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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说我的《百年匪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1月）、《大脚姥姥》（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9年4月）是历史小说的话，那么这部描写义和团的《义和风云》就更属于这个范畴了。
　　我写小说是因为对生活有了深刻的感悟，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
如果到了该写的时候不能写，或不让写，那还不如杀了我。
　　对于肇起于100年前山东大地上的义和团运动，历届政府及历代学者均有共识。
但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牟安世的
《洋务运动》等著作，对洋务运动的全面否定起，对清王朝的看法也开始往左转，对义和团的看法更
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至&ldquo;文革&rdquo;时，义和团更是成了&ldquo;反帝爱国&rdquo;的典型。
实际上远不是这么简单。
　　我之所以把笔触伸向义和团，是觉得任何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尤其是山东作家，都不应回
避这一题材，而且这是个重大题材。
我非常同意鲁迅的观点：题材占一半。
选择好的题材，已经成功了一半。
　　实际上，这部小说的创意早于已经出版的《百年匪王》、  《大脚姥姥》。
肯定是因为后两部小说所反映的年代更接近于我们，我反倒先写完了后两部。
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当这部《义和风云》姗姗来迟时，却正好赶上了&ldquo;纪念辛亥革命100周
年&rdquo;。
这不能不说是件幸事。
感谢命运。
　　我特地把李大钊和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对义和团的评价放在封底，完全不是拉大旗作虎皮，只是
想告诉你这部书的基调：真实、客观、全面、全景、全程。
目的只有一个，促使我们对历史反思。
如果我们到现在都不能对100多年前的事做彻底的反思，就遑论面对现实，面向未来。
　　故事应该说很精彩。
山东鲁西县杨家镇的士绅杨炳怀是传说中的北宋爱国名将杨家将的第33代孙，当年清军入关，杨家也
曾做出过泣鬼神的悲壮之举，此举甚至令杨家镇改名为&ldquo;剃头镇&rdquo;。
转眼问，200多年过去，物是人非。
杨家已经成了清朝的忠实顺民，毅然举起了&ldquo;扶清灭洋&rdquo;的大旗。
杨炳怀及自己的七个&ldquo;各怀绝技&rdquo;的儿子全都参加了义和团。
然而，自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一改几届前任的态度，对义和团严厉镇压。
杨炳怀全家只好率全镇的义和团北上京、津。
此后，他们几乎经历了京津地区的所有重大事件，直至其中的一位甚至跟随慈禧太后&ldquo;西
狩&rdquo;。
最后，杨炳怀本人及其六个儿子，除未成年的七儿子外，全部&ldquo;战死&rdquo;，而且是一人一个
死法，一个死法一个故事&hellip;&hellip;　　请放心，所有的大事件及时间、地点均属实。
在确保这一前提下，是我的无限虚构。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必须利用这个机会顺便提一下《百年匪王》、《大脚姥姥》的影视改编问题。
几乎所有看过这两部长篇的读者都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拍成电视剧？
我笑答，这个问题不该问我，应该去问影视公司。
可以这么说，几乎不下20家影视公司先后找过我。
而且在一开始，都是信心百倍，但最后都没了后劲。
注意，都不是因为钱的问题（版权转让费）。
一个老总曾意味深长地告诉我：因为作为小说，您写得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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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真实！
在电话里，我只是会心一笑。
同时，这位老总告诉我，有些所谓的热播剧&ldquo;偷了您的小说&hellip;&hellip;&rdquo;。
我说我知道，他们照着我的结构和框架来编，只不过颜色涂红了些，或是变成了土匪奶奶、土匪母亲
、土匪老爸等。
有一部今年一月播出的类似题材的连续剧更甚，里边的&ldquo;两个儿子&rdquo;居然也是&ldquo;一个
为共产党，一个为国民党&rdquo;。
这些&ldquo;借鉴者&rdquo;中不乏一些所谓的名编剧，有的甚至是我的&ldquo;好朋友&rdquo;，我鄙视
他们。
　　事实上，在影视改编的问题上，我一直认为，关键是个操作问题&hellip;&hellip;《亮剑》不就是个
最好的例子吗？
果不其然，有眼光、更具魄力的一家北京的公司终于找上门来；更可喜的是，时间窗恰恰是在这部《
义和风云》即将完稿之际（2010年12月16日），他们一并&ldquo;打包&rdquo;同时买断了《百年匪王》
、  《大脚姥姥》的改编权。
感谢命运（此时距《百年匪王》出版已是整整5个年头啦）。
目前，根据《百年匪王》改编的30集大戏进展顺利，如无意外，今年8月份开机。
《大脚姥姥》的剧本改编也在进行中。
他们是我的知音，我谨祝愿他们一切ok。
　　在一些写手一天可以敲一万字的今天，我写一部这样的长篇至少要两三年的时间（主要麻烦在搜
集资料）。
我唯一可以做到的是：拒绝浮躁。
我21年没进北京。
我可以半月不出家门。
写作是我的爱好，更是我的生命，而且我将继续写下去。
　　我每天都会（或准备）写作，就像我每天都会定时去喂楼下的流浪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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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00年春，义和拳重镇山东鲁西县，拳民教众火拼，仅是为了一块耕地？

