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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四月，以南京地屡震，命往
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

玺书召还。六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
入宫发丧。”《明史》上记载的这几十个
字，成为马伯庸写小说的灵感酵母，并写

成了长篇历史小说《两京十五日》。马伯
庸发动艺术想象力，将种种细节填入真实
历史的缝隙，描画出一场扣人心弦的千里
奔袭之旅。

1 月 7 日，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

办，封面研究院出品的“2021名人堂年度人
文榜·年度十大作家”揭晓。马伯庸因其
2021年的突出表现而被专业评委选中，无争
议上榜。趁此契机，封面新闻再次专访到马
伯庸本人。

历史细节
成了他创作的灵感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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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故事里有历史逻辑的真实

古都往往是
好素材的汇聚地

封面新闻：《两京十五
日》是您在阅读《明史》时，被
一段仅40字的真实记载所
启发写成的小说。《风起洛
阳》的原著《洛阳》这部作品
的灵感是从怎样的阅读启发
而写就的？

马伯庸：我对洛阳城的
兴趣从很早之前就开始了。
研究中国历史不可能绕过这
座城市。所以并没有一个明
确的契机来触发灵感，应该
说，我对洛阳这么多年的兴
趣和热爱，终于厚积到了一
个薄发的程度。

封面新闻：您有陇西、长
安、洛阳等古都系列的作品，
而且往往这些古老的城市会
成为小说中的重要背景，您
的这种选取，是否有意加深
小说的历史厚重感？您认为
在过去，一座城和一个人、一
段历史的关联是怎样的？

马伯庸：中国历史本身
就拥有着极其丰厚的文化内
涵，里面的素材取之不尽，而
这些古都往往是好素材的汇
聚地，无数的人物，无数的事
件，无数的典故和现象，每一
个都城都是一枚钉子，一连
串古都，恰好能把中国历史
的横幅高高挂起。

封面新闻：对于自己的
读者，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马伯庸：这个时代，肯读
书的人不多，肯买书读书的
人更少，所以你们每一个人，
我都很珍惜。

封面新闻：回望2021这
一年，对自己工作上的成绩
满意吗？接下来的一年有怎
样的计划？

马伯庸：2021年写完了
一本书，是我之前从没挑战
过的题材，断断续续地写了
好几年，创作过程很艰难，希
望2022年能顺利出版。接下
来路阳导演拍的《风起陇西》
也快上线了，还有潘安子导
演的《显微镜下的大明》，希
望大家到时候捧场。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马伯庸是个讲故事的奇才。他非
常善于挖掘和捕捉历史的某个耐人寻
味的真实细节，将之当成自己文学创作
的灵感种子，以此重构故事，写出自己
的文学作品。众所周知，能很好兼顾通
俗与艺术两个面向的作家并不多见，但
马伯庸的作品却能做到既有类型文学
的可读性，又不乏纯文学的艺术性。在
饱读中国传统经典获取精髓的同时，他
还注意汲取现代经典影视剧集的优点，
从而将自己写作内容的节奏设置在有
限的时间（比如长安十二时辰）内，而产
生出奇妙的艺术效果。

也正是因为以上种种特质，马伯庸
的作品特别受到影视界青睐，多部作品
已经或者正在被改编成电影IP、热播电
视剧。其中包括《古董局中局》《风起陇
西》《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的荔枝》等
等，2021 年《洛阳》被改编为《风起洛
阳》，成了热播剧。

2021年4月10日，马伯庸在成都
做读者分享活动时透露，《两京十五日》
正在被影视改编，处于打磨剧本的阶
段。此外，非虚构作品《显微镜下的大
明》的影视版权也卖出去了，他还亲自
写了剧本，“这是第一次写剧本。因为
这部作品很特别，我觉得我自己做剧
本，会更合适一些。”

将历史故事设置在一个有限的时
间内，马伯庸有自己的想法：“古代社会
的时间节奏很慢。我就想，写历史小说
也可以做到一个突破：把现代的时间节
奏放在古代社会，看看会是怎样的效
果。”马伯庸还提到，他认为在写作中想
象力虽然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
重要的是你要充分掌握足够的历史资
料。像这部《两京十五日》里虽然有虚
构的内容，但里面的历史逻辑都是真实
的。当时的人，骑着怎样的马，走过怎
样的路，京杭大运河上他们走的路线是
什么样子，这些细节其实都是我在史料
里发现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
演绎和发挥。所以，写作最重要的还是
要有知识的储备，而不是只靠灵光一现
的东西。”

马伯庸多部作品的历史背景都是明
代。他坦言自己“确实对明代尤其感兴
趣，因为这个时代里有很残酷的地方，也
有很有趣的东西。而且当时中国与西方
世界刚刚接触，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
发现。”不过，他正在写的新作中，故事背
景不是明代，也不是他很喜欢的三国，而
是近代，“清末民国初年，而且是在医学
领域。”由于没有医学背景，马伯庸还边
写作，边自学医学知识。

在马伯庸的历史题材小说中，既能读出真
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同时又能看到脑洞大开
的情节。如何把握真实与虚构间的关系，他有
自己的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不去改变
历史，历史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在细处我们
可以发挥想象，为既定的历史事件寻找一种全
新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一定是符合历史的，但
一定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从历史掌故里获得创作灵感，写出原创的
历史小说，马伯庸还提到一个阅读和写作秘
诀：“保持谦卑、开放的心态。谦卑就是，我们
要知道自己知道的还很少。除了要阅读大量
的史料之外，还要去阅读现代的学者对这些史
料的研究成果，多去跟业内的专家请教，才能
学到很多自己此前不知道的东西。开放就是，
不要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观点之中，而是要有
胸怀去涉猎更宽广的知识领域。比如我很喜
欢三国。为了更多了解三国，我不能仅仅读三
国的史料，还要看后汉、南北朝，以及明清时代
关于三国的相关阐述。这样才能够做到触类
旁通，很多创新的东西就出来了。我一直认
为，灵感除了需要灵光一闪之外，还要建立在
大量的基础阅读之上。所以，当你的阅读量足
够的时候，很多灵感也往往不请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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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和写作秘诀：
保持谦卑开放心态

对话

《显微镜下的大明》

《古董局中局》

《风起陇西》

《两京十五日》

马伯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