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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胜治，著名证券分析师，业界公认的分析大家。以笔名“徐公子胜治”创作的奇幻小说，因超绝的
想象力、严谨的逻辑、渊博的知识、对传统文化深刻睿智的理解，受到广泛好评。被誉为当下唯一能
提升中国奇幻小说品质的作家，有“奇幻界金庸”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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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部描写中国神怪，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批高中生身上的小说，情节匪夷所思，但又丝丝入扣
，代入感特别强烈⋯⋯称得上中国版《哈利·波特》。    ——盛大董事长CEO陈天桥    小时候看到《
天龙八部》的目录时，惊讶得眼睛差点瞪出来。《神游》的书目对仗工整，佛道法门，信手拈来。读
过文章后回头再看目录，真有画龙点睛之妙，合乎音律之美，真追老金。    ——自由撰稿人玄元不惑  
 《神游》以小说的笔法，写出了人生中许多需要思考的问题，并在故事中给出了自己的解答。或许有
一天，我会忘记故事的内容，但故事中所表达的精神，所蕴含的智慧却会陪伴我一生。    ——公务员
　月影无话    为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让我们看到比西方魔法世界更为精彩的东方玄学世界。剥去
玄学的神秘表象，重现的是老庄的朴素哲学，这才是中国哲学的源头和玄学文化的精髓所在。    ——
记者　德充符    《神游》之于我，犹如《圣经》之于基督徒。    ——学生　独孤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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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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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这部描写中国神怪，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批高中生身上的小说，情节匪夷所思，但又丝丝入扣
，代入感特别强烈⋯⋯称得上中国版《哈利·波特》。——盛大董事长CEO 陈天桥小时候看到《天龙
八部》的目录时，惊讶得眼睛差点瞪出来。《神游》的书目对仗工整，佛道法门，信手拈来。读过文
章后回头再看目录，真有画龙点睛之妙，合乎音律之美，真追老金。——自由撰稿人 玄元不惑《神游
》以小说的笔法，写出了人生中许多需要思考的问题，并在故事中给出了自己的解答。或许有一天，
我会忘记故事的内容，但故事中所表达的精神，所蕴含的智慧却会陪伴我一生。——公务员　月影无
话为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让我们看到比西方魔法世界更为精彩的东方玄学世界。剥去玄学的神秘
表象，重现的是老庄的朴素哲学，这才是中国哲学的源头和玄学文化的精髓所在。——记者　德充符
《神游》之于我，犹如《圣经》之于基督徒。——学生　独孤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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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完这部大部头再次感受到了徐公子的博学，自成体系这事真的太棒了。看完地师可以去看风水
，看完神游可以修仙了。不过有人说是国学入门还是挺搞笑的，现在不懂装懂的人太多了。不过徐公
子有点直男癌，感情戏和床戏写的确实差点意思。其他的很不错，对于丹道体系的构造我确实仔细看
，但是以他的严谨程度，肯定是在书中建造了一套完美的修炼体系的。不知道看完这书的人有没有照
着练练。还有一点，就是真主角风君子的故事，我是先看的鬼股。据说还有天枢和人欲都是讲风君子
的，慢慢看吧。

2、封面设计真的是差了点，应该以极简主义为风格~
3、故年道友如相问，神鬼人灵几卷书
4、略 烂尾
5、副墨闻于讴，参寥传玄冥。
