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贼道三痴
《上品寒士》

推荐人：李强

网络历史文中， 以魏晋为

背景的并不常见。 对大多数作

者来说， 这一时期的史实不适

合写 “开挂爽文 ”，而 “魏晋风

流”又绕不过去。写“后宫风流”

易，写“名士风流”难。

三痴迎难而上。 首先，他创

造性地以爽文模式激活了这个

时代的历史资源———写出了魏

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压迫性”，

让主角陈操之以寒门身份去挑

战此制度，最终成功“逆袭”。 所

谓“上品寒士”便是打破“上品无

寒士，下品无士族”的传统固化

的社会结构，这显然能够引起读

者强烈的时代共鸣。

在 “寒门逆袭 ”的基础上 ，

三痴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写出

了理想的“魏晋风流”。 陈操之

虽是寒士 ，却才华卓绝 ，容貌

俊美。 其“逆袭”靠的不是力量

碾压 ，而是以才华服人 。 小说

的爽感 ，也不依靠剧情的离奇

转折 ，而是精神气质的完美展

现。 三痴把握住了《世说新语》

中两晋人物的神髓 ， 出色地

“还原 ”了其 “仰观宇宙之大 ”

“放浪形骸之外”的情态。 他还

巧妙地将 《世说新语 》中的人

物气质 “移植 ”到小说中许多

角色的身上 。 哪怕是反派人

物，也自有风采 。 《上品寒士 》

以历史文的类型框架 ，写出了

令人神往的魏晋风流 ，也可以

说是网络时代的“世说新语”。

相对于写人物 ， 写朝斗 、

战争似乎并非三痴所长 ，所以

《上品寒士 》 的北伐部分有些

力不从心。 但在《上品寒士》之

后 ，三痴真正确立起了个人风

格。 他将自己的文人之 “痴 ”，

投射到历史人物身上 ，书写他

们的文雅风流。 《雅骚》《清客》

正是在此路上更深的求索。

小周 123《十大酷刑》

推荐人：高寒凝

“强制梗”绝非肇始于《十大酷

刑》，《十大酷刑》之后，更是在女频网

文中持续泛滥，直至今日。在过去的十

余年间，“霸道总裁”和“冷面君王”无

疑是通用的男主模板。 《十大酷刑》中

的皇帝朱炎明虽也隶属这一人物序

列，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与众多“霸道总

裁”一般无二，却始终被作者、被主人

公以警惕目光冷静剖析，其扭曲变态

与色厉内荏因而得以被充分揭露，反

衬出此类角色模板的虚伪本质。

“强制梗”在女频文中多年的

蔓延繁盛，自足以证明，亲密关系

中的权力秩序， 仍然是女性最为

关注且有待反复撕扯的核心议

题。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

闭格局中，从“君叫臣死，臣不得

不死”到“爱上征服者”，似乎是可

以解释的斯德哥尔摩征候。而《十

大酷刑》的难能可贵之处正在于，

主人公严小周始终以命相抗，不

苟合、不妥协，终以决绝一死化身

诛心刑具， 斩断来自君王的摆布

与摧折， 也完成了属于自己的终

极复仇。 这背后或许有“不自由、

毋宁死”的启蒙之光，或许有“士

可杀而不可辱”的士大夫风骨，可

惜随着大众网文类型的兴盛，这

一具有互联网早期精英气质的作

品，如灵光一现，既成先声亦为绝

唱。自此之后，女性的解放还需要

很长一段心路要走。

《十大酷刑》于短至七万字的

篇幅之内，饱满地呈现出两组充满

张力又相互照应的人物关系，笔力

可谓精悍。却也正因姿态的过于决

绝以及篇幅容量的不足，使小说陷

入某种偏狭、极端的境地，带有一

