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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救驾》

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明永乐年间，流亡皇帝朱允炆逃至云南，朝廷派锦衣卫追杀朱允炆，朱允炆多次陷入危境，命悬一线
的他，数次被云南各族人民拯救。在与锦衣卫的对抗中，许多山寨被毁，许多人民和英雄蒙难，纯朴
的云南各族百姓用他们力所能及的方式，全力救驾。在流亡途中，朱允炆尝遍了独具特色的云南美食
，看够了绚烂绮丽的云南风光，深切感受到了云南各族百姓的纯朴、勇敢和善良。在被多次拯救尝尽
人间酸甜苦辣后，幻想着东山再起的逃亡皇帝朱允炆思想上得到了升华，放弃了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
，为让国家安宁，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他决定遁入境外夷方，去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云南的
各族百姓用真诚、生命、鲜血，不仅拯救了一个帝王的生命，而且拯救了他的灵魂。
——————————————————————————————————
浸透云南味道的帝王逃难记
——沈洋长篇小说《大救驾》故事梗概
长篇小说《大救驾》，全书31万字，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以明永乐年间的一段史实为背景，
以流亡皇帝朱允炆流亡民间，在云南大地上艰难逃亡的历程为线索，塑造了一组鲜活的人物群相，书
写了一个场面宏大，视野广阔，荡气回肠的流亡壮歌。
小说中，流亡皇帝朱允炆逃至云南，从乌蒙（今昭通）入滇，从腾越（今腾冲）出境。朝廷派锦衣卫
一路追杀，朱允炆多次陷入危境，命悬一线的他，数次被云南各族人民拯救。在与锦衣卫的对抗中，
许多山寨被毁，许多人民和英雄蒙难，纯朴的云南各族百姓用他们力所能及的方式，全力救驾。在流
亡途中，朱允炆尝遍了独具特色的云南美食，看够了绚烂绮丽的云南风光，深切感受到了云南各族百
姓的纯朴、勇敢和善良。在被多次拯救尝尽人间酸甜苦辣后，幻想着东山再起的逃亡皇帝朱允炆思想
上得到了升华，放弃了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为让国家安宁，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他决定遁入
境外夷方，去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云南的各族百姓用真诚、生命、鲜血，不仅拯救了一个帝王的生
命，而且拯救了他的灵魂。
读罢小说，感觉语言干净，人物众多，故事精彩，特点鲜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叙事巧妙，故事跌宕起伏，回肠荡气，充满惊险和探秘的味道。小说中，被朱棣赶下台的皇帝朱
允炆，流落云南民间，锦衣卫一路追杀，各方势力也另有歧图，朱允炆无数次被抓获，又无数次逃脱
。每一次被抓获的原因皆各有不同，而每一次逃脱的方式也不尽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
有好心的云南人两肋插刀，拼死相救。全书共25个章节，每一个章节都是一个陌生的环境，都会遇到
一群陌生的人物，都会发生一系列荒诞、古怪、离奇的故事，读完上一章节，根本无法猜度下一节将
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如此结构，使得整部小说读来环环紧扣，扣人心弦，新鲜离奇，把读者带入了一
个陌生新奇的魔幻世界。
二是视野广阔，场面宏大，大场景展示了云南美丽迷人的山水，瑰丽多姿的民风，神秘莫测的少数民
族风情。从地域来看，朱允炆逃亡的路线从滇东北到滇西再到滇西北，几乎横跨了云南全景，滇东北
雄奇险峻的大峡谷、神秘莫测的僰人悬棺，滇中秀美迷人的抚仙湖、气势磅礴的滇池、神奇迷人的彝
山，滇西美丽神秘的热带风光、大理雄秀的苍山和美丽的洱海、滇西北的丽江古城和冰川悬崖，在小
说中都作了详尽的描写，一幅幅美丽神奇的云南山水历历在目，憾人心魄。其精美细腻的文字让人读
来如身临其境，充满向往。从民风民俗来看，彝族祭祖仪式、苗族的花山节、傣族的泼水节、佤族的
剽牛仪式、傣族的“洗寨子”、景颇人的“目脑纵歌”等所涉民族的重大节庆活动和民风民俗，都在
