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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马伯庸，作家，编剧。代
表作有非虚构历史散文《显
微镜下的大明》，长篇小说
《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
辰》《风起陇西》《三国机密》
《龙与地下铁》，中篇小说《末
日焚书》《街亭杀人事件》，散
文《风雨<洛神赋>》《破案：孔
雀东南飞》《宛城惊变》等。
作品《寂静之城》2005年获
国内科幻文学最高奖项“银
河奖”，《风雨<洛神赋>》获
2010年人民文学奖散文奖，
《破案：孔雀东南飞》等短篇
获 2012 年朱自清散文奖，
《古董局中局》入选第四届中
国“图书势力榜”文学类年度
十大好书。2022年，马伯庸
获第四届“茅盾新人奖”。

对话

记者：你的作品特别受影
视界青睐，《长安十二时辰》《古
董局中局》《风起陇西》《显微镜
下的大明》《长安的荔枝》《风起
洛阳》等多部作品都成功改编
成了影视剧，而且口碑热度都
很高。能具备这样高的号召力
和认可度，“秘笈”是什么？

马伯庸：对我而言，分享是

一种本能，写小说就是把我想

到的、我感兴趣的东西用一种

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的过

程。我就是个写小说的，完成

作品是我的本分，至于其他，

都属于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市场上历史作品始终就不是

一个主流，因为读历史作品首

先要有一定阅历，也要有一定

的文史基础，这对很多人来说

是个很累的事，尤其是这个时

代有这么多吸引人的东西，愿

意读书的人会比较少。但是

我不可能去吸引所有的人，不

可能说现在市场流行什么，我

就写什么，我也写不了。我擅

长写的还是在历史悬疑或者

历史解构这方面的内容，那

就只能通过自己比较有特色

的表达方式，吸引一批跟我

志趣相投的人，做好市场细

分就够了。

记者：会刻意为了方便影
视改编而进行创作吗？

马伯庸：很多人会问我是

不是为了方便以后影视化改

编，才把小说写得特别有画面

感。我想说这是两码事，画面

感归画面感，这是我从影视剧

里学来的，但不代表它就是剧

本。你写得再有画面感，到了

剧本阶段还是会把这一切推翻

重来。因此，作家既要能够从

影视作品中汲取经验，也要能

退得出来，不能完全被影视所

束缚住。

记者：你很多作品的历史
背景都是明朝，而且写的都是
小人物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钟
爱这个朝代、钟爱这群人？

马伯庸：明朝的民间是中

国民间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阶

段。我们都知道市井文化，或

者说小市民文化是从宋代开

始，那么到了明代，实际上这种

市井文化已经进入到一个发展

非常繁荣的阶段。那时候西洋

文化也进来了，它又具备了一

些海外意识和国际意识。也就

是说，明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

的时间节点，一方面它是中国

古代体制的巅峰状态，同时它

又是近代中国的先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图据受访者

钟爱写明朝故事
因为那是非常微妙的时间节点

2023年 2月，马伯庸亲自参与改编，

张若昀、王阳、戚薇、吴刚、高亚麟等主演

的剧版《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以下

简称《丝绢案》）跟观众见面。这个被他从

故纸堆里挖掘出的尘封已久的案件，让观

众看到了发生在大明万历年间官场与民

间的勾心斗角和人生百态。显微镜下，百

姓、官员、乡绅等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一

一显现。该剧日前收官，逾4.2万豆瓣网

友给这部剧打出7.9分的分数。

影视化的《丝绢案》也让马伯庸本人

感到惊喜，直言“完成效果很好！”男主角

帅家默（张若昀 饰）眼下有一道疤，马伯

庸说是定妆时张若昀提出的，“既表示物

理上的火灾之伤，也可体现内心阴影。一

个好演员，会主动去揣摩和塑造角色。”吴

刚饰演的范渊展现的明朝“包书皮”细节，

也让马伯庸感慨：“这一处闲笔小设计，却

能演绎出关键点，整个人物如铁炉焖烤，

看似星点余烬，内里温度灼人。”

客串编剧创作了一个新故事

《丝绢案》讲述了算学天才帅家默因

一次偶然，发现仁华县税赋账册一个长达

百年的赋税错误，开启了纠错证实之路。

尽管只有14集，但剧中涉及的田地丈量和

税负计算，以及各种历史考证、专业词汇

等应有尽有。

这种呈现在影视剧中的“注释”，其实

是马伯庸刻意为之。他接受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直言：“《丝绢案》不

是在历史间隙中寻找可能，而是根据真实

历史故事写就。如果编剧要把这件事写

明白，就需要对明代的政治时局、税收财

政、经济形态、风土民情乃至公文写作等

诸多方面做通盘了解。”

