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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下第一奇书：风水残卷《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是清代摸金校尉所创，其中囊括风水阴阳之术。
《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虽然名为十六字，可确切地说应该是十六卷，每卷以周天古卦中的一个字为
代表，共计一十六字，所以称为“十六字”。
这十六字分别是：天、地、人、鬼、神、佛、魔、畜、慑、镇、遁、物、化、阴、阳、空。
这部主要记载阴阳风水学的古籍，可谓无所不包。
不仅有风水术和阴阳术，又因为它是由摸金校尉的高手所著．所以里面还涵盖了大量各朝各代古墓形
制、结构、布局的描述，以及摸金校尉们在倒斗之时遇到过的各种疑难艰险。
可以说《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是一部货真价实的《摸金倒斗指南》。
不过这本书只是残本，阴阳术的部分并没有流传下来，仅有风水术的十六字。
十六字风水分别对应的内容如下：天：这一卷主要是星学，也就是在风水术中占很大比重的天星风水
。
地分吉凶，星有善恶，看风水寻龙脉讲的就是上观天星、下审地脉。
地：风水术的主体是相形度地，大道龙行自有真，星峰磊落是龙身。
通过解读大地上山川河流的走向形势，判断龙脉的来去止伏，观取“龙、砂、穴、水”，这就是地字
篇的内容。
人：风水有阴阳宅之说。
阴宅是墓地，是为死者准备的，而阳宅是活人的居所。
对于阳宅的选择，一样也有极深的风水理论，又称“八宅明镜”之术。
鬼：顾名思义，幽冥之说为鬼。
这一卷主要是讲解古墓主人的情况，例如尸首和棺椁的摆放，殉葬者与陪葬品的位置，长明灯、长生
烛的象征性等等。
凡是墓中与死者有直接关联的，多在此卷之中。
神：自古以来，渴望死后成仙，并沉迷此道之人不可胜数。
尸解成仙的事情在风水中多有记载，同形势理气息息相关，如何在神仙穴中尸解羽化是这一篇的主要
内容，不过就如同是“屠龙之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神仙穴中羽化眠”只是一套不切实际的空
虚理论而已。
佛：风水理论体系庞大繁杂，摸金校尉所擅长的风水秘术，都是以《易》为总纲，属于道家一脉，而
其余的各个宗教也都有各自的风水理论，当然也许在那些宗教中并不称其为风水，但是其本质都是一
样的，佛字一卷记载的是禅宗风水。
魔：吉星之下无不吉，凶星之下凶所存。
况是凶龙不入穴，只是闲行引身过。
魔字篇中的内容，主说地脉天星之噩兆，使人远避地劫天祸，这是专门讲风水中凶恶征兆的一篇。
畜：圣人有云：禽兽之流，不可以与之为伍。
山川地貌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有些奇山异石，自然造化生成百兽形态，这在风水中也大有名堂。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山体似牛，便有卧牛、眠牛、耕牛、屠牛、望月牛之分，姿态形势不同，吉凶各
异，这一篇主要说的是风水形成的畜形。
慑：分金定穴的精要内容，此术古称“观盘辨局之术”，不需要罗盘和金针的配合，便可精准无误地
确认风水中的龙、砂、穴、水，是寻找古墓方位最重要的环节。
镇：风水一道，其中最忌“煞”形，镇字卷主要记载着如何镇煞、避煞。
不过镇字篇中，讲得最多的反而是“避”，而非“镇”，也不失为明哲保身之道。
遁：古墓中的机关布局。
殉葬沟的位置，可以通过地面封土、明楼之类的结构，推算出古墓地宫的轮廓方位等细节。
最主要的当然是讲解机关埋伏，有很深的易理蕴藏在里边，如不精通五行生克的变化，也难以窥得其
中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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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古有天气地运、天运地气之说。
地运有推移，而天气从之；天运有旋转，而地气应之。
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风水形势的改变，在山川之中的一切灵性之物，会由于风水善恶的巨大转变，
而产生异变。
如果清浊阴阳混淆将产生一些非常可怕的事物，不合常理者，谓之妖。
物字篇是描述因为风水而产生的妖异现象。
化：化者乃变化之化，地师们眼中最艰难的改风水，小者改门户，大者变格局。
古风水一道中，不主张人为“改动”风水形势。
宇宙有大关’合，山川有真性情，其气其运，安可妄动？
“化”字卷是被摸金校尉视为禁忌的一卷，但面对一些通过改变格局营造风水宝地的古墓，“化”字
