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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起洛陽》以武周時期為背
景，講述了偵破懸案，剿滅黑幫 「春
秋道」 陰謀，保衛神都洛陽安寧的故
事。劇中的 「神都探案小分隊」 有三
個主要成員。其中，武思月是皇親貴
胄、內衛的 「月華君」 ，她的哥哥武
攸決掌握着內衛大權，也是隱藏很深
的大反派；百里弘毅是工部尚書的次
子，雖為官二代，但家族歷來走專業
技術路線，在高層圈子裏不算尊貴；
高秉燭更是不良人出身，屬於賤民階
層。主角出身及其配比，透露出故事
最內核的結構及其隱喻。

「神都」和「不良井」二元對立
以此為視角通觀全劇，我們會發

現，在懸疑的情節、激勵的打鬥、陰
沉的權爭、詭秘的氛圍以及精緻的畫
面之後，始終架設着 「神都」 和

「不良井」 的二元對立。一邊
是天堂，一邊是地獄。生活

在神都的人，品嘗着美味
的羊湯，遊逛着漂亮的

南市，流連在紙醉金
迷的紅綃坊；掙

扎在不良井中
的賤民，吃

一塊瓊鍋糖已是難得的享受，還經常
遭受封井的恐慌。神都光鮮亮麗、秩
序井然，卻隱伏着巨大的危機；不良
井灰暗陰冷、混亂不堪，卻暗藏着拯
救的力量。強烈的對比，製造了充沛
的張力。

當不良井的 「井民」 們提到神都
時，總說 「上面」 ，而從劇情來看，
不良井內也有陽光照射，至少不是全
部位於 「地下」 。顯然，神都和不良
井的 「上下」 之隔，更多的是社會階
層區隔及其心理後果的映射。這構成
了貫穿全劇的重要線索。第一主角高
秉燭一出場，就是為了給偷偷跑到
「上面」 來見識神都繁華而死於非命

的兄弟們報仇，所有的故事也正是從
這裏抻出線頭。

以高秉燭進入神都情報機構聯昉
為界，故事分為兩個階段。在此之
前，高秉燭為報私仇而奔走，此後轉
變為社會安全的護衛者。在前一個階
段，高秉燭所代表的不良人，與武思
月代表的朝廷，以及與百里弘毅家族
有牽連的春秋道，三股力量圍繞各自
主張伸展，如同三條河流，雖有大有
小，但都依着各自的河床流淌，激盪
出一個又一個懸案。

隨着劇情發展，真相逐漸顯露，
在激烈的矛盾衝突中，三河匯聚，水
猛湍急，大boss浮出水面，百里弘

毅 「死去」 的哥哥百里寬仁原來
是春秋道高層掌春使，而武攸

決竟是最大黑手歸藏鳳，前
者只因天生六指不被當朝

認可而心生憤怨，後
者由於兒時生活孤

苦艱辛對權力產
生了畸形欲

念，最終都釀成反社會人格。多次的
反轉，層疊的謎底，讓中間部分有些
拖沓、枝蔓的劇集，在行近尾聲時，
忽又可看性高企，最終完成了品質的
逆襲。

在這個過程中，高秉燭完成了報
私仇向護公義的轉變，不良井的賤民
也從被蔑視的弱者成為拯救神都的義
士。不良井和神都的制度界限被廢
除， 「上下」 之民一體分享太平盛
世、人間繁華。我們恍然大悟：神都
最大的敵人，其實不是春秋道，而是
不公的制度及其在人心中埋下的毒
刺。

「馬伯庸宇宙」的道義內涵
《風起洛陽》在網上的評價不如

馬伯庸的另一部作品《長安十二時
辰》。客觀地講，作為兩部在視覺風
格上、故事結構等方面相似度很高的
作品，後出的《風起洛陽》更易引起
審美疲勞。不過，在我看來，《風起
洛陽》讓馬伯庸宇宙的思想內涵變得
更加豐滿和鮮明。

馬伯庸寫了不少以古代為背景
的作品。比如，以三國為背景的
《風起隴西》《三國機密》、
以大唐為背景的《長安十
二 時 辰 》 《 風 起 洛
陽》，還有以明代為
背景的《兩京十
五日》等，共
同特點是以

大量繁複的細節史料搭
建亦實亦虛的文學世界，並
在其中演繹充滿現代感的懸疑
或諜戰故事。就這樣，馬伯庸把武
俠、歷史、陰謀論等通俗文藝常用的
佐料燴到一起。當其轉化為影視劇
時，文字描摹的細節變為 「歷史物
料」 在視覺上的精緻呈現，更增加了
觀賞的愉悅。看過電視劇《長安十二
時辰》和《風起洛陽》的人，相信都
會被 「聯昉」 「內衛」 等充滿想像力
的職官機構，以及考究的服化道所吸
引。這些當然是構築 「馬伯庸宇宙」
的基礎物料，不過，這個 「宇宙」 真
正的魅力來自於價值主張。

