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意恩仇、匡扶正义的武侠世
界，总是能给人带来无限想象。温瑞
安在小说里写了许多侠客，萧秋水、
燕狂徒、王小石，性格各异，但心中均
有自己的侠义之道。

“你看侦探小说要破案，也是一
种武侠精神，就是要找到罪犯，将其
绳之以法。这就是我写《四大名捕》
的意义。”他解释。

人心向善，侠义精神在不知不觉
中慢慢积累。温瑞安常说，武侠不都
是打斗的。止戈为武，是一种和平的
手段、和平的精神。逼不得已时，才
需要以暴制暴。

“武是强国强身的方式，武侠精
神不是教人打打杀杀，不是去夺得什

么好处、财产、利益，而是

一种正面的手段，维护良心和良性的
竞争。”

他始终认为，只要是为了正义主
持公道，不管身份是记者、医生，或者
其他，依然还是一位侠者，武侠的趣
味就在于此。

温瑞安出道已有五十余年，半生
走来，最想达成的目标一如既往：“打
破旧的思维空间，在小说里寻求解决
问题的良方，为了武侠做出一番新的
天地，于更广阔的天空飞翔。”

故此，温瑞安依然对武侠抱有期
待，希望年轻人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我才把我多年来用笔一字一句
手写下来的作品，交托出去，完成武
侠的梦想，让现实世界更有侠气。”

据中国新闻网

萍踪侠影，快意恩仇，经典武侠作品以及衍生而来的影视剧，
是许多人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

武侠小说曾有过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那时，《笑傲江湖》《七
剑下天山》《萧十一郎》《逆水寒》等经典作品层出不穷，金庸与古
龙、梁羽生、温瑞安被称为“新武侠四大家”。

数十载光阴流转。随着时代变迁，年轻一代接触到了更多元
的信息，玄幻、仙侠等文学形式逐渐流行，武侠小说似乎已呈式微
之势，时常有人发问：“武侠是否正在走向没落？”

然而，在著名武侠小说作家温瑞安心中，武侠从未没落。“这样
的话说了几十年，但不久之后又有一两部横空出世的作品出来了，
写的人还是乐此不疲。武侠依然龙精虎猛地活着。”

这种自信，源自温瑞安对“武侠”的认知：侠义精神是中国文学
的一种原创，传承至今，早已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侠”是一种见
义勇为的精神，“侠”里有民族精神，长中国人志气。

“神州在，侠不灭！”这是温瑞安始终强调的观点，亦是他一直
坚定追寻的目标。

温瑞安与武侠，结有半生之缘。
他的父亲在年轻时来到马来西

亚，在当地教授中文，直到七十几岁
离世。“父亲也练武术，早年间喜欢
打抱不平，帮助了很多人。几十年
后我去马来西亚美罗埠，那里还有
许多人记得他。”

耳濡目染，温瑞安一直将父亲奉
行的“侠义精神”镌刻在心底，哪怕自
己儿时身材瘦弱，也会出手去帮别
人。他常说：“与其说是我选择了写
武侠，不如说是武侠文化选择了我。”

读小学一年级时，他开始在班

级里连载武侠小说，一边画画，一边
写故事，没有多余的纸，就写在作业
本最后几页上，笔触稚嫩却趣味横
生，引来很多同学借阅。

口口相传，温瑞安的读者越来
越多。后来，他又迷上了写诗，跟一
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诗社，
出版诗歌刊物，很快有了名气。

诗与武侠，存乎一心。温瑞安
把武侠看作富有故事性和传奇性的
诗，诗是文学里面最珍贵的血液，

“《侠客行》就是很有武侠味的诗”。
为了推动诗社正常运作，他逐

渐将重心放在了写武侠小说上。
1987年，他的作品《四大名捕会京
师》正式登陆内地，风靡一时。

为何武侠小说会受欢迎？温瑞
安发现，那些喜欢“武侠”的人，往往
也喜欢看《水浒传》，是因为喜欢里
面的“武侠”情节。

“大家心知那就是共鸣。被人
欺负时，我们希望有人出手帮忙，故
我便将这想法理念去写。”他讲道，

“心中有所不忿，希望可自我强大。
充分发挥这种想象力，谁不想当个
大侠呢？”

何谓“侠”？温瑞安的定义是，明
知不可为而义所当为者为之。“侠”是
一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内核是除暴安
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中者，
为情为义；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温瑞安一直认为，侠义精神是
中国文学的一种原创。