卷便是它的克星。
阴：看得到的为阳，世人不见之形为阴，何为不见之形？
一座山一条河的地形，所蕴涵着的气与运，以及这种气与运呈现出的势态，这都是直接用肉眼看不到
的精神气质，阴字卷是讲“势”的一卷。
阳：此阴阳非阴阳术之阴阳，单纯从风水角度来说的阴阳，实际上就是“形势”，看得到的为阳，看
不到的为阴。
在风水一道中，什么是看得到的？
一座山一条河呈现出的地形，便是看得到的，阳字卷是讲“形”的一卷。
空：大象无形，大音稀声，风水秘术的最高境界，没有任何一个字的一篇。
循序渐进研习到最后，大道已证，自然能领悟“空”之卷“造化之内、天人合一”的究极奥妙所在。
摸金秘术，自古相传，几番起落沉浮，到得今时今日，又如何施展作为？
请看《鬼吹灯II之四巫峡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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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考古学家孙教授深夜潜入博物馆，被胡八一发现。
无可奈何之下。
孙教授逐渐表露心迹：他多年研究发现，四川的确有明代观山太保修筑的地仙墓。
观山太保靠盗墓发家，将所盗之异宝悉数埋藏于地仙墓中，此墓就好比是一座&ldquo;古墓博物
馆&rdquo;。
孙教授一辈子怀才不遇，总想在考古界做出惊天之举，找到地仙墓一定能让他扬眉吐气。
既然地仙墓中藏尽天下异宝，一定有救人性命的丹鼎。
众人正苦于无从下手，哪知孙教授酒后吐出一段关于地仙村的民谚：&ldquo;好个大王，有身无首；娘
子不来，群山不开；烧柴起锅，煮了肝肺；凿井伐曲，问鬼讨钱：鸟道纵横，百步九问：欲访地仙，
先找乌羊&hellip;&hellip;&rdquo;这段民谚就像一位向导，引导着孙教授和胡八一等人一步步地接近地
仙古墓。
三枚摸垒符、半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鬼吹灯》华丽终结，尽释重重疑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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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天下霸唱，中国最具想象力的作家，其创作的《鬼吹灯》系列风靡华语世界，是继金庸等人的武侠作
品以来，在华人中传播最广的小说。
天下霸唱的创作将东方神秘文化与世界流行文化元素融为一体。
为类型小说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
他的探险小说所关注的，永远是人在充满未知的环境中的思考与行动。
跌宕起伏的故事，古老的传承．神秘的遗迹，兄弟间的情谊，生死无常，加之幽默精练的语言、丰富
多彩的民间文化．使他的文字构建出了另外一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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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第一章　地仙村古墓第二章　潜逃者第三章　云深不知处第四章　小镇里的秘密第五章　黑匣子
第六章　五尺道第七章　从地图上抹掉的区域第八章　青溪防空洞第九章　空袭警报第十章　棺材?第
十一章　深山屠宰厂第十二章　无头之王第十三章　死者&mdash;&mdash;身份不明第十四章　看不见
的天险第十五章　吓魂桥第十六章　金甲茅仙第十七章　暂时停止接触第十八章　尸有不朽者第十九
章　隐士之棺第二十章　巴山猿狄第二十一章　写在烟盒纸上的留言 第二十二章　九宫螭虎锁 第二
十三章　神笔第二十四章　地中有山 第二十五章　画门 第二十六章　十八乱葬第二十七章　尸虫 第
二十八章　恶魔第二十九章　鬼音第三十章　肚仙第三十一章　行尸走肉 第三十二章　空亡第三十三
章　武侯藏兵图 第三十四章　妖术第三十五章　难以置信第三十六章　烧饼歌第三十七章　观山盗骨
图第三十八章　九死惊陵甲第三十九章　死亡，不期而至第四十章　天地无门第四十一章　炮神庙第
四十二章　紧急出口 第四十三章　噩兆第四十四章　棺山相宅图 第四十五章　奇遇第四十六章　盘
古神脉第四十七章　忌火第四十八章　隐藏在古画中的幽灵第四十九章　秉烛夜行第五十章　棂星门 
第五十一章　告祭碑第五十二章　万分之一第五十三章　捆仙绳第五十四章　焚烧第五十五章　怪物
第五十六章　在劫难逃第五十七章　启示第五十八章　移动的大山第五十九章　超自然现象第六十章
　悬棺第六十一章　龙视第六十二章　天怒第六十三章　沉默的朋友第六十四章　千年长生草第六十
五章　金点第六十六章　鬼帽子第六十七章　账簿第六十八章　金盆洗手第六十九章　物极必反第七?
