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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晏建怀的历史题材作品写作特点 

———以《帝国的脸谱———北宋官场众生相》为例

杨　飞，郑　坚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晏建怀在历史题材写作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其代表作《帝国的脸谱———北宋官场众生相》，秉持相对客观
公正的立场，以轻松调侃的笔墨、直白的现代语词，巧妙借用评书技巧，塑造了一批立体多维的圆形历史人物形象，令读者耳

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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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素以“火车拉来的城市”和“工业城市”
被外界所熟知，同样它也以工业发达、文化底蕴薄

弱为外界所诟病。土生土长的株洲人晏建怀，就是

在这片现代工业文明和文化事业发展相互补益的

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其以笔耕不辍、勤学朴实而被

大众所熟知。他自１９９２年发表文学作品开始，先
后在《文学界》《书屋》《杂文月刊》《四川文学》《星

星诗刊》等杂志发表散文、随笔、杂文、诗歌５００余
篇，曾获《杂文选刊》杯首届全国杂文大赛＂新人
奖＂，文章也被《杂文选刊》《名作欣赏》《新华每日

电讯》和美国《侨报》等上十家报刊杂志转载，并入

选中国多家知名出版社刊物。２０１３年，晏建怀历时
３年完成的历史题材作品———《帝国的脸谱———北
宋官场众生相》（下面简称《脸谱》）一书，经由湖南

著名的古籍专业出版社———岳麓书社出版，面向广

大读者发行，一时间，作者新浪微博的访问量迅速

突破百万，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因此，解读晏建

怀的写作模式，尤其是他在历史题材方面的写作，

对于株洲本土作家的成长及株洲文化发展是非常

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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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谱》全书由７９篇小文集成，每一篇都是一
张栩栩如生的“脸谱”。作者站在历史和现实的间

隙之间，抓住北宋官场的特征和人物的特质，以轻

松调侃的笔墨，运用现代语词，化用评书策略和技

巧，把繁冗沉重的北宋官场娓娓道来。这不仅打破

时空、古今交错，也活画出了北宋官场的核心图影，

使读者不由自主的陪伴他笔下刻画的一张张活灵

活现的“脸谱”，走过岁月的风浪，触摸到历史人物

的“温度”。

　　一　植入现代语词

晏建怀的《脸谱》立足的材料是北宋的历史。

较之传统的历史题材作品写作时的严肃与晦涩，晏

建怀以人物为线索，通过植入现代语词、流行语和

俏皮话串联有趣的故事，描摹北宋官场的众生相，

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形成了叙述上的“时空压缩”

现象［１］，消灭了古今距离，让历史获得了一种现场

感，给传统历史读物赋予了生动的历史故事、活泼

的历史细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让读者的心灵得到

温暖和愉快。

《脸谱》语言中现代称呼的使用让历史走出了

高高在上的学者书橱，变身成为了普罗大众的精神

食粮，打破过去叙写历史题材作品的僵化、教条的

写作模式，呈现出很丰富的形式嬗变。他以易于接

受同时又真诚严肃的叙述方式，生动地再现了一个

个历史人物。这样的例子在《脸谱》中随处可见，较

为典型的有：

如《脸谱》文中的第一篇《宋太祖的底线》：进

宫不久的某天，他见一宫女抱着一个年幼的男孩，

便问：“这是谁呀？”宫女说：“这是周世宗的儿子。”

周世宗就是他原来的老板柴荣。宋太祖回过头来

问他们：“该如何处置这没了爸的孩子？”［２］１

《宋仁宗的仁》：他边喝水边说：“我回头找了

多次，没见掌管茶水的当值侍吏，又不便询问，倘若

一问，侍吏必受责罚，故忍渴而归。”［２］１８

《当皇后不小心扇了皇帝的耳光》：按说，后宫

的事，不过是皇帝的家事，作为家长的皇帝既然亲

眼目睹，皇后的耳光又是无心之举，那么批评教育

几句，或者各打五十大板，事情也就过去了。［２］２１

上面截取的片段中：“手下”“老板”“没爸的孩

子”“我”“家长”等等都是现代语言中的词汇，却被

作者运用到了历史题材的写作中，把这些称呼用到

古人那里时，是对古代帝王将相的“降格处理”，他

们统统被拉下了神坛，成为被现代称呼“全面抹平”