小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目不暇接，回味无穷。
三是人物众多，个性鲜明，小说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各有千秋，充满人性，生动形象的人物群相。
小说的一号人物，自然是流落云南逃难的朱允炆。这是一个饱读诗书，满脑子仁义道德，一心想恢复
周朝礼制，把大明朝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的仁义帝王，因为燕王“靖难起兵”，被赶下皇
帝宝座，流亡民间，一心想着东山再起的落难帝王，在尝遍了云南美食，看够了云南美景，尤其是感
受了云南人民的真情后，思想得到了升华，放弃了皇权的争夺，而是选择了出境。这样一个落难帝王
，无不让人敬仰，无不让人叹惋，他的所作所为，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而他的两个贴身侍
卫，李廷锋侠胆义胆，武功盖世，为人正直，容易冲动，贪恋美食美色，一路上频频惹祸，也带来了
无限的苦恼和乐趣，独具个性；雷万德则有勇有谋，性格倔强，较沉稳，一但认定的事，十头牛都拉
不回来。不过，两个贴身侍卫都忠诚勇敢，仿佛是朱允炆的左右手，一刻也离不开。阿乌这个僰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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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救驾》

子却风情万种，野性十足，敢作敢为，敢爱敢恨。这个一心想说服朱允炆扶持其僰人部落东山再起的
漂亮女子，却在一次次的交锋中，和朱允炆由对手变成了恋人，并爱得地老天荒，爱得义无反顾，直
到最后，和朱允炆骑着一头大象，离开了大明的国土，遁入了境外夷方，上演了一出凄惋却美丽动人
的爱情神话。还有一心为僰人部落东山再起而奋斗的阿大王，善良热心的苗医噶贡、噶麻父子，知恩
图报的用野生菌毒晕杀手的张大叔，巧妙地把朱允炆装在女儿嫁装柜子里逃出大理城的杨老太爷，从
洱海中救起朱允炆的白挑鱼，武功盖世，英勇无比的苍山七侠，热心助人的尘空大师、法空和尚，忠
勇热情的哈尼人罗布，厚道忠义的丽江木玉土司，重情重义的傣族姑娘孔雀和风情万种，野性柔情的
卓玛土司，一路上热心相助、亲如兄弟的马锅头，冒死与官兵搏斗救下朱允炆的腾越农妇春玲，这些
正直善良、正义热情的云南百姓的代表，正是他们，以大无畏的忠勇精神感动了朱允炆，让他纷乱的
心变得平静，变得平和，变得更加充满悲悯。小说中，一些奸诈可恶的地方官吏和黑恶势力虽然着墨
不多，但其贪婪、荒淫无度的丑恶嘴脸却跃然纸上，让人过目不忘。如心狠手辣、如影随形的锦衣卫
吴宏和钟围，欺上压下、贪婪无度的盐津知县王聪，自私自利、残忍凶恶的僰毒狼，老奸巨滑、贪恋
女色的刘知州，野心勃勃，一心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理知州武奎，心有不甘、自觉朝庭亏待自己的
戌边将领毛建安等等，这些丑恶嘴脸，塑造得活灵活现，如在眼前。
四是美食荟萃，异彩纷呈，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云南品种繁多，内涵丰富的饮食文化。通读整部小说，
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云南各地各民族花样翻新、色香俱全、麻辣鲜香的各色美食。因为朱允炆和
他的两位侍从进入云南后，一路上必然和各种各样的饮食打交道，可因为身上分文无有，囊中羞涩与
饥肠辘辘这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常常引发朱允炆帮厨、背着漂亮的女土司巡视领地等一系列令人啼笑皆
非的有趣故事。因此，小说中跟云南各色美食有关的精美文字及精彩故事源源不断。因为误认为古道
客栈的老板娘在乌骨鸡里下毒而使鸡身全身变黑，朱允炆的两个贴身侍卫与客栈老板娘上演了一场惊
心动魄的好戏，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趣事在小说中随处可见，让人在紧张的阅读中得到放松和愉悦，
从而大大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更为可贵的是，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展现云南美食，乌蒙