章　起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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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地仙村古墓话说古墓中所藏珍异宝货，多有“未名之物”，也就是没有记载不知来历的古时秘
器重宝，本不该是人间所见的，一旦流入民间，教凡夫俗子见了，怎能不动贪念？
即便不肯倒卖了取利，也必是想借此机会，搏此浮空的虚名出来。
可见“名利”二字，实是害人不浅。
我下南洋从海眼里打捞出的青铜古镜，正是一面世间罕有的“周天卦镜”，本以为会由陈教授将古镜
上交国家收藏，却没想到，最后竟被一心要“暗中做出番大成就”的孙教授骗了去，倘若不是被我在
博物馆中捡到工作记录本，至今还教他蒙在鼓里。
我和Shirley杨、胖子三人。
当即拿着笔记本上门兴师问罪，孙教授被我抓到了把柄，苦求我们千万别把他“私下里藏了文物在家
暗中研究”之事检举揭发出去，这事非同小可，他本来就得罪过不少人，万一被上级领导或者哪个同
事知道了，绝对是身败名裂的弥天罪过。
我虽然恼他私藏青铜古镜，却并不真想撕破了脸让他下不来台，所以点到为止，告诉孙教授说。
既然你已经有了悔意。
现在只要按我说的去做，咱们的政策就是既往不咎，以后我们就当不知道这事。
我和胖子提出的条件，一是让孙学武写检查。
现在虽然不流行“跟斗私字一闪念（迷茫中）”了，可把所犯错误落实到书面上，还是有必要的，万
一这老头将来不认账了，拿出按了手印白纸黑字的检查书来，就能把它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内容完全
按我地意思，我念一句他写一句，名为“检查”，实为“口供”。
随后还要将古镜古符完璧归赵，都还给陈教授，不管怎么说，献宝的功劳也轮不到孙教授，但此事乃
是后话，眼下我们得先借此物一用，得让孙教授带我们去找藏有丹鼎天书的地仙村古墓。
孙教授带我们去找藏有丹鼎天书的地仙村古墓。
那位精通观山指迷妖术的明代地仙，虽然把自己的坟墓藏得极深，但以盗墓古法“问”字诀，使用海
气凝聚不散的青铜卦镜，却有几分机会可以占验出地仙村的风水脉络，然后我们这伙摸金校尉便能进
去倒斗，取了千年尸丹回来。
至于地仙村古墓中有无野史上记载的“尸丹”，暂时还不能确定。
但我既然知道了这个消息，为了救回多铃的性命，就不能视而不见。
孙教授听闻这个要求，当即连连摇头，说此事比登天还难。
人油蜡烛、青铜卦镜如今都在眼前。
那支人油蜡烛，正是打捞队从海眼里带回来的，不过不是真正的人油人脂提炼而成，而是使用南海黑
鳞鲛人的油脂制成，可以长明不灭，风吹不熄，凑合着完全能用。
一龙一鱼的青铜卦符也有了，两枚古符可以推演出半幅卦象。
但并不知道两枚古符有何玄机，解不开无眼铜符的暗示，根本没办法使用。
另外最关键的是没有时间了，古镜保存不了多久了。
Shirley杨自从到了孙教授家，始终未发一言，此刻听得奇怪，不禁问道：“何出此言？
为什么要说古镜没有时间了？
”我也拍了拍孙教授的肩膀，警告他说：“别看您是九爷，可我们对于稽古之道也不是棒槌，您要是
信口开河，可别怪我们不给九爷留面子。
”孙教授说：“什么九爷不九爷的，这话就不要提了吧，我当初受过刺激，听这话心里难受啊。
而且事到如今，我还瞒你们什么？
你们自己看看，这面用归墟龙火铸造的青铜古镜，保存不了几个月了。
”说着话。
便翻过镜面让我们去看。
那古镜背面的火漆都已被拆掉了，古纹斑斓的镜背就在面前。
我和Shirley杨、胖子这三人先入为主，潜意识里还将此镜视为秦王照骨镜．看到镜背，就下意识地想
要躲开，免得被此镜照透了身体，沾染上南海僵人的阴晦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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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见到镜背却并无异状，才想起这是面青铜卦镜，与千年镇尸的秦王照骨镜无关，凑过去仔细一看，
才明白孙教授言下之意。
原来归墟古镜最特殊之处，乃是阴火淬炼，南海海眼中的海气，氤氲于铜质之内，万年不散，使得铜
色犹如老翠。
但此镜流落世间几千年，它在沉入海底前的最后一位“收藏者”，或者说是“文物贩子”，根本不懂
如何妥善存放这件稀世古物，可能是担心铜镜中的海气消散，竟用火漆封了镜背。
不料是弄巧成拙，火漆与归墟青铜产生了化学反应，镜背的铜性几乎被蚀尽了。
现在青铜古镜中的生气，所剩仅如游丝，铜色都已经变了，大概过不了太久，卦镜便会彻底失去铜性