盛衰相依、治亂嬗變，是封建社
會的辯證法。馬伯庸深諳於此，總是
從真實歷史的縫隙處下手，描摹人心
人性。《風起洛陽》選擇了女皇武則
天時期，接過了 「武后亂唐」 的傳統
話頭；《長安十二時辰》也設定在唐
玄宗晚期政治暗流湧動之時，在帝王
深宮的帷幕內，權謀即正義，殺戮為
進階，面對絕對權力的爭奪，父子、
母子、夫妻，一切人倫道義都顯得蒼
白，而人性裏高貴的良善，卻也因此
得以檢驗和呈現。

我們不妨回望金庸。他並非寫武
俠小說的第一人，卻成為開宗立派的
大師，原因之一即他的作品無不藝術
化地高懸民族氣節。同樣，在《風起
洛陽》中， 「神都」 和 「不良井」
的和解，以及高秉燭這個頗具精
神成長性人物的塑造，都給
「馬伯庸宇宙」 夯築了更堅
實的價值根基，增強了
現代性意味的道義內
涵。

從《長安十二時辰》到《風起洛
陽》，馬伯庸構建的 「國風宇宙」 可謂
備受關注。近年，那些來自古代的故
事、水墨丹青的畫風、亭台樓榭、非遺
文化，逐漸借助國風潮出圈，令海內外
觀眾愈加認識到其間魅力。

國風潮不僅在電視劇世界大放光
彩，在虛擬的動漫時空，亦佔據重要地
位。譬如近年叫好的國漫電影《青
蛇》、《姜子牙》、《秦時明月》、
《雄獅少年》等，國風元素逐漸成為中
國國風動漫的主體敘事元素，並日漸成
為一種潮文化。

縱觀流行的國風動漫情形，區別於

往日對於中國故事的改寫，而是 「舊瓶
裝新酒」 ，在傳統文化基礎之上，用時
尚元素、貼合現代人審美的製作技法，
重新包裝鋪排國風故事，因此也吸引了
愈來愈多人感受到國風之美。

比如二○二一年上畫的《雄獅少
年》，聚焦嶺南醒獅文化，但敘述手法
勵志且很 「平民化」 ，配以水墨丹青的
國風片頭，以及黑白潑墨的舞獅動作，
一舉成為去年末國產動漫電影的票房黑
馬。

這不僅讓觀眾感受到國風引領國漫
發展之動力，亦在一定程度上令人們開
始關注嶺南醒獅文化，繼而想要了解這

項非遺項目。

中國故事 +國風元素
可以說，國風動漫的蓬勃發展亦有

助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如今，不少圍
棋愛好者都曾看過一部由中央電視台製
作、二○○五年上映的國風動漫《圍棋
少年》，並由此開啟學習之路。近期，
《圍棋少年》續作《新圍棋少年》放出
預告片，並宣布二○二二年內播出，今
季延續十七年前人物成長軌跡，講述主
角江流兒長大成人之後的經歷。

從《新圍棋少年》播放的片段看
到，作品以國漫2D手法製作，注重細節

塑造，摒棄日漫風格，走國風道路，構
圖場景選用水墨畫風，情節設置更體現
家國情懷，如此既不失中國故事內核，
亦有潮流的國風元素，自然可以收穫觀
眾群。

其實，國風動漫收穫的不僅國內同
胞，更日趨走向海外市場，諸如曾被翻
譯成多國語言，已發行多個國家及地區
的《秦時明月》，充滿豐富想像力的中
國國風故事，是其能夠打開海外市場的
法寶。

此外，二○二一年中，國風動漫
《天寶伏妖錄》登錄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天寶伏妖錄》製作方用唐天

寶年間的國風場景，輔以現代動漫技
術，不僅收穫了海外觀眾，亦傳播了中
華文化。

由此可觀，國風動漫在講好中國故
事的同時，搭配國風潮， 「出圈」 正當
時。 大公報記者 劉毅

國風動漫出圈正當時

當下網絡影視的 「江湖」
中，馬伯庸和天下霸唱、南派三叔、
紫金陳等網絡作家一樣，以獨特的風

格，開宗立派，各擅勝場。不由讓人想
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港台武俠小說。金
梁溫古，各成一派，豐富了多少人的生活。

改編自同一個網絡作家的影視劇風格每
每相似，網友以 「宇宙」 名之，如 「盜墓宇
宙」 、 「紫金陳宇宙」 。同一作家筆下的不
同作品、故事如同宇宙裏的星座，卻都屬於
同一宇宙，分享共同的美學。《風起洛陽》
就是 「馬伯庸宇宙」 的一員。

谷中風

▼在一定程度上，《雄獅少年》
令人們開始關注醒獅文化。

▲央視出品動漫《新圍棋少年》劇照。

▼ 高 秉 燭
（黃軒飾）陰差
陽錯捲入案件，
成為嫌疑人。

▲網絡劇《風起洛陽》
改編自馬伯庸小說《洛
陽》。

▲《長安
十二時辰》

的熱播一度引
發觀眾對唐代

長安城和建築的
關注。圖為《長安
十二時辰》劇照。

▶▶宋茜飾演世家出宋茜飾演世家出
身的內衛武思月身的內衛武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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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風 起 洛
陽》以武周時
期為背景。

▲馬伯庸寫了不少以古代為背景
的作品。繼《風起洛陽》之
後，以三國為背景的
《風起隴西》亦是
話題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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