股早期网文的偏邪之气。

荆轲守《人道天堂》

推荐人：吉云飞

《人道天堂》是网文中第一

部乌托邦世界畅想之书。 梁启

超说，读龚自珍《定庵文集》“若

受电然”。 读《人道天堂》，看人

类未来“黄金世界”的系统大厦

和一砖一瓦， 也会有 “若受电

然”的感触。 不同于以往“存天

理 、灭人欲 ”的 “乌托邦之书 ”，

《人道天堂 》尊重套路 ，不离人

欲， 但同时保留了乌托邦的冲

动。 更可贵的是，荆轲守的情怀

不仅是指向个体， 即求个人的

解脱；也指向集体，求人类的解

放。 让人读罢不禁自问，当物质

问题被基本解决之后， 什么样

的生活才是人值得过的？ 如何

以“人道”建造“天堂”？

这是一部充满激情的大

书， 它的出现恰逢其时。 2008

年， 网文圈还保有初期相对精

英的文化氛围， 同时也有了日

趋完善的类型模式与已成规模

的老白读者， 而荆轲守也处于

个人巅峰 ， 才气正喷薄欲出 。

《人道天堂 》 借鉴刚刚出现的

“无限流 ”，囊括了科幻 、历史 、

奇幻、仙侠诸类型，将之统摄在

最迷人的 “黄金世界” 的想象

下 ，席卷诸家 ，自出己意 ，可谓

集男频前十年类型套路之精华

的“大观之作”。

当然 ，对一切乌托邦图景

的正面描绘都会让人 “厌其浅

薄 ”，嘲笑作者的空想 。 《人道

天堂 》也不例外 ，况且其思想 、

情节和语言都有粗糙之处 。 然

其借助各种设定激发起的对

于 “人道天堂 ”这一 “乌托邦世

界 ” 的向往却是无比真实的 。

可惜的是 ， 随着无线端的崛

起 ，网文读者主体变为最普罗

的大众 ，才华渐尽的荆轲守把

自 己 的 作 品 变 成 了 止 疼

药———这是 “搬砖大众 ”每日

的精神必需品———也把自己

下降到了一般 “搬砖写手 ”的

层面 。

猫腻《间客》

推荐人：陈新榜

《间客》以康德关于“星空”

与“道德律”的名言为卷首语 ，

抱负宏大。 它一方面构造出恢

宏的太空歌剧背景， 另一方面

直击当下中国人的道德困境 ，

就何为正义、 如何践行等问题

反复撕扯， 使诸多价值立场激

烈碰撞。作者的巧思妙笔，使得

《间客》兼具宏大的世界架构与

幽微的伦理辩证。

《间客》具有网络小说中罕

见的严密结构， 主要人物各行

其道，关系又密集交织，数条情

节线索成股结扣， 读着越来越

有整体感。 这样的结构也让各

个主要人物能在辩论中充分展

开自身的立场及其逻辑， 在众

声喧哗中， 主角许乐坚定不移

地发出刚健朴实的最强音。 许

乐堪称整个网文世界塑造得最

成功的形象之一，通过这个“硬

石头”，作品不但延续了金庸笔

下胡斐、郭靖、萧峰等为国为民

的侠义传统， 而且卓有成效地

反驳了牺牲论、 代价论等当下

流俗谬见，维护了“大局”里“小

人物”的权益和尊严。

由于《间客》注重情节结构与

人物辩论， 就无法苛求其人物语

言的简练和人物 （尤其是许乐的

女友们）心理的细腻精确。这部闪

耀着理想主义光辉的作品， 不但

在网络文学中大放光明， 即便放

到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

中，也是当之无愧的佳作。

徐公子胜治《神游》

推荐人：王恺文

与大量顶着“修真”名头的“小

白文”相比，《神游》是一本真正在

讲“修真”的小说，徐公子胜治甚至

称 “把它当作一本丹书来读也可

以”。 全书可以划分出两条线：“凡

人成仙”和“仙人入凡”。

明线是“凡人成仙”。天生阴阳

眼的芜城少年石野结识奇人风君

子，在现实社会中修行丹道，最终

成长为一代神君。 在这一故事主

轴中， 读者可跟随石野的视角，听

风君子阐释佛家道家的修行法门。

跟随石野的层层破关，领悟“修行”