，沦为一件寻常的青铜器。
我知孙教授不是扯谎，只是见寻找地仙古墓的设想落空，不免有些失望。
正想再问问有没有别的途径，这时胖子却说：“一早起来到现在，只吃了两份煎饼，要是过了饭点儿
，肚子就该提意见了。
孙老九甭说别的废话了，赶紧带上钱，咱们兵发正阳居开吃去也。
”孙教授哪敢不从，好在刚发了工资和奖金，加上补贴和上课的外快，全部原封不动地带上，把我们
带到赫赫有名的正阳居。
这个国营饭店专做满汉大菜，我和胖子慕名已久，心想这都是孙教授欠我们的，不吃白不吃，自然毫
不客气。
但一问才知道，原来想吃满汉全席还得提前预订，只好点了若干道大菜，摆了满满一大桌子。
孙教授脸上硬挤着笑，也不知他是心疼钱包，还是担心东窗事发，总之表情非常不自然，他先给胖子
满上一杯酒，赔笑道：“请⋯⋯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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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写的《鬼吹灯》这部书前后两部，共计八册，顺序依次是《精绝古城》、《龙岭迷窟》、《云南虫
谷》、《昆仑神宫》、《黄皮子坟》、《南海归墟》、《怒晴湘西》、《巫峡棺山》。
从2006年2月份开始，直至2008年2月底，前前后后总共写了整整两年时间，约有两百万字的篇幅。
这期间付出了很多，但同样也有很大的收获。
通过这部书，认识了很多的朋友，这其中有见过的，也有没见过的。
可以说如果您喜欢我的这部书，咱们就应该算是朋友了，在此请允许我由衷地感谢你们，能和许多人
分享我写的故事，对我而言是最大的快乐。
今天在全本结稿之际，我想对《鬼吹灯》全书的创作过程做一次简单的回顾，献给喜欢《鬼吹灯》的
读者朋友们。
常被人问起自己觉得哪一卷最满意，所以借《鬼吹灯》完结之际也来个“导演自评”。
作为作者，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作品，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全套八卷故事，每一卷的核心元素与题材都不相同，想表现的内容也有所区别。
在连载的过程中，每天只能写几千字，由于时间限制和个人喜好的原因，对于已经写过的部分，基本
上从未进行修改，而且始终没有故事大纲，到现在还不知道大纲是什么，对我而言，自己也不清楚下
一章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许多都是即兴发挥，这是创作过程中很大的乐趣。
很难说这八卷中有哪一卷是我自己最满意的，每一卷都有很满意的章节和桥段；但在我自己看来，每
一卷也都同样存在着不足和缺陷，如果重新修改一遍，会好很多，可是那样一来难免会有匠气，也就
失去了即兴创作的乐趣。
下面按照创作顺序逐册讲评，包括每一册的特点和创作过程、出场的人物和背景，以及自认为满意和
存在缺陷不足的章节。
《鬼吹灯》是一部探险小说，根源于易学的风水，是贯穿其中的经脉。
虽然书中包含着众多元素，但只有“探险”二字能概括其精髓，绝非单纯的盗墓小说，也绝不是恐怖
灵异和老掉牙的推理悬疑小说。
古墓只是故事中探险的凭借，本书所讲述的，是一系列利用中国传统手艺和理论来进行的冒险旅程。
《精绝古城》《鬼吹灯》第一部第一卷《精绝古城》，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截止到野人
沟黑风口的地下军事要塞，主要是一个框架、平台的搭建。
并没有什么与主线关系明确的线索。
这半部是想写成民间传说、乡村野谈那种类型。
所谓民间故事的类型，我感觉大概就是僵尸和黑驴蹄子那种深山老林里的传说。
从考古队进入沙漠寻找精绝古城开始，触及到了鲜明的地理文化元素，西域沙漠、孔雀河、双圣山、
三十六国、楼兰女尸、敦煌壁画，提到这些元素，一股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所以在精绝古城这部分
，我是将神秘感作为了故事核心，到最后精绝女王也没露面，她算是神秘到底了。
这一卷中涉及到了一些考古解谜之类的元素。
作为最初的一卷，现在来看最大的缺陷，就是有些部分写得过于简单和潦草了，逻辑比较松散，随写
随编，完全没有考虑后面的故事如何展开：满意的地方是描写和叙述比较真实、生动。
看起来很真实很乡野很神秘的风格，是我在写第一卷的时候，最想表现的内容。
说到“真实”，就想起常被问到这样一些问题：《鬼吹灯》写的是不是真事？
出现了那么多名词、术语、地理、风水，不懂的人根本写不出来，这些内容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