山可煮三头黄牛的巨型铁锅、肥美味鲜的关河鱼、奇香鲜美的烤全羊；滇中抚仙湖的抗浪鱼、野生菌
全席；滇西的竹筒饭、酸蚂蚁；滇西北的雕梅扣肉、酥油茶和糌粑，几乎云南地盘上所有能吃到的美
食，大都在小说中得以精美呈现，读者如赴一场美食盛宴，让人读来垂涎三尺，对云南美食充满了无
限向往。
当然，由于《大救驾》是沈洋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尽管其费尽心力，但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瑕
疵，比如，对武打场面的一些描述，感觉还不够味，有种让读都没有过足瘾的遗憾；对一些云南少数
民族人文风情和风物的描摹，也还不够淋漓尽致，劲道上还差着那么一点点；再有，对故事情节的安
排，也还存在一些不够巧妙的地方；一些地方的语言叙述，也还不够节制。这些不足，都值得作者认
真琢磨吸收。
但瑕不掩瑜，《大救驾》无疑是一部故事精彩，人物性格鲜明、信息密集，具有宏大叙事元素的一部
难得佳作。如果说这些都是形而下的元素，那么，这部小说更难能可贵的形而上的东西，则是小说中
无处不在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通读小说，你会发现，就是已下台的落难皇帝朱允炆，他也无处不
关心寻常百姓的冷暖，无处不体恤深山苦民的安危，这样一个流落民间的“落难”皇帝，在食不裹腹
、衣不蔽体的苦难岁月里，他依然有一颗同情之心，悲悯之心，因为他永远没有忘记，这些云南百姓
，都曾经是他的子民，尽管他现在已不再是皇帝，可这些普通百姓依然是大明的子民，他从他们善良
的眸子里能够清晰地感受得到，他们是多么渴望过上一种安居乐业的平稳和谐生活，朱允炆再也不愿
看到，因为和四叔朱棣争夺皇位而再起烽烟，让老百姓生灵涂炭，也正是居于此，一代帝王放弃了一
切可以东山再起的大好时机，而是放弃了皇权，选择了和平，离开了国土，选择了和谐，这是一种怎
样的家国情怀啊？还有云南的寻常百姓，他们在不知道朱允炆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依然热情主动地帮
助朱允炆一行摆脱困境，让朱允炆一行一路前行，处处化险为夷，来到农家就吃粗茶淡饭，来到土司
府，就美美地饱餐一顿土司盛宴，尽管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坎坷、矛盾和屈辱，但云南百姓的真情流露
，让朱允炆发自内心地感动和震撼，以至于他的灵魂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礼。在云南大地上逃亡
，让朱允炆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大美在云南，大爱在民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云南的各族百姓用
真诚、生命、鲜血，不仅拯救了一个帝王的生命，而且拯救了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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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洋，七零后，出生于云南昭通大山包。先后担任过乡村教师、中学校长、报社编辑记者，从事过市
、县、乡党政机关文秘工作。在《中国作家》《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散文选刊》《四川文学》
《安徽文学》《广州文艺》《黄河文学》《橄榄绿》《边疆文学》《滇池》等报刊发表作品百余万字
。已出版小说集《红裙子的流向》《穿透瓦房的阳光》、长篇小说《大救驾》、长篇纪实文学《彝良
大地震》《遥远的洛泽河》《他乡是故乡》（与沈力合著）。中篇小说《包裹》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编剧之一），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被教育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列为第三十批向全国中小学生推
荐的十部优秀影片之一，入围第三十五届开罗国际电影节“金字塔金像奖”主竞赛单元，获第四届澳
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奖”入围奖。文学作品曾获云南文化精品工程奖、云南省政府文艺基金奖一等
