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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神話多以口耳相傳或文字記載的
形式流傳，最初的文字記載散見於

《山海經》《水經注》等，但其體系複
雜零散，學術上存在諸多爭議。

神話是永恒的主題
近些年來，國內以神話為題材的影視

文學創作熱度悄然上升，在一定程度上
也反推神話研究工程。在朱大可看來，
神話題材創造熱潮的興起一定程度上有
西方影視工業的示範效應，但更深層的
原因是神話是人類文明永恒的主題。
「靈魂的慾望投射在文本裡形成敘事的
古老原型，與當下的現實產生共鳴，沒
有神話我們甚至不知道如何去表達內心
的慾望。」朱大可說道。
對朱大可來說，歷史和神話始終是他

最關注的兩個領域。經過20餘年的研
究，2014年，他的研究成果《華夏上古
神系》問世，從跨文化的全球視野角度
出發，運用人類學、史學、語言學等工
具發現並證明，全球各地的上古神話均
起源於非洲，顛覆了大眾的固有認知，
被稱為繼全球智人源於非洲，全球語言
源於非洲之後的「第三個具有原創性的
學術貢獻」。
在採訪中他對中國神話的起源和流變

娓娓道來，他指出中國神話之所以如此
破碎是因為經歷了四次歷史上大的毀
滅，之後又融入了來自波斯、印度等外
來神話，更為有趣的是中國神話在發展
過程中逐漸被中國歷史偷換了，比如中
國的能人也很容易轉變為神，愈加造成
原來的面目難以辨認。
但是學術理論畢竟枯燥，朱大可從這

時候就萌生了將《華夏上古神系》做成
小說的想法。此前一段時間，他推出了
系列中篇小說集《古事記》，包括《字
造》、《神鏡》、《麒麟》三本中篇小
說。《長生弈》是其首部歷史魔幻長篇
小說，講述的是東周初期，春神祭司伯
夏奉紂王命尋找「不死者」彭祖，意外
打開通往冥界大門的古老傳奇故事。

寫小說圓潛意識夢
作為一名嚴謹的文化學者，如何能夠

使神話和歷史都在小說中得到平衡呢？
在朱大可看來，歷史和神話是統一的，

而這背後有共同的本性——人類慾望。
投射在這本書中同樣如此，長生自古位
於中國人願望的前列。如今遍及中國城
市的「廣場舞」不也正是健康、養生、
長生慾望的一個表現。
同時他也坦言：「要做到個人經驗、
想像、神話、歷史的四維統一，非常
難。」所以，大框架上他選擇以歷史為
骨，神話為肉，以時間為邏輯展開敘
述。即使是在小說寫作中，朱大可也不
捨棄素來與眾不同的本性，而導致一種
寫作的內在精神分裂，在小說中既包含
古典英雄主義，又有微弱的反諷和解構
元素；既有入世的儒家精神，又有出世
的道家精神；既要尊重歷史，又要打破
框架，向神話和魔幻主義致敬。他還自
述自己是一個武俠迷，曾把自己的手稿
捐出去換過香港發行的一套金庸小說
集，這部小說實際上也是以武俠為軀
殼，但是不同於金庸、古龍等的傳統武
俠小說，屬於「新武俠」小說。裡面還
會穿插影視的平行蒙太奇，推鏡頭等手
法。
「每個人都在做夢，小說真的能圓我自
己壓抑很久潛意識的夢。」雖然在眾人的
印象裡，朱大可一直是一個文學評論家，
但是他自述從15歲起就開始寫小說。雖是
第一次寫作長篇小說，他也不認為存在很
大的困難，在他看來，最重要的是寫作者
的思想。如果細讀這本書就會發現他的很
多觀點滲透其中，如古代神話交融表明當
時文明開放的環境，東西方神話譬如煉金
術和煉丹術同源等等。

「神話熱」需歷史加持
關於當下的寫作，朱大可說：「現在

的年輕人寫玄幻魔幻小說，想像力很豐
富，但是不太尊重歷史，短期的沒有長
久生命力。」他也常勸自己的學生創作
的時候尊重傳統，尊重歷史文化，只有
這樣才能給予加持。
同時他還指出，當下年輕作者存在的

一個很大誤區就是想要去取代神話。在
他看來，有些神話只是結構老了，我們
要做的是重構和闡釋，不是取代，而是
融合接納，只有這樣是神話才能有從遠
古到現在的歷史魅力和現實感染力。
一面是研究，一面是普及，朱大可自

己現在還在做着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少
年神話小說的寫作，致力於向青少年普
及的維度；二是在喜馬拉雅（註：網絡
電台）錄製《中國神話趣事》100期，以
有趣的方式重新解讀，把中國上古文
化，與自己之前《華夏》系列的學術探
討形成不同維度的互補。

自言是低產作家
寫小說、寫評論、拍電影、開工作

室……活躍的朱大可彷彿有無限的精力
和創作活力，但他卻自言並不是一個
「高產」作家，甚至非常「低產」。
「以前更慢，現在比以前經驗更豐富

之後，每天的寫作可能也就寫個五百
字，甚至兩三百字。」在他看來，寫作
速度和質量是有密切關係的。有些作家
可以三兩個月就能完成一部長篇，但是
於他而言，卻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
他說：「寫作中，寫作者和寫作對象之
間是一個緩慢的互相滲透、互相塑造的
過程，要完全融為一體。特別是寫悲
劇，有時候放下筆還走不出來，非常耗
費心力。」
在研究神話時，朱大可更是投入了大