杨家将后代揭竿而起，中国功夫遭遇西洋火器，一路北上，最终命归何处？

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为何从观望、利用到镇压？

百年后我们再看这段历史，是沉重？
还是荒唐？
是喜剧？
还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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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庚子年间，阳春三月，天气乍暖还寒。
自去年秋冬开始的大旱始终未有缓解，整个隆冬，片雪未下、畿辅荒芜、赤地千里，路边时有饿殍倒
地。
　　这天半晌时刻，山东鲁西县的黄河故堤上，一匹洁白如雪的快马从县城方向疾驰而来。
骑手三十岁上下，国字脸，圆下巴，浓眉阔嘴，天庭饱满。
骑手手持一杆三丈高余的旗杆，旗杆上端是一面三角形的猎猎作响的黑旗子，黑旗子下方赫然挂着一
颗血淋淋的人头。
人头为金发，金发上沾满了鲜血和污泥。
人头双目圆睁，似有满腹怨气、怒问苍天之意。
被利刃砍过的脖颈处，白骨凸现，一滴滴鲜血从刀口处滴下，滴在了骑手赤裸裸的臂膀上。
骑手拼命地拍打着马臀，试图让马跑得更快。
由于用力过猛，骑手浑身上下汗气腾腾。
而快马似乎也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四蹄奔腾，如同行云驾雾一般。
这匹马是镇子上最好的一匹马，在整个鲁西县也算得上上乘，人称白龙马。
　　骑手一边驭马奔跑，一边大声疾呼：&ldquo;县城攻打大教堂喽，县城攻打大教堂喽 &rdquo;同时
，奋力摇动手中的旗杆，旗杆顶端的黑色三角旗在寒风中更加呼呼作响。
　　所有听到骑手呐喊的村庄，立刻敲起刺耳的铜锣：&ldquo;发兵喽，发兵喽 &rdquo;。
于是，所有的村庄都是一阵骚动，那些头裹红布巾正在练武的人们都自动排好了队伍。
　　骑手是附近杨家镇的破落大户杨炳怀家的老五，人称杨五虎。
杨家共有七个儿子，从老大排起至老七，名均带&ldquo;虎&rdquo;。
更为显赫的是，在当地人的眼里，杨家是北宋著名忠君爱国将领杨家将的后代。
据说，传至今日，已是33代。
至于真假，无从考证。
反正不仅鲁西县的杨家这么说，鲁西县的其他姓也这么说。
毕竟杨家是名门后代，大家都觉得脸上有光。
　　骑手杨五虎今天身负重任，前往县城观察其他坛子的义和拳的动向，一旦他们动手攻打城里的大
教堂，便骑马返回报信，以便这边好同时发兵。
　　此刻，杨家镇西门外的大校场上亦是锣鼓喧天，旗帜翻舞，刀枪林立，人头攒动。
全镇的义和拳近千余勇士已经全部集合完毕。
这个大校场很大，平时能并列跑起16匹快马，如今成了镇上义和拳的最大的坛口。
不远处，就是镇上的那座具有哥特风格的大教堂，此时的大教堂正处于众多拳民的包围之中。
坛口的正中，是个搭起的大戏台，大戏台的正中央，挂着幅太上老君的画像，画像上方是八个大字：
道德天尊太上老君。
 这太上老君便是这支义和拳的总统领、总偶像，但这位吹胡子瞪眼的太上老君，却没有保佑这支近千
人的队伍。
半年后，这支队伍的残存人马在遥远的北京被清政府一个个砍脑袋时，这幅画像仍然完好无损。
唯一的遗憾是，它无意中被年仅12岁的杨七虎撒了一泡童子尿。
　　在这幅太上老君的画像下，端坐着这支队伍的总舵主杨炳怀，他六十来岁的样子，不胖不瘦，不
高不矮。
他与众不同之处，是他的一条长约过膝的辫子，这是镇上梳得最长，也最讲究的辫子，洗这条辫子要
三个丫鬟同时上手，要用去三四桶水。
　　这会儿，他一边用猫抓老鼠的眼神审视着不远处的教堂，一边正焦急地等待杨五虎的到来，他的
一只手不停地拍打着屁股下太师椅的扶手，扶手的一角被齐刷刷地砍去了一个角。
这个被砍了角的太师椅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二百多年前清军入关时候（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
当时，新统治者下达了&ldquo;剃发令&rdquo;，引发了杨家惨烈的故事 因这个故事，杨家镇有很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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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期叫&ldquo;剃头镇&rdquo;。
　　&ldquo;大哥，少安毋躁，不必过于着急。
我猜是一同起事 &rdquo;这时，站在杨炳怀身边的一个干瘦老头发话了。
　　&ldquo;神机贤弟，说不着急是假的。
&rdquo;杨炳怀仍在拍着那个缺了角的扶手，&ldquo;说到底这是咱们这些年来对洋教的一次最大的行
动。
&rdquo;　　&hellip;&hellip;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义和风云>>

编辑推荐

　　王金年编著的《义和风云》讲述了辛亥革命前一场历来备受争议的草根起事，全书注重细节和社
会底层的研究，对义和团的社会基础，外国传教士的渗透，神功护体仪式的传播途径，已经政府对地
区的掌控能力都有详细的分析。
透过此书，能了解以前农民起义的一些模式和社会背景，以及19世纪末外国势力进入中国的影响过
程&hellip;&hellip;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义和风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