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2023 年 6 月 12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杜汶昊 □本版美编 郭佳卉 悦 读

读本好书

走进遥远岁月的炫目奇境走进遥远岁月的炫目奇境
——读魏风华《大唐的365夜》

■林 颐

“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
鬼，只有装神弄鬼的人。”苏无
名如此说道。

在《唐朝诡事录》里，苏无
名是这个破案团队的智慧担
当。身为狄仁杰亲传弟子，他
洞察幽微，博物多识，通晓人情
世故，知人心擅揣摩。编剧魏
风华说过，其创作苏无名借鉴
了历史上的狄仁杰和段成式。
我们熟悉狄公狄仁杰，那么，谁
是段成式呢？

段成式（803年—863年），
字柯古，少即苦学精研，尤深佛
理，能诗撰文，与温庭筠、李商
隐齐名，后世则以短篇小说集
《酉阳杂俎》享誉士林。鲁迅评
价《酉阳杂俎》“所涉甚广，遂
多珍异，为世爱玩，与传奇并驱
争先矣”。该书堪称古代大百
科全书，上承六朝，下启宋、明
以及清初笔记小说，尤以志怪
为佳。

没有段成式，就不会有《酉
阳杂俎》；没有《酉阳杂俎》，就
不会有《唐朝诡事录》；没有《唐
朝诡事录》，就不会有现在说的
这本《大唐的365夜》。电视剧
《唐朝诡事录》脱胎于魏风华三
卷本的同名原著，该书近似于
《酉阳杂俎》的现代白话文改
写，纷繁沓乱；《大唐的365夜》
则提取了精髓，紧扣志怪，凝练
了许多，与深入大众的电视剧
关联更密切，从书名亦可表明
它更注重于叙事的趣味性。

中国古代小说的基本审美
品格是什么呢？尚奇。诗文基
本都有正经目的，为求功名或

抒发情感议论；小说很“不正
经”，为了消遣娱乐，闲着，没事
干啦，来，说个故事吧，要吸引
人，越奇越好。《大唐的365夜》
里，都是奇幻的故事：梦中与人
结交饮酒，逝去的爱妻归来同
眠，三次吃掉书中“神仙”字样
的蠹虫可化为“脉望”助人成
仙，被盗毁被凌辱的尸身变成
厉鬼前来报复……诸般种种，
皆是奇事。明代胡应麟有言：

“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
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
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
笔端。”时代特色造就了唐文学
的瑰丽想象，唐人作意好奇，这
些故事充满着奇幻、诡秘的光
影，听故事的人沉浸其中，心眩
神迷。

与此同时，唐朝小说仍然
承接“传录舛讹”、野闻稗史、街
谈巷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段成式父亲段文昌，官居高位，
曾任元和末年宰相；段成式风
姿倜傥，诗文显名，颇为朝都上
下青睐。所以，段成式有很多
机会获取暗中流播的政治传言

与宫廷秘闻。《大唐的365夜》
化用的记载里，有很多篇幅谈
及政治事件，比如唐太宗死于
丹药，扶持宪宗即位的宦官集
团跋扈嚣张的行为，以及唐玄
宗求仙问道背后的权谋博弈，
聂隐娘与藩镇割据等等。由于
段成式好佛问禅，这些故事被
加入了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
唐代繁盛，万国来朝，很多外国
人居于长安，异域物品和文化
生活又格外增添了许多光怪陆
离的色彩。

《唐朝诡事录》是双线并进
的，一条是玄幻的悬疑推理侦
破，另一条则关涉唐睿宗李旦
时期的宫廷争斗。李旦贵为天
子，权力却被架空，他是否就甘
心呢？太子李隆基、太平公主
的政治斗争又会掀动怎样的汹
涌暗潮呢？所以，《唐朝诡事
录》是双男主剧，另一主角，金
吾卫中郎将卢凌风，出身范阳
卢氏，效忠太子，而其实又是太
平公主的私生子，他将做出什
么样的选择呢？《唐朝诡事录》
第一季埋下伏笔，想必这也是

已经开拍的第二季的重头戏。
从写作内容来看，《大唐的

365夜》并不是电视剧的直接
原本。全书共计27篇文章，每
篇容纳诸多小故事，从感觉而
言，仍然有些散乱。若以四季
划分单元主题，以“365夜”串
连故事，整本书的架构可能更
清晰些。原著书籍给电视剧提
供的主要是灵感，第一季的八
个案件——《长安红茶》《石桥
图》《众生堂》《黄梅杀》《甘棠
驿》《鼍神》《人面花》《参天楼》，
但凡留心，我们都可以从书中
找到端倪，费鸡师等人物也出
于原典或是人物改造。编剧之
功就在于，把《酉阳杂俎》《续玄
怪录》等古代笔记传奇中寥寥
数语的记载大加铺排，成为贯
串的剧情，并且加入了现代视
角下对人世况味的深刻体察与
同理心。