一指掩天地，齐物自忘情。
6、从手机再到kindle，看了半年之久，喜欢风君子的性情，是本神作
7、结尾感觉不是很过瘾啊，留白留的有些浅
8、虽然读完了全版网络版“神游”，还要全部买齐纸质版收藏，厚厚！
9、第一次接触修真类的书，偶尔枯燥，偶尔也很精彩，徐公子的书读起来不像别的修真小说那样不
着边际天马行空，更像是一本修真类的专业教科书，唯一不喜欢就是，每次都是一男多女的老套戏码
。
10、第207本。大学追了一半的小说，念念不忘，毕业5年终于看完了。一肚子的话无从说起。
11、公子的书我盗版的都买过很多,何况正宗的来了
12、大家快去买吧
13、不是结局的结局，给大家相像的空间，有点像倪匡的卫斯理风格，也合乎先生性格~
14、总觉得结局烂尾了
15、成书于网络却完全不像网络文学的作品。作者国学深厚，章节名均为五绝，一书写透儒释道。情
节千里伏线又暗合因果缘法，识人论事直指关窍。挑灯夜读，令人不忍释卷；难述精彩，唯叹天道如
何。
16、2014.1.10
17、公子的书，精彩无比。
18、不太喜欢结局
19、公子的书很精彩，知识面很宽！
20、善写修行，却不耽于修行之事，一直觉得玄幻文学可以成为继武侠之后的通俗大者，但缺乏真正
诚恳用心的作品，徐公子的作品不落窠臼，远超其他同行。
21、因为我有梦要做，梦中将去很远的地方，登上那一座山。
22、最好的修真小说
23、从神学、玄学的角度阐述了儒、释、道三家思想，挺新颖的，虽然有些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某
种程度上也超出了我哲学层面的接受范围，但很多地方论述得还是很深刻的，上升到哲学高度，体现
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精髓，讨论了很多人生智慧。整个故事提到了《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
《封神演义》《老子》《庄子》《心经》《洛神赋》等诸多名著和文章，真可谓旁征博引，足见作者
底蕴之深厚，虽然作者有时说武侠玄幻如何如何，但很多情节还是能看出源自金庸武侠以及神话小说
。情节设置也相当紧凑，引人入胜，但文学性相对不高，总感觉笔力还差一点，而玄学、神学、哲学
都很有高度，理论部分很扎实。很有意思的一部网络小说，真的提升了这一类型小说的质量。
24、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确实有些惊艳，但是慢慢的就觉得没什么了，作者比较会挖坑，也很会填
坑。作为休闲读物，值得一看。
25、强烈推荐阅读
26、神游1-7收齐了，厚厚的实体书拿在手里，好开心~期盼了多年的神游实体书~终于买齐了~~
27、徐公子的代表作之一。不知道灵山和人欲啥时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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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关于善恶的区分　　九林禅院法海说在定善恶前先分对错，对错已明后端看做与不做则善恶分
。做对的事就是善，知道错还要做就是恶。（当然首要先解决的就是如何分对错~）2、�风君子说石野
是一流的性情、二流的悟性、三流的资质　　用石野自己的话解释一流的性情是指：“至少到目前为
止我回忆往事，所行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也会留下遗憾。但有一点，我从未知错犯错，每当关节考验
虽不是处处完美，但却别无他悔。此生虽也有憾，却不必从头再来另作选择。”   　　应该做什么事
，认认真真去做就行，而不是在心念中纠缠不休。有妖魔为乱，我们除魔便是，不可因此自乱心境，
否则同样是被心魔所染。　　（个人也要学会在工作与处世中做当做之事，不留遗憾、不以个人喜好
作为对错评判，一旦定出对错，行事后就不再遗憾。）3、�“应为便是愿为”，“遇事做事，别没事
找事。”（比如领导交待工作、不要认为做了也白做而不做或是有畏难情绪，而是先做起来，找能做
的做；写项目报告也是，不要自己判断很难，就难于开始，先从必须要做也能做的开始，比如查资料
、看资料等）4、�关于特种兵训练时特意留下靶场、手枪等，却不要求学习。　　重点教其他的东西
，如格斗等，但最后考试时却需要考射击，理由是考验参与训练者是否有自发学习的能力，只是为了
掌握知识而非考核而学（想到个人也应逐步锻炼并力争具备这种有意识的去学习知识、技能的能力
）5、�忘情天宫下设九门、宫主不可收本门弟子　　如天月大师来自月门，就指点风君子入风门，而
非月门。只有能够交出别门的弟子，才证明本门心法已经融会贯通，进而通晓各门之事。　　（想到