奖等奖项。首届鲁迅文学院西南作家班学员，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中青九班学员，现为中国电影文学
学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昭通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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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共25章

Page 5



《大救驾》

精彩短评

1、如需购《大救驾》，请联系作者，30元/册（含快递费），可微信转帐，或微信红包支付。微信号
：ztzjdsbsy，QQ763955694
2、明永乐年间，流亡皇帝朱允炆逃至云南，朝廷派锦衣卫追杀朱允炆，朱允炆多次陷入危境，命悬
一线的他，数次被云南各族人民拯救。在与锦衣卫的对抗中，许多山寨被毁，许多人民和英雄蒙难，
纯朴的云南各族百姓用他们力所能及的方式，全力救驾。在流亡途中，朱允炆尝遍了独具特色的云南
美食，看够了绚烂绮丽的云南风光，深切感受到了云南各族百姓的纯朴、勇敢和善良。在被多次拯救
尝尽人间酸甜苦辣后，幻想着东山再起的逃亡皇帝朱允炆思想上得到了升华，放弃了根深蒂固的皇权
思想，为让国家安宁，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他决定遁入境外夷方，去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云
南的各族百姓用真诚、生命、鲜血，不仅拯救了一个帝王的生命，而且拯救了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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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沈洋，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云南昭通一个叫作大山包的地方，一直以来，在昭通作家群当中都
是一位以中短篇小说见长的青年作家。尤其是其中篇小说《包裹》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为其带来了
更为广泛的赞赏和社会声誉。2012年沈洋推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大救驾》，小说以明代落难皇帝朱
允炆的逃难经历为主要线索，勾勒出一幅幅云南本土动人的生活画卷。作为沈洋的第一部长篇历史传
奇小说，该书虽然在有些方面存在着不足之处，但可以很肯定地说，小说在很多方面也还是取得了很
大成功的，读来也令人耳目一新。一、宏大叙事的小写解构《大救驾》从其书写内容上看，主要故事
情节都是围绕着明代落难皇帝朱允炆的逃难经历来展开的，可以说是一部充实着浓厚历史味的通俗传
奇小说。大部分的长篇历史小说的常态，都常常是以历代正统史书作为底本，根据历史事实，结合一
定的民间传说进行加工和再次的艺术创造，从而进行宏大叙事的展开，形成“长河小说”，作品在叙
事主干上尽可能地贴近正史记载，叙事内容上尽可能地容纳更多的历史故事，叙事情节上尽可能表现
的波澜壮阔。但是对于《大救驾》来说，则一反常态形成了别样风情。作者在进行故事叙述时，改变
了以传统正史为主要故事依托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撇开正统的“大写历史”，进而着意对其宏大
历史叙事进行解构，形成一种以“小写历史”为主的叙事方法，实现其书写云南本土生活这一明确目
的的重新建构。关于通过“小写历史”来对“大写历史”进行解构的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
风靡过一阵“戏说”风潮，时至今日仍然留有余响，作者的这种主观上的小写叙事的倾向，虽然会产
生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但是如果一味的沉迷于以“小写历史”进行的“戏说”，则有可能陷入严重违
反历史逻辑的误区。沈洋的《大救驾》虽然也重“小写历史”，但他不同于一般“戏说”的关键就在
于他的切入点选取的比较恰当。明代皇帝朱允炆的经历，在正统史书中是有所保存的，《明史》中记
