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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３　　　　

在李伟新网络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邓维善

　　首先，热烈祝贺刘国华部长当选清远市文艺批评家协会

主席，祝贺李伟新的网络作品研讨会在清远市文艺批评家协

会成立的日子里顺利举行！清远市文艺批评家协会成立之初

就有大手笔、大动作、大胆识，可以说，这是我市文艺批评

家协会主席刘国华组织领导有方的结果，也充分显示我们文

艺批评家协会的刘主席务实而又富有活力的领导风格，有这

样的领导带领我们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我深信，我市的文艺

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我与伟新是多年的诗友，以前经常在一起交流，近两年

少见他，每次见到他，问他忙什么去了，他都说在忙着写网

络小说。我对网络作品不是很感兴趣，后来，朋友给我申请

了一个ＱＱ，在办公室忙完工作后，将自己写的一些文章放

上空间，呵呵，还挺多人看的，小说最多人评论，也最多人

看。可是，过了不久，就觉得有一点麻烦，我放上空间的文

章，被别人转载了，却连什么地方转载的也不写。因此我对

网络有了一点戒备。戒备归戒备，有空还是会放一两篇文章

上去，不想让网友们失望。刚才听了伟新的介绍，网络创作

也是在网友的鼓舞中取得成功的，这就是网络的力量。虽然

有人说网络作品都是垃圾，但是，也的确有好的作品，好作

品总会被广大读者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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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４　　　　

李伟新的 《特工之王》是比较受读者喜爱的小说，网上

说的是军事小说，我总体感觉是侦探小说。小说的主人公龚

破夭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但是他的行为却是以侦破敌人的

一个个阴谋展开的叙述，符合侦探小说的特点。从伟新出版

的两集来看，有三个特点：第一，可读性。主人公龚破夭从

为父报仇雪恨，一路追杀仇人，到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到

与日本特工斗智斗勇，故事高潮迭起，令人捧读之余欲罢不

能，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第二，智性。小说不仅以强人的

武功显示主人公精湛的武艺，而且让主人公充满智慧的力量，

使英雄的形象鲜活在读者的心中。比如，在智斗日本女特务

美智子的章节中，采用了欲擒故纵的手法，打了个回马枪，

令人拍手称快。第三，短语。伟新是写诗的，诗的语言一般

来说都比较短，写这部小说时，我发现他运用了诗的语言特

点，增强了小说的节奏感和悬念意识。“两人相视一笑，倏地

又分开，飞入林子深处。”简短的语言，既有诗意，也有神秘

感，更让人感到一种亲切。

因时间仓促，拿到书本时间短，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

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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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　　　　

文学畅想下的另类谍战

———读李伟新长篇小说 《特工之王》

张彦斌

　　拿到 《特工之王》，读上几页就知道李伟新是个自由惯了

的人，是个 “心野”之人。他太崇尚自由自在，以至于他小

说里的人物大多都是 “无政府主义”者。

就拿主人公龚破夭来说，无论是在桃源寨还是在大战前

的南京城里，无一不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龚破夭靠着 “白

胡子”老头的真传，在城市楼宇之上、山野丛林之巅，用逍

遥腿和八卦迷踪术与日酋搏杀，看不见、摸不着，却招招制

敌。当这样一位 “飞”着、“飘”着的侠客扑面而来时，自然

就抓住了读者的眼球，拔都拔不出来。

这就是李伟新制造。

这个网络当家的时代，给李伟新制造腾出了一个 “撒野”

的空间。在这个特殊空间里，作家选择了一群特殊的人，选

择了特殊的社会背景，把两个民族的精英摆在同一擂台上。

在两军对垒的杀场上，一个个特工们，如金枪鱼般穿行在夜

幕笼罩下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撞烂了船舷，撕破了渔网，朝

着敌人的阵地冲锋。

《特工之王》给读者揭开了另一个阅读窗口，当掀开厚重

的窗帘，展示出的是一群鲜活的生命。在这个生命群体中，

或正义、或残暴、或刚强、或柔美，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

一笑，无不吸引着读者的眼球。作品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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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６　　　　

我却没有总揽之批评能力，只有在表面上做做文章，但愿不

给小说添乱。

短句风格与南腔北调

语言特点一：南腔北调。作家的语言魅力藏在了字里行

间。乍一看 《特工之王》的语言有一些零乱，有中原语言元

素，有南粤方言俚语。这原本是作家最为忌讳的语言表达，

却被李伟新应用得淋漓尽致。李伟新出生在连山壮族瑶族自

治县，是多民族聚集区，也是中原文化、岭南文化和少数民

族文化的 “三岔路口”，语言风格南腔北调，不是缺板反成

长。龚破夭在桃源寨与田欣花前月下说话，语言特点像吟唱

客家山歌；在战场搏杀时龚破夭说话，又像是奔腾怒吼的黄

河。读着读着会有 “错位”的感觉，错把瑶山当巴山，或错

把北江当黄河。

短句，是李伟新 《特工之王》的又一特点。作品中 “侠

客型”人物比比皆是，“侠”这种人不能拖泥带水，不能婆婆

妈妈，出手快、飞得高，说短句、用白描，比较符合人物性

格特点。

我想李伟新 “说短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跟 “网络文

学”有关。《特工之王》的 “出生证”上填写的是网络小说，

在网络上找读者，不如说是读者找作家。网络上没有情面可

言，不好就会被人跳过去，写得好就会被海量人群趋之若鹜。

也就是说，《特工之王》被粉丝们咬住不容易，咬上之后松口

也不容易。有数不清的粉丝是李伟新的 “编辑”，今天看了，

明天还要看，追着屁股要账，要快就写不了长句子。因此，

《特工之王》，一行一行，像写诗，读起来很酣畅。但是，写

短句如同在 “圆桌溜冰”，更需要功夫，没有深思熟虑，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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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７　　　　