南大选修课时曾提到的一门通门门通，站在山上下看，就知其它各山峰如何有路径上山）6、�关于石
野修炼静坐　　（每晚不能闭眼、任意姿势待2个小时，期间头脑中可以有任何想法、但不能深入于
某一想法，一旦要深入需赶紧转念，一来二去多日之后将由最初的想法纷至沓来变成一片澄静——个
人很想一试）　　　　还有修炼白骨观、不净观等（感觉形象思维、头脑中能构建图画的能力很重要
）
2、《神游》这部书最开始是在ChinaRen校友录里『鬼话玄灵』板块里看到的，看过之后，极为激赏
，花了2天的时间用纯手工拷贝、粘帖的形式存成了Word文档。由于网上拷贝，错字、不符合上下文
语境以及标点符号错误非常多，由此开始了对这些Word文档的编辑过程，也间接体验了图书编辑、校
对的工作。当然，最后我也购买了本书的实体版本。 　　 　　为什么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但留两
刀纸，留与后世传』？古来一刀纸是500张，我计算了一下，这部书如果用A4纸张打印，大约需要700
多张，两刀不到的样子，所以叫做『但留两刀纸』。 　　 　　这部书总数160多万字，真可以说的上
是一部巨著。和金庸老先生的著作一样，包罗万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非常深入的涉
猎。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价此书： 　　1、修行 　　而这本书粗看讲的是修行的故事，而
且和一般网络修真小说一样是从无到有一步步升级到最高峰的故事，但实际上它讲的是修心。修行修
的是什么？不是神通、道法，而是心性！而且心性无论对普通人还是修行人而言都是可以修炼的，并
不只是修行人的独享。 　　从修行、修心角度来讲述故事，同时也讲述世事人心，对这些人和事从修
行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我估计即便修行人本身也不一定能够考虑、处理得当『如果这
个世界上真的有修行人的话』，更不用说根本不注重或者没有意识注重的普通人了。 　　例如作者对
修行的由来所做的思考：首先他说：『修行人的修行，并不一定是一种技巧的修炼，到最后，更多的
是一种修养。自古以来学道者所追求的最高问题，是成仙？是长生不老？神仙这两个字背后是什么？
』这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于道的本源：即：何为道？对此，作者的回答是：『所有的道，到头来面对
的都是超越科学以上的哲学思考，寻找唯心、唯物、意识、存在背后的哲学本源。这个问题实验室里
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在很久以前，人们就从自己的内心中去求证，于是产生了宗教，有了真主、上帝
，佛或道。老子和孔子之所以是圣人，也是因为如此。然而世上还有另一群人，采用了实证的方法，
用自己去实证，用心或者用身体。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系列的仪式或手段，这就是修行，天下也有了
五花八门的修行门派。』而这实际上就回答了各种修行的产生来由。但是，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但是渐渐的，手段取代了目的，很多修行弟子所追求的只是法术神通。』这种现象在作者看来，
就是本末倒置，是修行中在过某一天劫时，心性除了偏差。因此为了避免这一偏差的出现，师傅所采
取的方法一般都是提前教徒弟一些法术。虽然修行是修心，应该一心追求大道而不只求神通，可为了
避免所出偏差，师傅们不得已采取了这种迂回的形式，避免资质、性情不够的弟子在无意中掌握了神
通时对自己心性的冲击。 　　再例如，对于世间所谓的『邪教』，作者阐述了他的观点，同时也是一
直以来宗教的和世俗文明的原则：不能在世称神。佛祖释迦摩尼、上帝耶稣，在他们自己传法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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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没有说过自己是佛，是上帝。所谓的佛、上帝，实际上都是他们的弟子给他们封的。同样，对于现
代人也一样，自己在活着的时候，哪怕本事再大、学问再多、修行再高，也不能开山立派，封自己为
祖师，这是自己徒弟辈儿的事情。所以，当年的法轮功之流，之所以被取缔，固然有政治的因素，但
更多的是上面所述的原因。 　　不过看了本书之后，我发现中土诸多宗教的一个大的区别：道家讲入