之后的普通人。这些语词的使用会使习惯了现代

语言规则的读者，在严肃的历史中感受到轻松诙

谐。这无疑把历史拉近了距离，让历史和经典通

俗化。

此外，作者晏建怀在文中还挪用今词古用，在

历史故事的叙述中大量使用现代语词、当代流行语

和俏皮话，以增加叙事效果。譬如：

《小事假糊涂，大事真精明》：党进武夫出身，大

字不识，虽然在军队干了多年，吕立战功，频获嘉

奖。但是，大家都知道，在读书人尾巴翘到了天上

的宋代，没文化是比“黑五类”“臭老九”更难

混的。［２］５１

《寇准是个“公子哥儿”》：寇准出生于官僚之

家，从小不拘小节，颇爱飞鹰走狗，是个典型的“公

子哥”……因为才能出众，官职“蹭蹭蹭”往上升，

连连提拔，后来甚至还当上了宰相。［２］１３２

《差点被考生忽悠死的主考官》：虽为一品大

员，但一生只娶一个老婆，是个“模范丈夫”，而且家

里事情都由老婆说了算，“枕头风”一吹就灵……李

氏这招通风报信之法，简直可评为“史上最佳创意

奖”……王主任终于实现了“软着陆”，侥幸捡回来

了一条命，有惊无险。［２］１４２

《“官二代”柳开的自我炒作之路》：柳开是宋

太祖乾德初年监察御史柳承翰的儿子，典型的“官

二代”。［２］８４

以上片段中“黑五类”“臭老九”“蹭蹭蹭”“模

范丈夫”“枕头风”“史上最佳创意奖”“空头支票”

“软着陆”“官二代”“炒作”“敲门砖”等诸如此类

的当代语词的运用几乎贯穿了晏建怀《脸谱》全书。

这种杂糅和镶嵌了当今多种流行元素的笔法，尽现

北宋官场文臣武将的文韬武略和权谋诡谲：宋太祖

赵匡胤的底线，宋仁宗的仁厚，宋徽宗的“与狼共

舞”，刘娥皇后的传奇……范质的宽容与仁慈，赵普

的钻营取巧工于心计，欧阳修和王安石的锐意革

新，司马光的俭素之美……所有的人物脸谱，活灵

活现，整体上造成了一种“轻”的叙事效果。

　　二　化用评书策略

张爱玲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在厚厚的故纸

堆中长眠，只有在好奇少年的脑中，才会短暂的鲜

活的复活片刻。［３］晏建怀不仅充当了这个“好奇少

年”的角色，还用一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习惯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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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技法———评书，重新让历史从“故纸堆”中鲜活地