张嘴就来。

自由表达与思想真实

谍战题材的文学作品比较多，尤其是抗日谍战题材的更

多。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岁月里，在中国写小说要看政治家的

脸色，要过出版社那道门槛，仿佛笔杆子不是握在作家手里，

作家的思想与灵魂上寄生着挥之不去的魔咒，于是说着言不

由衷的话，自己与自己进行无谓的抗争。欧洲近代哲学奠基

人之一笛卡尔说：“凡是我没有明确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

它当成真的东西接受。”面对历史，许多作家非但没有刨根问

底，反而做掩耳盗铃之态，以屈服于政治和世俗。例如在国

民党抗战问题上的认知，几乎是一个腔调：那就是消极抗战。

即便是国民党打了胜仗，也是在国人的强烈要求下不得已而

为之的行为。用这种 “简单”方式讨好政治的作家，过去有，

现在也有；有初出茅庐者，也不乏大家。换言之，是作家缺

少系统看问题的习惯和方法，同时也缺少了应有的胆略。而

在 《特工之王》中，李伟新没有 “简单”处理，他甚至用崇

拜的目光仰视着他笔下的国民党人，不管是龚破夭、尉杨、

尉迟风……在这方面，李伟新有意无意之间弥补了作家系统

性思维的缺失。这种看似自由的表达，实际是一种尊重，尊

重过往、尊重生命、尊重历史。作家一定要有真实的历史观，

还要具备笛卡尔的认真态度，才能让书里的人物活起来，艺

术真实是文学的生命。

美好与冷酷在同一调色板上

一个神秘而又残暴的日军特工突击队，用枪声打破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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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８　　　　

巴山的宁静，枪声震碎了一对恋人相拥的梦。从龚破夭带领

十几个猎人、十几条猎狗，围剿杀害桃源寨父孺兄妹几十口

的日军特工突击队开始，静谧祥和与撕心裂肺的场景就不断

地交替出现。

李伟新在 《特工之王》的故事构成上，是下了一定功夫

的。战争与和平时刻拷问每一个主人公的心。侵略者要靠杀

戮完成鲸吞中国的美梦，顽强的中华民族要用血肉之躯高筑

抵御外敌的钢铁长城。在白刃格斗的一招一式中，除了军事

实力的较量外，还有两国文化上的博弈，乃至两国文化的同

源与分崩离析。这种红与黑、唱与和、波与浪之间的重叠结

构，让读者时时经受冰火两重天，刻刻都有乘过山车的感觉。

我相信，这种矛盾同样也存在于作家的心中。正因为如

此，《特工之王》打响的第一枪是在桃花源一般的桃源寨。这

时，龚破夭怀抱的不是钢枪，而是青梅竹马如水一般的田欣。

同样，在日军突击队中也有心存良知的特工，虽然他们用屠

刀杀人，但他们心中也有那么一块是柔软的，他们也有美好

的憧憬，也有自己喜欢的鲜花，也渴望甜蜜的爱情。但是，

由于侵略者的本性，他们还是烧毁了别人的家园，杀害了茅

草屋里的夫妇，奸淫了小伙子的情人。

在同一块调色板上，李伟新调出了文学畅想下的另类谍

战。尽管作品中还存在着粗浅之笔，特别是 “侠”的味道浓

过了 “谍”，《特工之王》好看自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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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９　　　　

一部打造“中国００７”的精制之作

———简评长篇小说 《特工之王》

马　忠

　　新武侠是中国内地 “文革”以来出生的一代新人的武侠

创作，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出现于网络，后以２００１年 《今古传

奇·武侠版》创刊为标志大规模进入纸质传媒。特别是 “大

陆新武侠”的概念提出后，新的武侠高潮喷薄而出，一批荡

气回肠的新武侠佳作应运而生。由时事出版社推出的李伟新

的 《特工之王》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

这部作品大气、厚重、想象力超凡、节奏明快。 “破夭，

一定要为我报仇啊。”父亲龚啸天的一声嘱托，从此成了主人

公精武王龚破夭一生行动的理由。带着血海深仇，他于１９３８
年投军，凭着一身的精武功夫，在抗日战场上屡立战功。

１９４２年亲率特工队入缅甸，与杀父仇人中村正岛相遇，从而

展开殊死的丛林战。日本投降，战争结束，龚破夭受一神秘

组织的委托，与一美女特工继续追杀日本战犯。两人从亚洲

追到欧洲、南美洲，一一手刃战犯……小说情节曲折，视角

独特，是中国功夫在战争中、特工战中尽情体现的一部新武

侠小说。小说以精武王不屈不挠的精神，重塑中华民族神圣

不可侵犯的尊严，打造了一位中国式的 “００７”。探讨作品成

功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么几点：

一是 《特工之王》在写作上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该小

说的结构采用传统章回小说的形式，融合现代艺术，以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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