世，佛家讲出世。道家讲的是今生，佛家讲的是来世。因此我觉得，如果我要修行，我会选择道家。
不仅仅因为道家是中土土生土长的宗教，最关键的是今生的事情，我自己可以控制，可以掌握，但来
世，我是控制不了的。我修来世，谁能保证我一定能得成正果？谁能保证中间不会出错，佛祖不会开
个小差？或者佛祖手下之人开个小差、吃拿卡要？ 　　 　　2、古文化的涉猎 　　从全文可看出，作
者徐公子胜治对传统文化等形而上的内容涉猎极广。当然，对千年来修行所涉诸事的书籍的通读更是
非常让人敬佩。对当代人而言，古文如诗文词曲等内容已经很让人头疼，就更不用说完全属于另一个
领域的修行书籍了。不仅如此，对这些修行书籍，作者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就不仅仅是对全文的
通读了，更重要的是对内容的思考。由此可见，作者深厚的古文功底。 　　另外，作者行文风格古色
古香，也很让人敬佩。这种风格也是一直以来我追求的风格，但通常可遇不可求，只有感觉找到了，
在我的行文中才会写出同样风格的文字。而作者则是信手拈来，无不如此。特别是作者对诗文也有一
定的了解，文中常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七言绝句或名言出现，例如『白云洒金天心动，扇随君子携风流
』、『俗物杂而条理不乱，历辛苦而颜色不衰』等等。 　　而上面所讲的，还都是可以说出来的、能
够形成一定理论的东西。但是，中国五千年的古文化，有很多无法言说的东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形而上』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精髓。在这些方面，作者也有着很深刻的理解。试举一例： 　　泽名不
是在作诗，而是在临帖，他在默临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小时候金爷爷教我临过这一帖，所以我
一眼就认出来了。泽名的书法，一笔一画写得倒也工整，只不过──他的字体并不似大气厚重的颜体
，而是，而是，怎么说呢，老干部体。所谓老干部体，并非指一种字体，而是多指有那么一批老少干
部闲来无事练几笔书法，写来写去也能写出个笔画工整，但终究学养不足、根基薄弱，难以领悟中国
传统书法真正的意境。这种书法被戏称为老干部体。 　　有些人练一辈子书法，到头来也只能是个书
法爱好者，成不了真正的书法家，学道也是一样。如今大大小小的书法展览中，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老
干部体。这时我说话了：“泽名，你的字迹臃余，这不是颜体书法的精髓。古来风雅天成，由内而默
化，不必故做附庸。” 　　这些被某党所批判的属于『封资修』的东西，真的才是体现人的品位、学
识、教养、修养的东西。非多年浸润，是决无可能了解、深入并熟识、成为自己的东西的。对于现在
的领导干部，到处题词、自己平常也练书法，真的是连皮毛都没有学到。他们练习书法，不是为陶冶
性情，而是为了书法而书法，为了人前显摆，恶俗之极！更不用说建国初期把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完全
破坏，根基没有了，再怎么练习，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故作附庸』。 　　 　　3、人的心性 　　
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到了人的心性。而且我认为，这本书表面上说的是修行的东西，但实际上讲的是人
的心性。 　　按照书中的观点，修行修的不是道法神通，而是心性。道法神通的高深，实际上是心性
修炼的高深。心性修炼到一定程度，才能够修炼更深一步的道法。否则，轻则走火入魔，重则如书中
的七叶，心性出偏，最后带自己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正如金庸老先生在其巨著《天龙八部》最后
写到的，少林寺一名无名老僧，在萧远山、萧峰、慕容博、慕容复、鸠摩智等若干大高手面前讲解佛
法中的『知见障』时所提及的少林高僧玄澄大师一身超凡脱俗的武学修为却突然一夜之间筋脉俱断，
就是这样的道理。为了武学而习武，为了修行和修行，是大大的偏差，大大的错！只有心，才是最重
要的，才是一切的基础。 　　有些人的心性，天生就不对，导致这个人自己生活的顺利或不顺利。举
例而言，书中提及石野在修炼圆光镜时看到了同班同学周颂这样一个平日非常整洁甚至于可以说有洁
癖的人私下里却去垃圾场刨垃圾。他和风君子帮助周颂，风君子凭借不伦不类的『神宵天雷』帮助周