走入我们的视线。所谓评书，又称说书，在宋代开

始流行，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汉族传统口头讲说表演

艺术形式，是为了描绘事件、景物或人物形象，用排

比的垛句加以夸张，给人以强烈的印象。立足宋朝

历史材料的《脸谱》一书，无疑与评书这一艺术形式

有着天生的血肉关系。

《手搏状元“去三害”》，文章开头，晏建怀以笔

为惊堂木，开宗明义直言“王嗣宗是惊世骇俗的人

物”。挑起读者或者是听众的兴趣听“故事”。紧

接着，一句 “为什么这样说呢？”言明原委。这位主

人公他敢在天子殿前打架，在上司面前斗狠，到任

地方又以雷霆手段，肃清不良风气，为民办实事，政

绩不俗。［２］７５－７７每展开一个小故事，娓娓道来，节奏

高低起伏，引人入胜。《“钓鱼宴”背后的政治玄

机》是北宋官场众生相最集中的一个篇幅，北宋官

场百态也缩映在每一个人物的表情、动作、眼神等

每个细小的动作之上。仿佛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

是“功利的”。“所以，宫廷禁苑钓鱼，不是平凡意

义上的钓鱼，它钓的是规矩，钓的是政治，钓的是权

威，钓的是上下有别，尊别有序。其实整个赏花钓

鱼宴，无论赏花也好，赋诗也好，又何尝不是一次精

心设计的钓鱼活动呢？钓者是皇帝，鱼儿是大臣，

最后收入网中的，是一颗颗被俘获与奴役的

心。”［２］２４６这样的宴会在作者笔下或轻重缓急，或浓

墨重彩，或一笔带过，绝少拖泥带水，就如展开一场

精彩的“评书弹唱”表演，呈现出北宋官场规则。所

有所谓的正派或者反派，他们都生活在北宋这个官

场的“规则里”，有同时代的共性，也有各自张扬的

个性，令读者深思。《一朵花凋谢了一个王朝》，浪

漫富有诗意的文题无疑可以更好的吸引读书阅读。

前半段，作者以当代明星杨二车娜姆喜欢戴花切入

文章，然后用宋代以花为题材的词曲完成古今的过

渡，顺势将宋代官僚戴花、皇帝赏花的潮流引出，文

章进入高潮，谈及宋代戴花之习的缘故和影响。由

此，读者会明白为何作者的文题没有用常青挺拔的

树木去描写宋王朝的兴衰，却选择了娇美易谢的花

儿。原来浪漫之余也是对宋王朝凄美一现的扼腕

叹息。文中晏建怀用“奢侈”二字作为“文眼”，“什

么是奢侈？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成千上万老百姓

夜以继日的劳作，也只能供他们片刻的欢娱、瞬间

的消遣，这就是奢侈；农民累死累活干一年也不过

几千元收入，而他们一顿饭就是数万甚至数十万，

这就是奢侈”。［２］２８３连续两个对“奢侈”一词的诠释，

让读者五味杂陈，思绪万千。紧接着，文字干净利

落走向末尾处，如惊堂木疾声而下，读者也好，评书

观众也罢，都一同和着陆放翁那句 “小楼一夜听春

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阳春白雪声，伴着雨巷深

处、那位身着破衣褴褛的卖花人的声声“唤卖”声，

隐没在历史与时间的尽头，只留下一个王朝的

名字。

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忠于历史却不保守的创作

方式，正是内容的回归，形式的创新。晏建怀运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技巧，巧妙的化用评书人说书

的书写策略和技巧，让通俗笔法下的历史有了“厚”

度，弥补了他用现代通俗语词描写历史所带来的

“文化折扣”感。晏建怀的笔就像冷静客观的第三

只眼睛，在“脸谱”故事化的情节里，打通现代社会

的官场和数百年前的北宋官场风云，严肃而真诚给

出“议论”。

　　三　塑造立体多维的圆形历史人物形象

常理而论，评价任何人事都不能只立足于片

面，必须是多维度的。晏建怀秉持着相对客观公正

的态度写作《脸谱》书中几百位人物，肯定贤臣才

能，也毫不避讳他们性格上的缺陷；指出权臣不足，

也敢于正视他们的可取之处，为读者塑造了一大批

立体多维的圆形历史人物形象。

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最为后人熟知的

莫过于“陈桥兵变”和“杯酒释兵权”两件事情，而

这往往给人以 “阴”“狠”的印象。但在《脸谱》开

篇《宋太祖的底线》一节中，晏建怀笔下的赵匡胤形

象，不仅有阴狠一面，也有为人称道之处。文中作

者通过如何处置前朝遗子、水晶柱斧砸谏臣、夹室

立誓碑等三个小故事，让读者看到了武夫当国的赵

匡胤他的多面性。他虽“即人之位”“夺人之权”，

但相比于其他的王朝换代时的血流成河、横尸遍

野，他可谓算“省血省泪”了。他不像往朝那些心狠

手辣的皇帝，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残忍的诛杀大臣、

排除异己，而是选择了用较为温和的方式———杯酒

释兵权，为自己解除臣子“功高盖主”之险，成功实

现“皇权至上”“中央集权”的目的。水晶柱斧砸谏

臣这个故事，道来十分有趣，让读者看到宋太祖的

憨直可爱和度量。赵匡胤一生行事果敢，既准又

狠，但心底始终有一个底线，誓碑则可见一斑。他

给子孙后代留下太庙的誓碑所言：善待后周皇帝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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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家族，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若违背此誓