马伯庸强调，原著并非小说，而是非

虚构历史散文，是纪实文学。“里面的都是

真人真事，每一个人，每一句话，每一个经

历都是史有明载的。但是它实际上是写

了一个政策的演变过程，并没有一个明确

的情节。”为了能够用影视剧的方式去呈

现，编剧不单要从无到有创作一个新故

事，同时也要把丝绢案整个事件的精髓保

留下来，他说：“故事的主角还是帅家默、

程仁清（王阳 饰）这些人。那么围绕着这

个事，他们自己的命运是怎么样，他们有

什么样的动机。包括当地的这些县官，每

一个县官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我们都需

要重新思考、进行梳理，抓住他们的典型

特点组织成故事。这里面需要大量的考

据功夫、大量的历史知识作为支撑。”

编剧过程中，马伯庸遇到了不少挑

战，其中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戏剧性”，“原

作里是大量的会议记录和辩论过程，没有

我们熟知的起承转合这种戏剧性结构，怎

么把这些内容转成一种可视化、可听的东

西，这很难。不光是我，包括导演、演员，

还有音乐、灯光等各个部门都是群策群

力，尽量让这个过程变得生动有趣。”

当剧本写完之后，马伯庸对于编剧的

尊重和敬畏更深了一层。“因为我发现这

件事情非常难，从故事到剧本有很长的路

要走。而且真正的编剧，要考虑的不仅仅

是故事本身，还要考虑演员的状态，考虑

到拍摄时候的东西。要把所有事情都考

虑清楚，能够让演员有足够好的平台去表

现。所以我觉得编剧的责任比较重大，我

现在只算是业余客串了一把。”

以显微镜视角放大明朝社会现象

“大时代就是由小人物、普通人聚合

起来的，千千万万个他们产生了同一个诉

求，这诉求就形成了历史的浪潮，英雄则

是被潮流推上浪头的人。”《丝绢案》里，

“小人物”帅家默，就是被潮流推上浪头的

“英雄”，虽然短暂，却很耀眼。

在马伯庸看来，帅家默并不是典型的中

国古代会出现的人。“他的追求特别简单，非

常单纯，就是‘真’，或者说就是‘对’，无关利

益也无关情怀。”如果只是“算呆子”，人物又

不够丰满，“大家能理解一个对于数学、算

学有追求的人，但未必可亲，同时他内心

的动机也不够强烈。”

于是，马伯庸给帅家默增加了一些前

史。“他对于父亲的记忆，父亲对他的教

导，给他带来了对数字的深刻理解。”从丈

量田地面积发现问题，到对人丁丝绢税产生

质疑，再到曲折不易的提告之路，精于算学

的帅家默以满腔赤诚与坚持，修正了长达百

年的税赋错误，并与程仁清、丰宝玉联合，击

败了以范渊和马文才为首的乡绅官吏。

虽没有高高在上的庙堂之事，也没有

波谲云诡的皇权斗争，马伯庸却以“显微

镜”视角，放大明朝的社会现象，让读者和

观众看到一项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如何在

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下发生变化。

马伯庸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来总

结《丝绢案》大结局，这也是他最想呈现给

读者和观众的——人在面临重重压力下，

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抉择，“从古至今，每一

个人都会碰到、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我

们也会去想，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我是帅

家默我会怎么做？我是丰宝玉我会怎么

做？这里面每一个角色，都在根据自己的

立场作出或这样或那样的选择。”

接下来，《显微镜下的大明》系列其余

五个案件——《龙脉保卫战》《杨干院律政

风云》《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小

吏舞弊案》《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也会

陆续进行影视化改编，更多“小人物”将通

过荧屏与观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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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主角帅家默由张若昀饰演。

剧版《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给观众惊喜

马伯庸：原著并非小说，而是纪实文学

一把算筹，一方天地；一册税簿，一桩奇谈。
2014年底，在微博上看到朋友用一两百字简要介绍明朝地方上发生的一起税案，马伯庸的第一反应就觉
得这背后一定有更多故事。等跟对方聊起此事，其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立马引

起了马伯庸的极大兴趣。意犹未尽的他，不仅找到了原始资料——明代徽州府遗留下来的《丝绢全书》，还自己动
手把这桩丝绢案整理出来，用一种不那么“学术”的方式转述给大众，于是有了《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

马 伯 庸
直言《显微镜
下的大明之
丝绢案》完成
效果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