法。”

三戒大师原名杨浩，于2008年开始创作网
络文学。13年来，累计创作字数达1700余万
字，均为历史题材小说。“最开始写《权柄》的时
候，我对历史的了解其实相当粗浅，停留在‘上下
五千年’的水平上，《史记》也没翻完过。那时候
觉得自己能写，可一旦进入到创作状态里，就发
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在《权柄》中，有一段关于“十爪金龙”龙袍的
描写。“现在我们都知道五爪金龙是五根脚指头，
但我那时候不清楚，下意识以为是五只脚，一拍
脑袋就写了十爪金龙。现在一想起来，就觉得特
别羞耻，心说‘这是个什么怪物啊’。可那时候就
这么写了。”在三戒大师看来，这段“羞耻”的回
忆，反而让他对历史有了更多的敬畏之心。

“戏说”并非胡说
要带着思考看史料

“历史是非常严肃的，可以戏说，但戏说不
等于胡说。在关乎一个民族历史观和价值观的
塑造问题上，必须做到问心无愧。”在创作《官居
一品》的时候，三戒大师先是看了《大明王朝》等影
视剧，随后翻阅了《明史》等诸多明代史料。“其
实看了这些之后，足够写一部还算不错的历史
小说了。但真正让行家感觉有东西，或者让自
己觉得可以问心无愧，就要继续地深入了。你
看的书就不能只是《明史》这个阶段了，还要看
《明实录》，看《明会典》《明通鉴》《国榷》等等。”

如今互联网非常发达，很多资料都唾手可
得，但三戒大师觉得一部经得起推敲的历史传
奇小说不能仅靠罗列网络上的“只言片语”，还
需要创作者带着思考查阅史料。“网上其实很多
信息都是有错漏的，像我那天无意中检索赵士
祯（中国明代火器专家），突然看到百科上多了
一条信息，说赵士祯是赵锦的侄子。可实际上，
这个亲属关系是小说里杜撰的。随即我对这条
错误信息发起了修订申请。可在一个人人都能
编辑信息的时代，没人知道网上还有多少这样
的错漏。所以动笔之前，作者一定要带着自己
的思考去查阅资料。”

有时候，仅为写一个章节，他就要花费6个
小时。这其中很多时间耗在查证资料上，“每个
行业的境界大抵都是如此，看山似山，看山不似
山，一层一层地递进。”在三戒大师看来，“历史
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务必要多看、多思、多研
究。你越研究越会发现，每一段历史、每一个记
录历史的人，其实都是有立场的，想要还原历史
的全貌就需要找不同的资料互相佐证——要查
典章制度，看里面所有关于礼仪的东西；要看会
典，看里面的社会规章制度；还要下载论文，查
阅历史名人笔记。不仅要看，还要进行思辨，互
相印证，看到底哪些是对的。”

扩展视野关注世界
传递不一样的历史表达

兼顾情节和情绪高潮
让读者在共鸣中获得满足

谈及如何让作品既有知识性，又满足
读者对“爽感”的要求，三戒大师提出了几
个秘诀，“首先是代入感。你要先让读者将
自身代入主人公的生活中，和主角同呼吸、
共命运，自然会产生一种满足感与获得感；
然后，就要让读者建立和主人公的心灵共
振，比较粗浅的例子就是主角经历挫折之
后的反转与逆袭。”

三戒大师把这归纳为情节高潮和情
绪高潮。“按照科班的剧本创作来说，情节
高潮是为了情绪高潮服务的。”

在三戒大师看来，很多头部作者都非
常擅长读者情绪的把控，“风凌天下写兄
弟情，读来令人热血沸腾，你说它完全遵
循上面的方法吗？没有，但读者的情绪被
感染得恰到好处。情绪是要靠人物和情
节来推动与酝酿的。酝酿情绪最简单、直
接的方法就是压一压。《小阁老》前期我有
一个很沉痛的教训：主角父亲去当铺当玉
佩被伙计耍了那段，很多读者看了觉得心
里不舒服——其实当时这件事情太正常
不过。但读者心里会不爽，看个书还要受
窝囊气，后面的剧情里就一定要帮读者把
这口气出了。”

“有的作家虽然文笔比较稚嫩，但就
是特别抓人心。我记得有一本书，《九转
金身诀》，火得一塌糊涂，剧情起伏的点位
踩得极其精准，情绪上特别到位，这就是
天赋。”三戒大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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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戒大师笔下，历史小
说的魅力并不拘泥于庙堂与
权谋。如今正在连载的明传
奇小说《小阁老》，就全面呈现
了明朝隆庆年前的风土人情
——对于明朝社会生活、经济
发展、朝堂变化、新政实施、海
外贸易等均有交代，并对当时
世界历史发展格局的重大事
件进行了全面性描述，称得上
是一部“历史科普文”。

“庙堂这一块是读者爱
看的，也是我擅长写的，可写
多了，也会影响书的调性。
所以也在时时刻刻提醒自
己 ，创 作 需 要 放 眼 整 个 世
界。”这也得益于三戒大师多
年来的厚积薄发。“创作需要
积累，很多写作者第一次写

文的时候，可能只注重故事
和人物，忽略了视野。在《官
居一品》伊始，我还没意识到
当时在大明之外，还有英国
德雷克环球航行、伊丽莎白
一世的英西战争、日本正处
于战国末期，还有西班牙和
奥斯曼争霸等等。我们看历
史总是喜欢看自己国家的，
这就是视野的问题。你往外
看 ，就 会 看 到 不 一 样 的 东
西。所以后来再写明传奇，
就会考虑到这些。”创作《小
阁老》的过程中，三戒大师还
曾连续数日日更十章，可谓
废寝忘食、熬更守夜。“这是
个人兴趣的问题，也有责任
感和使命感的驱使。更多时
候，要坚持做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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