首先我想说《鬼吹灯》是故事，是小说，绝不是纪实文学，也不是回忆录，真真假假掺合在了一处，
如果要区别真实与虚构，只有具体到某一个名词或某一段情节，才分辨得出。
比如在野人沟这一部分的故事中，地点是虚构的，但作为场景的关东军地下要塞却是真实存在的，至
今在东北内蒙古等地仍有遗址保存下来，据说当年的兴安岭大火，便是由于关东军埋藏的弹药库爆炸
引发。
关于名词和术语，有必要解释一下，《鬼吹灯》中称盗墓为“倒斗”，和称陪葬品为“冥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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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殊的行业名词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的；而称古墓中的尸体为“粽子”，则完全是我个人原创虚构
的，以前从没有这种说法。
再举一个例子：书中描写摸金校尉要配戴摸金符，才可以从事盗墓活动。
摸金校尉这个名词是三国时期就有的，但并没有作为传统行业流传下来，仅存在了几十年，一切关于
摸金校尉的传统行规，包括在东南角点蜡烛，以及鸡鸣灯灭不摸金的铁律，都是我个人编造虚构的，
不属事实，世界上也从来不曾有过摸金符这种东西，原型也没有，希望读者朋友们明鉴，不要被我的
故事误导了。
类似的例子在《鬼吹灯》这部书中数不胜数，每座古墓和冒险地点的历史背景、各种神秘动植物的原
型和风水玄学、民俗地理等等，都有真有假，更多的是虚实混合，而且内容会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调
整，如果要全部说明，绝不是三五天能讲清楚的，在此就不多做讲解了。
《龙岭迷窟》《鬼吹灯》第一部第二卷《龙岭迷窟》，实际上这卷故事，分为了三个部分。
一是龙岭倒斗发现西周幽灵冢，二是摸金校尉黑水城寻宝。
三是石碑店棺材铺献王痘术浮出水面。
虽然一卷中有三个故事，但在本卷中，我主要想突出惊悚这一核心元素。
也许有人说《鬼吹灯》是惊悚小说，其实我觉得完全不是，整体上和“恐怖”关系不大。
如果说到惊悚，我想惊悚只是本书诸多元素之一，并非主要元素。
悬念迭出的只有《龙岭迷窟》这一卷，到处是传统话本般令人窒息的扣子，这是耸人听闻的一卷。
写《龙岭迷窟》的时候，我开始考虑整体故事的构架，为了将前两卷与后面的内容连起来，就安排了
一些大篇幅的插叙，这就是鹧鸪哨拜师、纳投名状、盗南宋古墓，然后与了尘长老，以及托马斯神父
一同前往黑水城探险的事迹。
《鬼吹灯》的副标题是“盗墓者的诡异经历”，这就是说以摸金的事迹为主，但作为暗线，搬山道人
和卸岭力士等其余盗墓者的故事也开始逐渐出现，并且确定故事的线索将围绕着无底鬼洞展开，所以
《龙岭迷窟》的作用类似于穿针引线。
在本卷中大篇幅的插叙是为了调整思路，通过民国时期的传说，来检验一下自己驾驭不同年代背景的
文字能力，可以说是在摸索中前进。
在这一卷中，个人比较满意的是灯影、椁异、悬魂梯，以及野猫、鸡鸣灯灭不摸金这几章，存在较大
缺陷的则是钻鱼骨庙盗洞、西夏黑水城通天大佛寺这两部分，因为计划要写到一百万字，因此放慢了
故事的节奏。
另外说明一下，因为每天在起点更新，为了给网络盗贴增加一些阻力，从这一卷开始用了不少生癖字
。
《云南虫谷》《鬼吹灯》第一部第三卷《云南虫谷》，写这卷故事的时候正好是在看世界杯，印象尤
其深刻，是对精力、体力、毅志品质的一次严峻考验。
云南献王墓这一卷中以探险作为核心。
我个人很喜欢看电影，曾经非常喜欢《深渊》和《异形》。
所谓的探险，是探索加冒险，后来看到翻拍版《金刚》的预告片，有一段探险队利用转盘式冲锋枪，
同山谷里蜈蚣恶战的桥段，超级喜欢这种场面。
老式装备的探险队、皮划艇漂流、坠毁的空军飞机残骸、幽灵般的摩尔斯信号、芝加哥打字机、千万
年不死的巨型昆虫、吞噬万物的尸洞效应、在自然环境恶劣的丛林和化石洞穴中披荆斩棘。
于是云南虫谷就启动了，完全是藏宝图式的传统探险元素，里面加有一些奇怪的灵异和科幻色彩，这
是新旧冒险元素相互结合的一卷。
在《云南虫谷》中，故事类型全面转向“探险”。
本卷出场人物较少。
主要篇幅用于讲述险恶的地形和各种诡异的陷阱。
对于陈瞎子贡献的人皮地图，开始的时候在我脑中并没有什么概念，觉得怎么离奇就怎么安排了，随
着写作的推进，把这一个个谜团揭开，自己也觉得有些惊讶。
最早设计的献王墓，是一个只有在天崩时才会被人进入的古墓。