“大唐，既是山川明月，也
是一家一户。”开启《大唐的
365夜》，夜夜有故事，这些故
事是遥远岁月的风声，一直吹
拂着我们的心坎……

■甘武进

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
与十二地支中的卯对应，故称

“卯兔”。在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兔的形象是胆小、聪明、狡
黠，所谓“狡兔三窟”是也。但
同时，古人又认为它是一种预
示着王道之治、长寿的瑞兽，还
被视为月亮的化身。在《动物
寻古》这本书中，作者说：“在山
东安丘汉墓画像中，看到了月
亮与持杵捣药的玉兔、蟾蜍共
处同一画面的场景……可以
说，最迟东汉晚期，兔子完成了
从普通生灵到月中奔兔，最后
成为月亮中常伴嫦娥的捣药仙
兔之旅。”

十二生肖是中华文明传承
数千年的经典体现。这十二种
生肖动物中，除了龙是虚构的，
其余均在考古遗址中有所发
现。《动物寻古》作者袁靖，主要
研究动物考古、科技考古，有
30 多年丰富的前线考古经

验。本书从动物考古学家的视
角，分析各大遗址出土的动物
骨骼以及各种反映动物形象的
青铜器、陶器、画像砖石、绘画，
再结合相关的文字记载，还原
生肖动物的起源、驯化，以及它
们在华夏民族生产生活中扮演
的角色，仔细讲述了华夏民族
与动物自新石器时代起，同行
至今发生的种种有趣故事。

说到狗，人们首先想到的
往往是它们作为宠物为人类提
供的陪伴与支持。事实上，狗
也是最先被人类驯养的动物。
中国动物考古学家证实，距今
约10000至 9000年的南庄头
出土了狗骨。狗的祖先是狼，
为什么狼能被驯化为狗呢？袁
靖认为，最重要的前提是狼的
生理特征和行为方式有被驯化
的可能。古人不仅在生活中与
狗相伴，也经常将它们体现在
陶塑、画像石和绘画等艺术作
品中。西汉景帝的汉阳陵出土
了大量动物造型的陶俑，其中

仅陶犬就有400多件。
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生

肖，因为除了它，其他十一种生
肖都是真实存在的动物。多数
学者认为，龙这种想象中的动
物，其主体参照物是鳄鱼，跟蛇
也有关系，总之是跟爬行动物
有关。从西水坡遗址发现的蚌
壳摆塑的龙和陶寺遗址出土的
龙盘来看，古人从创造龙开始，
就赋予龙以神圣含义。这种做
法代代相传，并持续被融合、升
华、神化，直至封建时代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长时间的
文化积淀，龙更成为我们这个
多民族汇聚形成的大一统国家
的象征。自上世纪20世纪以
来，我们逐步形成把龙视为整
个中华民族标志和象征的共
识，开始自称是“龙的传人。”

猪，在十二生肖里排在最
末位。家猪的祖先是野猪，后
来野猪崽偶然被人们捕获，开
启猪的驯化之旅。在至少
9000年前的贾湖遗址中，就已

出现家猪的骸骨，证明此时先
民已经开始饲养家猪。它是古
人炫富的“工具”：考古学家在
距今约5000多年前的凌家滩
遗址23号墓的填土中，发现了
一头庞大的玉猪；商周时期铸
造的作为权力象征的青铜器精
致美观，其中包含了造型不同
的猪尊。家猪与人类定居生活
相适应，最终成为人们主要的
肉食来源，推动了人类文明的
不断进化。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牛
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勤恳老实、
默默耕耘，所以在有关属相解
读的作品中，牛年出生者的性
格，往往被描述为勤劳、踏实、
沉稳。袁靖通过对考古遗址出
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研究及研读
全国考古遗址出土的牛骨研究
报告，发现黄牛这种起源于西
亚地区的家养动物，至少在
5000年前，就被古人以文化交
流的方式引入中国。黄牛是古
人的肉食资源，在构建礼制的

活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其最突出的贡献是作为畜力，
构成古代农业生产中的主要生
产力，是保证中国古代社会持
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可以说，本书是动物演化
的“史诗大片”、实操式考古“破
案指南”、先人的“图腾信仰诞
生记”等，是一部将考古所得、
扎实可信的知识与千百年来流
传的浪漫传奇融合的典范作
品，彻底讲透“十二生肖”这个
特殊、有趣的中国文化符号。
书中还附有 200 多幅精美配
图，图文并茂地介绍古人如何
利用动物，引领读者多维度感
知古人眼中的动物形象。这是
一堂每个人都能读懂的十二生
肖考古课。

触摸生肖印记触摸生肖印记 感知文史变迁感知文史变迁
——读袁靖《动物寻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