载“谷王橞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
八日壬申葬之。⋯⋯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自后滇
、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这段正史记载本身就是《大救驾》叙事的良好开端。作
为正统史书所没有给出的确定答案，建文皇帝生命历程的“戏说”当然也就有多种的可能。也就是说
，作者所着意的切入点，正是正统历史所留下的有待填补的空白，这种“戏说”仍然是有根据的，或
者说这种“戏说”是在艺术想象的空间领域内存在的，并不违反历史逻辑。另外，作者在对这种正统
大历史进行填空的同时，其着意点又不仅仅在于建文皇帝的逃难经历，这一点又突显出来成为本部小
说在艺术加工上与一般的“戏说”小说相区别的地方。一般的戏说小说，更强调的是在戏说过程中，
所加工营造出的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即使采取了“劝百讽一”的手法法，提出了人文关怀的普世精
神，但其中心仍然落脚于“故事”之上。《大救驾》则不然，在其故事情节的连贯过程中，时时刻刻
都通过对扭转建文皇帝的生死命运的“救驾”行为来突出故事中周边人物的淳朴，勇敢和善良的人性
特点。在故事的叙述中，对事件的核心人物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成功转换，作为故事主角的建文皇帝，
一个“救驾”故事中的“被救者”者，在叙事过程中只是单纯的起着引起故事线索的作用，他的核心
地位已被众多的“救驾者”所代替，主人公的助手们，却从单一助逃者和救驾者身份上升为主要形象
得以浓笔重影的刻画和表现，这与之前时期泛滥的戏说小说构成了明显的对照，作者也正是在这种对
故事核心人物的转变层面上实现了对云南本土人民的讴歌和赞扬，进一步达到小写历史的人文精神，
实现了通过对小写历史的重塑，解构正统历史和发掘被正统历史所遗忘的普世人本价值的任务。二、
多重线索的叙事展开相对于短篇小说来说，长篇小说在创作上由于蕴含较为广阔的事件和丰富曲折的
情节内容，都不止单有一条叙事线索，而往往采用多条线索进行叙事的展开，比如其他的昭通作家孙
世祥的长篇《神史》和吕翼的长篇《土脉》，都有两条线索并列进行。这种多条线索的叙事展开，虽
然能够增加故事的曲折和复杂性，但是同样也会给叙事的展开造成一定的难度，即对多条线索的驾驭
要求更为深刻和严密的艺术构思能力，而就这一点来看，《大救驾》作为沈洋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已
经显示出了他驾驭长篇小说创作的潜在力量。《大救驾》采用的是四条线索并行展开的办法进行叙述
的。首先第一条线索是非常明显的，即围绕建文皇帝从南京出逃至云南之后，为躲避其叔叔明成祖朱
棣的追杀，在云南各地区的磨难经历来展开故事的叙述，应该说这是本部长篇“救驾”故事得以进行
的主要线索。在逃难这一线索之外，还存在一条线索，即与逃难相并列的云南本土风情民俗线索。云
南地处西南一隅，历代封建皇朝都将其视作蛮荒之地，而在作者笔下，通过对建文皇帝的逃难经历的
叙述，安排故事人物走遍了云南大部分的山山水水，将云南的风土人情，民俗生活进行了一一的展开
，自然形成一条民俗风情的“旅游线路图”，僰人悬棺的神秘，边地苗医的奇功，朱提银矿的丰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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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宝狮山的美丽，茶马古道的艰险，佤族镖牛的雄悍，都浮现在读者眼前，这样一条民族风情游的“
暗线”，在潜在的层面上辅助了逃难“主线”的展开。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组“明暗”双线索之外
，还存在着一组双线结构，在另外这一组线索中，明线是随着建文皇帝落难躲逃而展开的各地人民纷
纷抢救保护的“救驾”线索，在这一层面，虽然表现了各地人民对于“正统皇权”的淳朴认同，但是
更深的层面上也显示出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压迫和各族人民对美好和平生活的向往，尤其是当统治者
的鹰犬爪牙为将逃脱的建文帝抓获，不惜动辄毁村灭寨，人民群众则英勇抵抗，斗智斗勇，突出的表
现了人民百姓对封建皇“好”与“坏”的朴素认同价值；而这条明线的辅助暗线则是发生在落难的建