还曾异想天开，有一架大型客机坠毁在摸金小队面前，从而撞开了古墓的入口，但后来一想到还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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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朋友今后要坐飞机出门，这么写可能不太好；加上在幽灵信号一段中，使用了抗战时期美国援华空
军的运输机，所以最后就把天崩描述成几十年前坠毁的轰炸机了，这种情节上的重力感和命运感是我
自己也无法提前预测的。
这一卷我比较满意的部分，是对于虚构的痘术的创造，终于能自圆其说了，自己还是很佩服自己的，
另外葫芦洞、天坑深潭、霍式不死虫、鬼信号这几段也觉得非常满意。
但此卷篇幅较长，存在缺陷的地方也是很多，主要是节奏控制得不是太好，最不满意的是写到后面忘
了前边埋的一些线索，导致脱离的时候没有用到。
《昆仑神宫》《鬼吹灯》第一部第四卷《昆仑神宫》充满了神话色彩。
中国地大物博，不同的地域，孕育出不同的文化与传说。
凡是中国神话必定离不开昆仑山，它是天地的脊骨、祖龙发源之地、西王母的神宫、北方妖魔的巢穴
，昆仑离开了神话传说似乎就不能称之为昆仑了。
古籍上记载着昆仑西王母的真实形象是个怪物，我个人想象可能是条大鱼，曾在自然博物馆中看过世
界上最大的淡水鱼，感觉真的像龙一样。
这一卷的情节涉及到格萨尔王传说。
制敌宝珠的英雄大王史诗，本身就是一篇神话色彩很强烈的说唱长诗，所以在昆仑山这一篇中，揉入
了许多接近神话的另类元素。
风蚀湖的鱼王、无量业火、乃穷神冰、大黑天击雷山、水晶自在山、恶罗海城、灾难之门，这场冒险
光怪陆离如同进入了幻界。
《昆仑神宫》是如同在神界中冒险的一卷，虽然神话元素众多，但还是保持了一贯的原则，尽量向真
实世界靠拢，当然不会有飞天入地、长生不死、神仙符咒那种真正的神话。
由于时间安排与合同的原因，《鬼吹灯》的第一部在《昆仑神宫》后，就算结束了，最后的结局处是
在北京的北海公园，属于完美大结局。
起点中文网最后一章234章中完整收录了全部内容，实体书更是完璧无缺，当然这个大结局只属于第一
部。
在《鬼吹灯》第一部的前四册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情节，就出现在西藏，但出于篇幅的问题，那部分
被收录在了实体书云南卷的最后，是描写胡八一参军不久，在西藏月夜下的荒废寺庙中，同铁棒喇嘛
恶战狼的一部分，其实这几章无论如何都应该算在最后的西藏之卷里。
最不满意的部分是这部分节奏没控制好，导致最后进入凤凰宫的时候已没篇幅展开。
2007年3月，临时决定写《鬼吹灯》第二部，和第一部几乎一样。
在动笔的时候，基本没有整体的构思，只是有个大致的目标，打算在第二部中，写两部前传和两部续
集，并且相对第一部而言是独立内容。
第一部的构架上存在许多遗漏，我希望在写第二部故事的同时，也能够对第一部做些补充，当时并无
把握，但最后的效果来看，还是比较满意的。
《黄皮子坟》如果按照我最初的计划，还是要在《鬼吹灯》第二部的四册中。
描写四种不同的重点元素，之所以要写前传，主要是想活络一下思路和文字，使自己不会因过于僵化
的时间线索失去耐心。
《黄皮子坟》是年代背景非常强烈的一卷，核心元素是关于黄鼠狼的种种诡异传说，和非人生物的墓
穴和棺椁，以及东北地区特有的江湖体系，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元素。
但由于年代背景比较特殊，许多词语和内容难免要受限制，不同于思想活跃的八十年代，这一时期的
主人公尚不成熟，但满腔的热情却是什么困难都挡不住的。
我曾在海拉尔和大连，参观过日军侵华战争时期的遗址，包括焚尸炉、监狱、欧洲风格的医院和研究
所等建筑，对其印象深刻，所以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其中。
在这一卷中，我觉得写得比较满意的。
是对于黄皮子读心术和焚化间的描写，以及老羊皮死后被雷火击中的诡异事件，很有沉重感，单就实
物来讲，觉得怪汤这一段很离奇又很真实。
比较大的缺陷在于有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忘了写进去，人熊那部分也处理得太草率了。
《南海归墟》作为第一部故事的延续，在前边几卷中，对于摸金倒斗的描写，使我觉得中国传统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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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许多风险很大的职业，风险性最高的，当属在海中采珠的蛋民。