颂弄了一堆铜线，结果周颂看到后先做的事情是挖坑把自己拿不走的先埋起来，太独。这就是典型的
心性不正的例子。 　　还有，葛举吉赞活佛在石野大闹齐云观后邀请他到广教寺一行，结果石野和尚
云飞到达寺院门口是被人拦下要求交门票。按照书中的描写，这个收门票的人自己不是广教寺的人只
是临时工，但手里有了这小小一点权利，就在普通人面前飞扬跋扈，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权利，去满足
自己平日不会有机会满足的虚荣、傲慢之心。这也是典型的心性不正。 　　而修行，如果仅仅是因为
道法的神奇之处才修行，也是修行中人最忌讳的。如果这个人以这种目的开始修行，但在过程中了解
到修行的目的是什么从而不去专修神奇之处，那么还算可造之才，否则，也是典型的心性不正。 　　
修行，是为了长生久视，而不是为了纵横世间。是可以得到神通法力，但更多的是为了超脱自己。如
果纠缠于神通法力，那么纵横世间甚至欺凌弱小，迟早就会被别人灭掉。举个尖锐一点的例子，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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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素，可以说是出于善，出于佛教徒的自守，但如果凭借自己有神通而强逼他人也都茹素，那么，就
成了妖僧。 　　说到最后，我还想说说什么叫做『对错、善恶』和什么叫做『一流的性情』。书中针
对这两个问题，用两个事例解释的非常明白。 　　先说『对错、善恶』的问题。法海老和尚闭关修
行60年后第一次出关就面对了番邦修行人士上门挑事。在此事件结束后，法海给在场的风君子、石野
、法源、法澄几个人讲解了这个问题。最根本之处，还是对错。有了对错，才能分清善恶分明。其实
很简单，就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我们纠结于一件事是善是恶时，我们先看它的对错
。如果对错分明，还要执着的去做错的事情，那就是恶。无论一个人用什么理由为自己所作的事情开
脱，我们只需换一个位置，看同样的事情别人对自己做这个人愿意与否。如果不愿意，那么这件事对
他而言就是错的；此时如果还要去做，甚至不以为错，那就是恶！通俗的说法就是，如果一个小偷认
为偷东西是应该的，那么他自己的家就不应该锁门！ 　　而什么是『一流的性情』？书中石野在消灭
觊觎风君子仙人炉鼎的千年妖物时说过一句话是相当的精辟：平生从不知错犯错，行事从来没有因错
留悔。 　　我特别同意这句话。 　　一流的性情，是一个好句子，是形容一个人好的方面的句子。
但它不是让你去做圣人，不是让你完美无瑕。如果你一辈子不做坏事，只做好事，不杀生，不饮酒，
不食荤，也照样成不了大道。一个人为人，所行肯定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也包括自己），也会留下遗
憾，但他从来不会知错犯错，每每关节之处，虽非处处完美，但也别无他悔。虽有遗憾，但也不用从
头再来从做选择。 　　 　　4、世事人情皆是文章 　　虽然是一本讲修行的书，但是作者也融汇了很
多俗世间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描述，并且这种交道，在书中并不仅仅是纯粹俗世中人，更多的反而是
俗世中人和出世之人互相的交流。而这些内容，也恰恰说明了为什么修行人不能闭门修行，也要到红
尘中行走、增长阅历。 　　例如石野在广教寺被葛举吉赞活佛问话问他为什么要去齐云观闹事回来后
，在街头摆摊的张先生给他分析的内容：你搞得正一门很没面子，但是这事闹大了，正一门抓不住你
的证据，又不好公然将你怎么样。如果你最终拜在了正一门门下，可以说是皆大欢喜两全齐美！既化
解了这场恩怨，又增长了正一门的脸面，最后和曦还得了一个根基不错的弟子。这和曦考虑问题，要
比他的师弟和尘强多了。 　　和曦真人作为当时天下修行第一的守正真人门下弟子，可想而知其修行
深厚。可是这样一个人办事却如此利落，符合世事人情，说明他把山中修行和红尘中行走结合的很好
，二者确实做到了互相促进、互相影响、互相进步，而没有像他的师弟和尘那样，只在山中修行，不
为世人所知，结果教出了泽中那样一个脓包徒弟。 　　 　　『但留两刀纸，留与后世传』。这样一
本宏大巨著，谈及了很多人生哲理，值得流传下去。因此为了他人能够更好的理解他，我写了这样一
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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