文皇帝和僰人少女阿乌之间的爱情故事，阿乌是建文皇帝进入云南之后认识并喜欢上的一个僰人头领
的女儿，美丽的少女从始至终一直追随着落魄的建文皇帝，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的展开，是作为整个
民族地区人民“救驾”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存在的，形成了“救驾”这一明线的辅助暗线，为悲壮惨
烈的“救驾”增添了一份美好的浪漫色彩。作品的四条线索，分成两组，互相形成一明一暗的主辅关
系，既增大了故事的含量，同时又强化了情节结构的曲折拓展，可以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实现了作者
对作品的深层把握。三、散文语言的风情描绘对于《大救驾》在语言方面的独到之处则体现在作者在
对于民俗风情的散文化描绘上。相比于其他的历史故事小说而言，作者所着力描绘的重心更显得向故
事发生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倾斜上，在作者笔下，云南的每一个地方都是一幅幅亮丽明快的生活
和自然的写意画卷。翻上一个山头，头顶的白云慢慢散去，蓝蓝的天空高深、悠远、开阔，强烈的太
阳光无遮无拦地倾泻下来，一个宽阔的大坝子浑然呈现，给人一种豁然开朗、心旷神怡的感觉。坝子
周围尽是巍然屹立的乌蒙群山，坝子里片片良田沃土紧紧相连，沟河湖泊脉脉相通，道路房舍纵横交
错。坝子的中央是一片极具高原韵味的古城，古城的四周散落着一个个错落有致的村庄。坝子里的人
家炊烟袅袅，鸡犬相闻，生机盎然。朴素的景观描写，在作者的笔下被塑造成为一副泼墨山水，充满
了本土民族人民对甜美生活的向往，而对于民俗风情的描绘，作者采用了简单的粗线条的勾勒，更是
表现的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冲动：镖牛仪式开始了。一头健壮无比的牛被拴在广场中一个埋设得很牢实
的牛神树叉上，四周围满了穿着盛装的佤族男女，他们欢快地挑起了甩头舞。镖牛前，魔巴围着牛做
起了法事，又唱又跳，口中念着咒语，几位佤族姑娘献上水酒，镖牛的壮汉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完了碗
中的的水酒，随即凝神定气，瞄准位置，只见他手起镖落，那长长的梭镖就从牛的背部刺入了牛的心
脏，一股鲜血立即喷射而出。作者散文化手法的运用，表现的行云流水，云南的美好风光和不同民族
的风情特点被把握得十分细致。另外在文中尤为着重反映民族生活特色的菜肴美味的描写，更是显得
精彩：老板娘揽了下头发一五一十地解释道：“这铜锅鱼啊，就是取鱼洞中，泉水连同活鱼入铜锅内
，加入适量的盐和姜丝，盖上盖子，在专用的小炉灶上用柴禾大火一次煮沸，见汤呈奶白色，再放入
适量的葱段即可。同时，还要配与蘸水，将干辣椒用火烧后舂细，加入舂细的花椒面，再加入葱花、
薄荷叶、芫荽、姜末，蒜泥等，拌匀即成。如此便原汁原味，鲜而不腻。肉质细腻，口感舒爽。”⋯
⋯杨老太爷也在一旁补充说道：“清明螺，抵只鹅。要选用清明时节丰满肥美的洱海螺蛳，取螺肉杵
搓冲洗，用木瓜醋浸泡一个时辰，再漂、晾之，即可拌以佐料而食，味道蛮好的。”作品中分别根据
人物身份的不同，采用了或为直白的农家口语，或为精到的文人雅言，雅俗结合，通过人物之口，将
各类菜肴的制作方法简明扼要的一一叙述，在淳朴的生活中，这一道道各地各民族奇特的风味美食，
贯穿全书，使原本注重情节和人物的小说具有了别样的“滋味”。得其味，忘其言，不由让人联想起
一些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的风情趣味，读起来使读者不由获得一种神味双至的快感。四、人物场
面的局部缺憾《大救驾》作为沈洋的第一篇长篇小说，除却以上所论的成功之处，也可以从中发现一
些比较明显的缺憾，归纳起来，主要是人物性格塑造的典型性和细节场景的描写这两个方面。从细节
描写这一层次上来说，通过人物的具有特征化的细节的深度开掘，往往能成为刻画人物形象的关键所
在，然而对于《大救驾》这部作品来说，这种关键性的描写并不是特别的充分，致使在对一些能够推
动故事发展的关键人物的介绍上不够有力，比如在关于对作品中一心“挟天子以令诸侯”，阴谋在这
场“救驾”中，趁机壮大实力，进一步篡权夺位，自立为王的“野心家”大理知州武奎的描写上，本
来可以在更多的细节上突出这一人物的奸诈和凶残，但作品却没有对此进行着力的表现，另外在对故
事的主要人物的塑造上，比如一直随侍建文皇帝的侍卫雷万德和李廷锋两人的描写上，也都存在这一