南海采珠的蛋民原型出自广西北海地区，秦汉时期就已有龙户和獭家赴水采珠屠蚌，但是似乎很少有
人来写他们的故事。
所以在这一卷中，海中采珠和这一行业的传说是重点元素。
有观点认为，灿烂辉煌一时的玛雅文化，是中国西周时期渡海的先民所建，因为两者相似之处极多，
射日神话更是华夏文明中十分重要的内容。
曾想把海底的神箭，描写成一种真正的巨型兵器，迷失在归墟这片混沌之海内的摸金校尉和蛋民们，
最终开动了震惊百里的神箭，射破了头顶的大海，从而逃出生天，可后来写的时候，把这个构思给忘
了，但借助过龙兵这一海上的真实奇观逃生，也是十分惊心动魄的冒险。
关于用装填了石灰的西瓜杀死水中恶鱼，并依靠司天鱼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航行，这些事情并非是我
虚构的。
以前在中国南方，确实存在着。
对于本卷中我比较满意的，是对海岛上的黑市描写，有一些关于海难的桥段也觉得不错，例如乾坤一
跳等等；感到最不满意的是海柳船底舱中海匪的尸体。
这段粗糙了，应该有很大发挥的余地。
珠母海里的事情也应该展开来写。
但每卷书的篇幅和字数也是一个很难克服的限制，情节和内容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在没有整体大纲
的情况下，很难控制，业余和专业的水平可能就在于此了。
《怒晴湘西》在这一卷时，我的工作时间非常宽松，时间多了相对就会写得比较从容，所以单从文字
上来讲，我觉得《怒晴湘西》是八卷中最精致的一卷，因为关于现代题材的限制越来越多，所以决定
把前传倒回民国时期，放开手脚狠狠开挖。
以前我曾图着顺口，随意编了发丘摸金、搬山、卸岭这三大体系，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展开，就逐渐
勾勒出了这些行业的来历、掌故、传说、手法。
因为以前几本都以望风水盗墓为主，导致许多人，甚至连跟风写所谓盗墓小说的人，都只知道看风水
找龙脉，却不知民间有许多稀奇古怪的盗墓方式。
所以在这一卷中，把望字诀以外的盗墓手段作为核心。
我觉得民国传说式的故事，一要有说书的语感，二是要有侠盗般的人物，再加上各种黑话切口，充满
了历史民间故事的色彩，才会有趣。
以前写黑水城一段，是试探性的，没敢往大处写，但有了以前的经验，写起来自然驾轻就熟，其中编
了一套全新的概念性暗语，也就是山经，包括常胜山和月亮门等体系，完全是虚构的。
另外本卷也创造了几个记录，一是出场人物多，以前担心控制能力，没敢同时写过双主角和大批配角
轮番上阵。
但写了这么多也不可能一点进步都没有，这一卷的人物调动和背景描述已经能得心应手了，而且情节
上对第一部做了很好的补充，也贯穿了第二部的四卷，超出了最初的计划，这是令我很高兴的。
再说一下地理背景，湘西的故事被写入文学作品中的，可以说是多如牛毛。
但巫蛊、赶尸、落洞一类的事情，听得多了，就不会再有新意，我个人也很不喜欢，所以在《怒晴湘
西》中，写了瓶山的各种传说，争取与那些老掉牙的故事区别开来。
并且在这一卷里，出现了一些全新的器械，例如蜈蚣挂山梯和穿山穴陵甲；再比如，陈瞎子使用的听
风听雷之术，还有以敏锐的嗅觉闻土辨藏，都是民间流传的盗墓手段，可以算是对我自己发明的几大
盗墓体系，进行了很好的总结，这是最满意的地方。
另外个人感觉写得比较好的两个桥段，一是群鸡大战古墓蜈蚣，另一处是之前卸岭群盗误入水银发动
的机关城。
比较不满意的地方有三处，一是花灵和老洋人没什么戏份就挂了；二是鹧鸪哨同六翅蜈蚣落入无量殿
，这一节描写得比较混乱；三是发现丹房的桥段比较平。
《巫峡棺山》作为全书的最后一卷，《巫峡棺山》这一卷的任务比较重，最要命的是字数，根据合同
约定的字数来算，第二卷的前三册，每一册少了三万字左右，只好都加到最后一卷中，所以本卷是超
长篇，足足多了半本书，但即使是这样，最后一卷的篇幅也显得不够用。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鬼吹灯Ⅱ之四巫峡棺山>>

在计划中作为全书主线的四枚铜符，象征着通过不同形式存在于天地间的四种生命状态，本想每部引
出一符，但那样一来，就需要至少五册，只好简化了一些情节。
另外也打算在这一卷中，把《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成为残书的真实原因，以及摸金符上代主人的故
事做出交代。
《鬼吹灯》全书起于《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残卷，最后也将终于《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当年被毁