最直接的证据是《史记》。读
《史记》，里边有《刺客列传》《游侠列
传》，人们会对颇有武侠意味的故事
感兴趣；《资治通鉴》里描写侠义的
小故事，令人津津乐道，代代相传。

诸子百家，亦有侠义精神。譬
如墨子，“他是中国真正的第一位大
侠，替人家攻守城池，派弟子帮助弱

者守城。墨子的‘非攻’，是止戈为
‘武’，是一种儒侠的精神”。

读《三国演义》，人们偏爱“桃园
三结义”，是因为他们善良且忠义双
全，提着丈八蛇矛、喝断当阳桥的张
飞，一身力挽狂澜的豪气，很有些武
侠的味道。

武侠片流行时，这种精神一脉
相承。温瑞安慕名去看了李小龙主
演的《精武门》，半夜散场后，和其他
观众一路喝彩着走出影院，“他演的
陈真为弱者鸣不平，很过瘾”。

这些情节的背后，都离不开一
个“侠”字，“侠”里有民族精神，长中
国人志气。时至今日，温瑞安再次

重温那部电影，看到陈真要求对方
吃下“东亚病夫”几个字时，依旧热
血填胸。

不只是文学，温瑞安说，一直以
来，中国人的侠义精神，在各种影视
作品里都有体现，往往也会成就极
为经典的桥段。“武侠里有信念，有
锄强扶弱的抗争精神。”

事实也的确如此，近些年，武侠
剧走出了改编新道路，不乏爆款，亦
有质量不错的原创剧本，武侠新力
量持续“圈粉”新受众。

故事无尽，生生不息。就像温
瑞安所说的那样，武侠从未没落，依
然龙精虎猛地活着。

诗与武侠，结缘半生

侠义精神是中国文学原创

武侠精神不是教人打打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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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案纪实刑侦大剧《我是刑警》目前正
在央视八套和爱奇艺播出。该剧通过一线
刑警的英勇斗争与成长轨迹，串联起基层刑
侦的发展脉络，构建起宏大的叙事架构，全
景式展现了16万一线刑警的真实风采，演
绎了35年基层刑侦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

《我是刑警》播出的首个案件即彰显了
这部刑侦题材剧群像鲜活、现实主义色彩浓
郁的特点。剧集以“河昌市西山矿大案”为
开篇，一线刑警们闻令而动，展开了一场三
代刑警携手破案的精彩故事。他们运用路
径模拟、走访摸排、弹道痕迹勘察、法医检验
等专业手段，抽丝剥茧，逐步揭开案件真相。

该剧剧情紧凑，悬念迭起，在破案过程
中注重营造纪实感。拍摄镜头没有过多的
炫技，而是用平实的镜头语言记录下刑警
勘查现场、分析案情、走访调查等，用“粗颗
粒”的真实质感带领观众感受一场案件的侦
破过程。

剧集在紧密的叙事中清晰地呈现了干
部和一线刑警的破案思维与技巧，如刑事技
术专家曹忠恕和法医专家王德伦的关键贡
献，为案件侦破带来重要转机；秦川、叶茂
生、杜逢春的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始终保
持着破案的希望之光。一线刑警们的精彩
表现紧扣剧名——没有天赋异禀的神探，没
有全知全能的视角，只有日夜坚守的使命
感，这也正是16万一线刑警的真实写照。

《我是刑警》引发的关注再度展现了国
产刑侦题材电视剧的品质魅力。数据显
示，该剧自开播后，热度持续上涨，开播当
晚酷云单集收视峰值突破2.5%，第二日爱
奇艺热度破8000，在年末掀起了新一轮追
剧热潮。 高凯

刻画35年刑侦历程
《我是刑警》热播引关注

电视剧《故乡的泥土》近日播出后引起
业界关注。日前，在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等举办的研讨会上，专家认为，该剧紧贴时
代脉搏，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通过生动
情节展现老百姓对故乡的眷恋。

据悉，电视剧《故乡的泥土》根据同名
小说改编，在数十年的时间跨度内，讲述了
不同时代农民群众扎根泥土、创造美好生
活的故事，塑造了高海棠、杨春雪、梁麦茬
等有担当、有作为的人物形象。

研讨会上，专家表示，《故乡的泥土》将
农民对故乡和土地的依恋作为叙事主线，
故事平实、情感真挚，把时代变迁与个人对
理想的追求相结合，借助人物故事折射出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据新华社

《故乡的泥土》
展现老百姓对故乡的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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