方面的问题。至于场景描写上，作为具有一定的传奇性质的历史小说，历来都比较重视场面描写，尤
其是对于《大救驾》这样的带有一定的“武侠”色彩，打斗场面较为繁多的作品，场景描写是否激烈
和紧张，对于突出故事的“救驾”主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作品恰恰在这一点上，实现的并不充
足。比如当大理知州武奎带兵前来围捕建文皇帝时的一段来说：一时间，烟尘四起，刀枪混战，兵器

Page 8



《大救驾》

相接，哐啷一片，暗无天日。李廷锋、雷万德和阿乌把朱允炆围在中间，保护起来，与恶狼一样的官
兵肉搏，大的昏天黑地，惨烈异常。此处概括性语言的运用，使本来能够显出“救驾”之艰难的情景
变得简单，而接下来可能作为关键性描写的另一批“救驾”人物“苍山七侠”的出场，更是简略：抬
头一看，果见七条大汉，披肩长发，身穿黑衣，各人手中所持兵器各不相同，长矛、大刀、铁锤、弓
箭、长鞭、方天画戟等各显神通。只见七位大侠降落战场，一起舞动各自手中的武器，几个回合下来
，官兵死伤一大片。这种大场面描写的简单化，使作品艺术感染力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较大的
影响。而关于人物性格的塑造这一点，作品存在的问题则在于本应非常突出的人物其典型性反而不十
分强烈。毕竟小说是以塑造典型人物为其主要特色的一种文学体式，人物形象是否具有典型性，对于
作品魅力的实现具有紧密的关系。《大救驾》在这一方面的缺憾固然是由于作者对细节描写和场景把
握的不十分充分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在于作者对人物语言和心理变化的把握上有所不足。比如，对于
建文皇帝本人来说，有些语言的安排就不十分恰当，细品起来，就会发现缺乏更为细致的构思设计，
给人一种人物和语言不相匹配的感觉，尤其以建文论茶这一部分的语言：“我觉得吧，大家说的都有
一定的道理，可我觉得这普洱茶，既然要带到西洋各国，那就不是一般的茶、不是一般的礼物，他代
表了一个国家的形象，而不一般的、普通的饮品，首先得有一个儒雅的品牌，得有一定的文化品位，
要能够代表咱大明的文明和思想⋯⋯因此，我觉得，咱云南的普洱茶，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品牌，当然
隐和退，我认为是目前可供选择的最好品牌。以此命名，既可以将云南全境乱七八糟的普洱茶名牌统
一起来，形成更大的市场冲击波，更能有效传播咱们传统隐逸文化和佛教道教文化⋯⋯”这样的语言
安排，过于明显的突出了作为叙述者的声音存在，同时也破坏了建文皇帝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对于人
物心理的刻画上，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缺失了关于雷万德和李廷锋的心理转变描写，这两人追随建文
皇帝，一心辅助他东山再起，在建文皇帝决心隐退的过程中，他们二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落差，但遗
憾的是，作品中并没有对这种心理落差之下发生的转变做出符合情感逻辑的解释，从而也使这两个人
的性格出现了一定的僵化性。而相对于这三个稍显不足的男性人物来说，作者所勾画的三个女性人物
倒是非常的精彩，坚贞不渝的僰人少女阿乌，爱恨纠结的土司公主索玛，天真烂漫的傣王小女孔雀，
无一不是栩栩如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作品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的不足。综合以上四个方面
来看，《大救驾》在创作上的得与失两个方面的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可以中肯的说，成就大于缺失
，作为一直以短篇小说创作为主的青年作家来说，沈洋实现了自己在长篇创作方面潜力的展示，在一
定程度上为昭通文学的长篇小说创作增添了新的活力。作者简介：郭冬勇（1980—），男，硕士，昭
通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方向研究。南英（1981—），女，硕士，昭通学院中文系讲师
。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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