的子孙则天打雷劈。这个“底线”无疑为宋王朝免

除了不少疯狂的杀戮。三个小故事，娓娓道来，节

奏跌宕起伏，一个性格完整的赵匡胤形象呈现在读

者面前。文尾处，晏建怀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优礼是大夫、强调与士大夫

共治天下的主张，为当士大夫参与朝政创造了宽松

的环境，上书言事，往往直截了当，即便把皇帝逼急

了，最多也只是个罚配而已，这在专制时代，是十分

宽容的了”［２］４，明确宋太祖这以举措，不仅为宋王

朝开拓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也为王朝中后期滋

生腐虫提供了温床，为后文的叙述，勾勒出一个立

体的宋王朝图景。《做贤臣不如做“蛔虫”》一节，

主人公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在官场左右逢

源，三登相位，深得圣宠，一生善始善终。正如文中

所写：赵氏之所以能够夺取江山，是其武功、魄力、

运气与赵普智慧强强联合的结果，没有赵普，赵匡

胤的文韬武略，或许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其结

局是另外一番景象也未可知。［２］２５晏建怀充分肯定

了赵普融会贯通的才能。但作者也指出，赵普可谓

人臣之极的成功秘诀，关键在于道路的选择，他像

一个“赌徒”，将筹码压在赵匡胤的身上，极尽钻营

之能事，利用权谋搅弄风云，颠覆了一个王朝，也成

就了一个王朝。对于这样一个不是标准贤臣的权

臣，作者以“蛔虫”作喻，毫不留情地刻画出了他擅

营谋和工心计的双面人性。

纵观全书的每一张“脸谱”，诸如宋太祖赵匡

胤和赵普这样的形象还有很多。如晏殊，素有“太

平宰相”之名，一生才情横溢，他性格闲静平和，崇

尚道家，却也守城忌变，“任职宰相十年，始终延续

吕蒙正、李沆、王旦等人的执政风格”［２］２１０。譬如欧

阳修，名入“唐宋八大才子”之列，虽满腹经纶，为人

正直，但却过于“直接”，一生不得恩师青睐，好色

之名也是天下共知。宋太祖时期的“天子门

生”———杨亿，不仅刻画其才华横溢的一面，也直言

他倔强固执的“书呆子”性格，最终没于大行“潜规

则”的宋王朝官场；宋真宗时期名相寇准不仅是极

具胆识的“冒险家”，也是出身于官僚之家有名的

“公子哥儿”；还有为人熟知的害人高手王若钦也曾

被不知名的考生忽悠得一塌糊涂；权臣曹利用居功

自傲、专横傲慢，不得善终，但临危受命，镇定自若，

在与辽国订立的“澶渊之盟”中坚守底线，不辱使

命，挽救了面临战争涂炭的北宋王朝……几百位人

物在晏建怀的铅字笔下栩栩如生。通过这些笔触，

读者可以看到权臣贵族尔虞我诈的宫廷权谋，看到

他们生活中的普通一面；也能体会几百年前那些忠

烈义士们的大勇大义，感受他们人性中的多面性，

这些不仅触动读者获取阅读快感，也让现代的人思

考如何更好地“以史为鉴”，关照现实生活。

历史客观存在，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不同的理

解。１９世纪英国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说过“从
某种意义上说，所有人都是历史学家”［２］１８。晏建怀

以历史为题材而创作的作品，采用通俗的现代语言

拉近了北宋历史与现代人时空上的距离，并巧妙运

用评书技巧将人物“脸谱”故事化，向世人展现了他

眼里、他笔下、他心中的北宋官场传奇。而作为湖

南株洲本土作家，晏建怀显然也是具有湖南地方性

写作特点的共性。“在他们的血脉里跃动着一种特

殊的楚人气质，他们的创作在寂寞中显出沉实的底

蕴，以一种不事声张的写作姿态进行纯粹的艺术创

造，彰显出独立的形象。”［４］在笔耕的道路上，对于

历史题材作品的写作，晏建怀有自己明确的方向和

特点。诚如王开林先生在《脸谱》序中写道：一旦他

打通古今之间那堵厚厚的隔墙，这一步就能走得很

远，整座富矿的价值就会产生几何级的放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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