量的心血，有時候一篇2萬字的文章，就
要花3、4個月的時間整理出將近10萬字
的案頭筆記。「寫作是慢生活」，研究
神話領域20多年的時間，朱大可的作品
加起來可能總共還不到100萬字。

那麼，這樣的研究累嗎？朱大可的回
答是「其樂無窮」。他說，華夏上古時
期其實就是一個揭秘的過程，發現本身
就是喜悅。上古時期的資料呈現碎片
化，需要利用線索去重建拼圖，而他剛
好從小就對解謎很感興趣。當然他也坦
言，「即使在這個過程中有錯誤也沒關
係，大的方向格局要正確。」
至於擁有如此旺盛的創作活力，朱大

可自言：「可能是一種天賦。」在他看
來，一個作家的生命力就在於靈魂不衰
老。他還自述即使現在依舊「童心未
泯」，「我可以和兩歲的小孩開心地談
論兩個小時。」

曾有機會到港發展
在得知記者是香港的記者時，朱大可

感嘆道：「20年前我差點去了香港。」
朱大可在20年前雖然很想去香港發展，
但是機緣巧合最終未能成行，當看到有
些當初去香港發展很好的同行朋友，內
心不免還是有幾分遺憾。
他回憶道，那時對香港的感情，可以

說是非常喜歡。最喜歡的就是香港高度
的商業化下，那種密集嘈雜但井然有序
的生活環境，在大街上沒有小偷，也沒
有搶劫。他稱香港是可以「種進去生
存」的地方。相比之下，他就非常討厭
新加坡，直稱其為「文化荒漠」，惡劣
的生活環境讓人簡直生存不下去。

把思想靈魂注入作品中把思想靈魂注入作品中

作為文學批評家的朱大可，文字兇

猛，觀點犀利，素有「文化恐龍」、

「一劍封喉」之稱。但甫一見面就打破

了記者對批評家的刻板印象，眼前的朱

大可圓圓的臉，中等身材，有一些微

胖，目光炯炯，卻並無想像中的凌厲張

揚之氣。這次，他帶着自己的新書《長

生弈》受邀前來鄭州舉辦讀者分享會。

在研究上古神話長達20餘年後，如大

家所言，「他終於出手了」，雖是初次

嘗試長篇小說，但是在他看來「重要的

不是技術，而是思想和靈魂」。分享會

前朱大可接受了記者採訪。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長生弈長生弈》》書影書影。。

鑽研神話寫武俠小說鑽研神話寫武俠小說

■朱大可十分
關注歷史和神
話。

■作家朱大可

■朱大可在鄭州松社書店分享會現場。

朱朱大大可可

■《古事記》書影。

日前舉行了由南區學校聯會及南區青年團主
辦、南區民政事務處協辦，並由香港仔坊會社會
服務統籌的2018南區「勇闖高峰」學生領袖培
育計劃舉行分享暨嘉許禮，以嘉許計劃中表現出
色的學生領袖。參與學生必須由原學校推薦參
與，參考學生自己的介紹信、操行。經過篩選
後，共100名學生入圍，當中共46名中學生及
54名小學生，分別來自9所中學、13所小學及1
所特殊學校。本年以「長者」為主題，讓參加者
能以多角度反思及參與相關的議題，增加他們對
社區事務的關注。
獲得潛質學生領袖金獎的中學組黃繼穎與來
自不同學校的中學生組成一組，就中高齡長者議
題作為主題，從參與領袖見面日、學習日等不同

個課程到實踐落街擺街站訪談。從一開始收集資
料做起，再細分小組在石排灣設攤，就長者對就
業及培訓議題展開深入訪問。「過程中不少中高
齡長者都表示目前處於在家照顧家人的角色，但
對於重新投入社會依舊滿懷憧憬，對於了解保良
局就長者就業提供課程的人就寥寥可數。」她說
到，不少長者渴望再次進入社會工作，可是因為
年齡，能再回原公司工作如同海市蜃樓，只能做
些非長期性的小工種。
小學組隊員陳樂諾則參加了大會設計的活

動，以行動服務長者，「時空之旅」是他其中一
個影響深刻的活動，透過一些儀器感受老年人所
處的生活狀態。他說道：「一個個負重的沙包捆
綁在身上，使我們寸步難行，如同長者因為骨頭

退化行走艱難。」訪問中他多次提及經過這一次
體驗活動，對自己的成長有重大啟發。「以前會
嫌棄公公婆婆嘮叨自己，現在會將心比心，嘗試
多陪伴老人家。亦知道爺爺經常承擔起家裡的家
務，一到周末會積極幫把手，減輕他們的勞累。
」
南區學校聯會副主席楊美鄰表示，活動助學

生看到其他人的需要。踏入第十一個年頭，活動
也越來越完善，「從一項項訓練到實踐與走訪，
我們要做到不單單只是服務社區，更是讓年輕人
探討社會議題，為議題表達自己的心聲。超越單
向的服務，在這個基礎上深化學生對社群的認
識，讓學生關心社區是我們一直主張的。」楊說
道。 ■文：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石婉盈

「勇闖高峰」學生領袖培育計劃
得獎者言獲益良多 ■ 楊 美 鄰

（中）向學
生們分享體
驗 活 動 感
受。

■在南區勇
闖高峰學生
領袖培育計
劃嘉許禮上
表揚出色的
學生領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