的往事，除了地仙村探险的内容，最后一卷中还包括了这些情节。
除此之外，还在本卷中说明了，为什么只剩下三枚古符，以及发丘印在明代被毁的历史，故事的地点
发生在长江三峡附近，地理背景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棺材山，情节发展上的转折很大。
长江三峡长七百余里，两岸连着无数山阙，层峦叠嶂，这里自古就是神秘的巴蜀文化与巫楚文化交汇
的区域，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数不胜数，其中多少有一些上古历史的投影；兵书宝剑、千年栈道、峭
壁悬棺，给后世留下了无数想象空间。
作为通篇贯穿的主要线索：《观山指迷赋》，是一段类似于民谣的口诀，包括《观山掘藏录》，本来
都是我另一部作品中的原创内容，因为2007年的写作计划改变，临时变为了《鬼吹灯》第二部，所以
都被用在了本书中，另外一部书就此取消，以后也不会再以任何方式出现。
本卷中我最满意的地方有三处，一是金丝雨燕搭建的无影仙桥；二是观山神笔，画地为门；三是乌羊
王古墓中鬼音指迷。
另外，关于黑猪开河，的传说，以及棺山盗骨图的来历，算是灵机一动的神来之笔。
在虚构的故事情节中，融人许多大家都知道的传说，比如天河鹊桥相会、神笔马良，还有古画《群贼
盗墓图》，这些或真或假的传说，都在《巫峡棺山》中以全新的角度进行了解构。
缺陷是由于最后一卷中要表现的内容太多太集中，不免有些地方没有深入展开。
显得仓促了，结局并不能说是圆满的，毕竟多铃终于死亡。
与我初期一味喜欢不可思议事件的态度不同，对于用了两年时间写就的超长篇作品来讲，平淡朴实才
是真。
在最后的六章里，我主要想阐述一下《鬼吹灯》全书的理念，“鬼帽子”这三章，是说不能迷信风水
，“天人一体”的概念是在心而不在地；最后“物极必反”的三章，则是说明摸金校尉保身求生之道
。
最后再说一下我的作品《鬼吹灯》两部八册，始自《精绝古城》，终于《巫峡棺山》，按我的想法还
可以再写八本，但是，新的计划已经酝酿成熟，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所以已经没有再往下写《鬼吹
灯》的计划了，这部书到此为止。
在此特别感谢所有喜欢这本书的读者朋友，并且感谢起点中文网、安徽文艺出版社，以及千喜鹤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的各位老师，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就不会有《鬼吹灯》这部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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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鬼吹灯2之巫峡棺山:鬼吹灯终结篇》特点：[作品本身]情节曲折起伏引人入胜，和当今网络游戏流
行打怪趋势一致。
[游戏精神]盗墓本身就是亡灵和盗墓者玩的一个藏猫猫的游戏，读者参与其中，不仅体会惊险刺激，
也可以挑战智力，《达芬奇密码》的流行也证明了这一点。
[教育意义]此书专业性非常强，从历史，天文，地理，甚至植物学知识都有涉及，无疑是本户外运动
很好的科普教材。
[神秘作者]据悉，作者从来不以真面示人，并且称自己只有高中文化，而广大灯丝坚决不相信，更有
好事者从各个角度来证实作者的身份⋯⋯[猎奇心理]从几年前一款有无数恶心僵尸的《生化危机》的
流行来看，习惯了钢筋混泥土的白领们，对自然界的珍禽怪兽，奇花异草充满了猎奇之心。
[寻宝情结]每个人心底的那个寻宝情结：小时候，我们都坚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个地方埋着一个
宝藏。
《鬼吹灯2之巫峡棺山》源起，早在五帝时代，三峡地区就盛产食盐。
传说巫成为尧帝时的大巫，能预言人之福疾，知人之生死存亡，巫成死后，他所住的地方被封为巫成
国。
巫成国有如人间天堂，人民不耕不作，却衣食有余。
只缘此地盛产巫盐，周围国家都带着各自物资前来交换食盐。
本来湍急的河道、险峻的山势，也为运盐所需开拓加宽、架设栈道。
巫咸国民死后也被埋藏在巫溪两侧的高山上，以便天天可以看到川流如梭的运盐船。
这一带偏僻荒凉的山区，曾经发展成为长江中上游的巴楚文化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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