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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霸唱：读者的需求不外乎“通俗易懂”
本报记者 师文静

近日，悬疑类作品畅销作家天下霸唱推出酝酿 4 年之久的《河神·鬼水怪谈》。这部小说集侦探推理、悬疑探险、历史掌

故、灵异事件、民俗风情于一体，小说围绕主人公“河神”侦破“魏家坟捉妖”和“粮房胡同凶宅”两件大案展开，险险象环生、环

环相扣。天下霸唱称，作为网络起家的作家，他希望自己能离开网络写作，静下心来写几部能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河河神》就

是这样的一部作品。而对于作品一直畅销的缘由，天下霸唱称，读者的需求其实不外乎“通俗易懂”。

齐鲁晚报：《鬼吹灯》将要改编成 3D 电影，请问您也参与编
剧了吗？《河神》也要卖电影改编权吗？

天下霸唱：《鬼吹灯》的版权前年就被买走了，我从去年开
始为电影提供原创故事，但是一直没过审，上个星期审查的意
见才下来就被人爆料了，本来想开拍的时候再告诉大家。剧本
的故事还是我来写，但制片方要求电影的故事要包含新内容，
所以写了三稿剧本。写《河神》这本书的时候我是完全保密的，
但我觉得这本书特别适合改编成电影或是电视剧，尤其是电视
剧。这本书和以前的书一样有丰富的想象力，并且还接地气，里
面讲的都是民间故事，特别真实。

齐鲁晚报：《鬼吹灯》有很多关于神魔鬼怪的细节，这些细
节如何在电影中展示？

天下霸唱：我们国家小说出版的审查制度是非常严格的，
迷信的东西不能出版，当然中国也没有恐怖小说，最多叫做悬
疑小说。现在电影审查也有所放宽，电影名字中可以出现“鬼”
等字眼，这在十多年前是不允许的。其实《鬼吹灯》改编成剧本
难度不大，最大的问题是价值取向的问题，改完的剧本一定要
有正面的价值观，不能因为想发财去盗墓、偷东西。

电影改编的是《鬼吹灯》的第五册《黄皮子坟》。这一部讲述
的是在东北插队的一个老头“老羊皮”的故事，他是解放前的老
盗墓贼，但是他的故事本身是正义的，价值取向也是正确的。

齐鲁晚报：导演杜琪峰和乌尔善都想将您的小说改编成电
影，哪位导演更合适拍摄这部电影？

天下霸唱：我觉得乌尔善最适合拍《鬼吹灯》。当下咱们这
些年轻的导演，包括陆川、宁浩，我觉得只有乌尔善适合拍摄魔
幻题材的故事，而且他本身对我的著作非常熟悉，他都看过好
几遍了，很多情节他比我还熟悉。而且从技术上，大伙应该看过

《画皮 2 》，这个电影唯一的缺点是故事比较简单，技术上却很
好。所以，最终乌尔善能拍《鬼吹灯》我觉得是一个天时地利人
和的事情。所有最好的因素都在一块了，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
了。

2 《鬼吹灯》拍电影，天时地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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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唐首部短篇小说集。书中内容有关权
力，如何获得权力、如何使用权力，或者说如
何谋得更强大的生存权、自我命运与世界关
系的控制权。从谋篇布局到语言，字里行间血
脉贲张，一针见血，有着七分众人皆醉我独醒
的狂浪，且留三分似醉似醒的模糊于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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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涉世不深的大学生和职场人士，对创业
者，对那些不愿意混日子、有志于让生命焕发
一些光彩的年轻人来说，袁岳先生毫无保留地
将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分享给所有人，怎么为人
处世、怎么选择职业、怎么发现自己的优势、该
不该去创业等等，内容实用且生动有趣。

知名教育专家孙云晓和李文道从多年亲
子教育的研究个案入手，提出了“父教缺失的
孩子终身缺钙”、“小时父亲缺席，老时孩子缺
席”等新观点，全面论述了做一个好父亲对儿
子、女儿、妻子和他本人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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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塔守塔人巴尔萨泽·琼斯与妻子赫
碧、可爱的儿子，还有一只一百八十岁的乌龟
生活在有千年历史的伦敦塔里。一切都那么
美好，直到儿子突然离世。赫碧无法理解丈夫
在儿子死后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却落下收集
雨水的怪癖。她同情他，但开始怀疑他们这段
感情是不是就此完结。她决定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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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以李逵的官场升迁经历为蓝本，写出
了梁山中的人性与人情。水浒人物不再是一个
个劫富济贫的好汉形象，而是各自戴上了一副

“看形势、观局面”的面具。李逵给我们勾勒了
在“梁山”这个权力机构中，大家为了权力勾心
斗角、相互制衡的官场形态，并给我们讲出了
在这样的形态下各级干部如何站队，如何送
礼，如何织就关系网，如何处理同事、兄弟、上
司的关系等官场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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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为什么会想到以“水”、“河”作为创作的题材或
者元素呢？