的真义： 真正的得道不在于 “升

级”， 而在于心灵的明悟和智识的

提升。

在全书中期，暗线逐渐揭晓：

石野是第一人称叙述者， 但惊才

绝艳的风君子其实才是《神游》的

“真主角”，种种机缘因其而起，又

因其而终。 石野是让读者代入的、

朴实无华的成长型主角， 而风君

子则从始至终光彩耀眼， 供人激

赏与膜拜。

本书的遗憾之处在于，“开后

宫” 等设定不免有些趋于流俗，第

一人称的叙事偶尔也会形成掣肘。

老庄墨韩《小楼传说》

推荐人：王玉玊

《小楼传说》似乎在用 340 余

万字的复杂故事讲述一个最简单

的道理：对的就是对的，无论有多

么艰难困苦都应行正义之事 ；错

的就是错的， 不管有多少无可奈

何， 都必须为自己的罪过付出代

价。

但恰恰是在极端纠结的人

物境遇之中 、在多重的质疑与否

定之中 ， 《小楼传说 》 那种明朗

坚 定 的 是 非 观 才 显 得 格 外 强

大———虽然法律未必总是正义

的 ，但用暴力解决问题仍旧是错

误的 ；虽然全无私欲的世界只是

一潭死水 ，但不计得失的付出仍

旧是伟大的 。 可贵的不是坚信 ，

而是在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矛

盾 、看到了世界的含混与暧昧之

后 ，仍旧能够毫不犹豫地选择去

相信爱与正义 ，相信人世间一切

美好与温暖 。那份自绝望中拔擢

而出的慷慨激越 ，如艳阳冲破阴

翳 ， 总能为读者带来感动与力

量 。

《小楼传说 》的文字并不完

美 ，作者对书中人物投注了太多

情感 ，以至于抒情性文字有时会

挤占叙事空间 、 打乱故事的节

奏 ；为了给每个人物一个美好的

结局 ，故事的结尾也略显拖沓冗

长 。 但 《小楼传说 》仍旧凭借反

类型 、反套路的精彩故事 ，生动

鲜活的人物群像 ，细腻动人的情

感表现获得了读者的喜爱 。 《风

中劲节篇 》是 《小楼传说 》中最成

熟精彩的篇章 。 在这个忠臣见

弃 、 名将受戮的悲怆故事中 ，主

人公风劲节与卢东篱虽百死而

不悔的信念如同照亮混沌大地

的光 ，纵然身殒也从未熄灭 。 老

庄墨韩总是这样毫不留情地将

人物丢进最绝望惨烈的境地 ，然

后看着他们从支离破碎的现实

里重新站起来———涅槃归来 ，初

心未改 。

新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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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入神机
《龙蛇演义》

推荐人：王恺文

《龙蛇演义》 讲述的

是中学生王超如何从普通

人成长为武学宗师的故

事 。 现代社会 ， 武者何

为？ 武功盖世， 但如何以

肉身对抗枪炮 ？ 以武犯

禁， 侠者如何面对种种形

式的权力和暴力？ 《龙蛇

演义》 对这两个问题做出

了精彩的回答。

在技术层面， 梦入神

机重拾了 20 世纪初的“国

术”概念，将其演绎成一种

更加系统化、 神秘化的中

国武术 ， “只杀敌 ， 不表

演”。这套体系融合了金庸

式的“内功”与当代功夫电

影的拳脚， 国术宗师未必

能够硬抗热兵器， 但也能

来去自由， 甚至杀人于无

形。由于梦入神机的创造，

“国术 ” 几乎替代了 “功

夫”，成为男频武侠网文的

重要概念。

在此基础上， 国术大

师们再次具有了选择的自

由。 “国术” 运动本就有

“救亡图存 ” 的大背景 ，

《龙蛇演义 》 更加将 “国

术” 放入了大国博弈的风

云之中。 在权力机器面前，

王超和他的伴侣唐紫尘始

终以无敌的强大保持着超

人的自由。 这些在现代都

市之中战斗的武者， 寄托

着民间对任侠精神的想象：

气节与血性大于世俗理性，

个人的自由与尊严不容折

辱。 这种野气纵横的气质，

在规规矩矩的 “逆袭文 ”

中实属凤毛麟角， 梦入神

机以刚猛精进的笔力将其

呈现为全文最大的爽点。

本书遵循爽文的套路

逻辑，却无枯燥重复之感，

国术的底蕴令每一次的

“练功-对决-胜利”的爽感

都富有质地。 全书最大的

遗憾也在于， 在接近结尾

的几十章中，“国术” 的力

量逐渐趋于玄幻， 破坏了

此前的现实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