天下霸唱：《河神》不是我第一次写有关“水”的作品，作为
主要元素以前曾经写过“抚仙湖下的僵尸村”。况且《河神》是
写上世纪天津水上公安的故事，当然离不开水。天津地处九河
下梢，大大小小的河洼坑沟多得数不清，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
常受洪水侵害，由此产生了各种民间捞尸队的传说和奇闻逸
事。写《河神》之前我搜集了很多资料，我把其中那些非常玄乎
的东西摒弃了，将最接地气、最能被民间所接受的故事融入小
说中。

齐鲁晚报：是什么刺激你写《河神》的呢？有什么缘起吗？
天下霸唱：最早找我写“河神”故事的是书中主角“郭德友”

的徒弟，他也是天津水上公安的警察，他想找我写他师傅的故
事，因为再不写就会失传了。但是他提供的关于小说原型的故
事没有什么诡异的情节，我就去找那些说书的老先生，包括当
初听过他们讲故事的人搜集原始素材。

齐鲁晚报：搜集资料是写作中最难的环节吗？
天下霸唱：写这本书最大的困难就是上世纪的很多奇人逸

事都是有头无尾的。因为这些故事都留存在说书人口中，说书
人又善于制造悬念，给你讲一个故事，大家都托着腮帮子听，然
后你想问后面的故事怎么样了，说书人可能说下回分解，也可
能说他也不知道。

我问过一位说书人，问他们为什么不把故事讲全了？他告
诉我永远留个悬念，听众听不完下次就会再来听。而写作的难
度就在于如何将故事编圆了，为了将这些没有结尾的故事找全
了，费了很大的力气。另外一方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距离现在
很近，小说中的很多地名、人名、人物，天津的很多年轻人听老
辈人讲过，所以写《河神》时自己发挥的空间很少，比较写实，但
更接地气，更贴近咱们的生活。

齐鲁晚报：《河神》将会像《鬼吹灯》一样出系列吗？
天下霸唱：这本书写得实在是太费劲了，《鬼吹灯》写了八

本，这个故事就写了一本，但是比写《鬼吹灯》的时候还费劲。
《河神》我当时写了五六十万字，最终删到 20 多万字，要是再写
一部我就得把命搭上，所以我不愿意再续写下去。但是我当时
收集了很多故事，将来我有时间的话，把那些故事整理一下，有
好的想法可以写些短篇。

1《河神》比较写实，更接地气

天下霸唱，本名张牧野，
天津人。2006 年，以“天下霸
唱”为笔名，开始文学创作，在
网络上迅速蹿红，成为国内最
畅销、最令人瞩目的作家之
一。其创作的悬疑探险小说

《鬼吹灯》系列成为书业界的
畅销神话，受到海内外千万读
者的追捧。

作家简介

▲ 天下霸唱近照

《河神·鬼水怪谈》
天下霸唱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1 月出版

齐鲁晚报：从《鬼吹灯》到《河神》，您有没有分析过为什么营造
鬼怪世界？是对读者市场的分析吗？

天下霸唱：我觉得通俗小说，首先是要讲些怪力乱神的，因为这
些东西读者很容易接受。“四大名著”多写怪力乱神，因为中国老百姓
喜欢这种离奇的故事。“图书市场”的定义太宽泛了，有人看书是学
习，有人看书是解闷儿，我想看小说的大多是作为消遣，这部分读者
的需求特点，除了故事有意思，也不外乎“通俗易懂”四个字。

齐鲁晚报：您也是从网络写作起家的，为什么新书《河神》不再
先网络阅读再出版纸质书？

天下霸唱：在网上写小说每天需要更新的内容太多，而且发布
之后自己没法修改，写得很草。我之前的小说包括《鬼吹灯》，有几
部我现在实在没法看，非常口水化。而且网络写作的话，每天一睁
眼第一件事想的就是欠网站几千字，自己很不舒服。在写《河神》的
时候，我跟编辑说你千万别催我，让我写个两三年，直到写好为止。
写这部小说，我用了三年时间收集素材，共写了 50 万字，删了 30

万字，改了无数遍。
在网上写小说，作品的质量是比较低的。也许故事写得很好

看，但是不如用几年时间写完的作品质量高，而我希望自己能有一
些作品是自己比较满意的，所以我花大力气写新作品。当然，在网
上跟读者互动的乐趣是非常大的，希望以后有机会我在网上写个
长篇小说连载，但是每天不要写太多，500-1000 字，每天能有个特
别大的悬念，这样写一年或是写两年。每天跟读者或是网友互动交
流，这种乐趣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

3 网上写小说，作品的质量比较低

本版编辑 曲鹏

︽
好
好
做
父
亲


男
人
最
有
价
值
的
投
资
︾

孙
云
晓

李
文
道

著

中
信
出
版
社

2


	B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