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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考古中国》系列您已写
了三十多年，一生之中的三十年并
不多，能谈谈您开始写作的故事吗？

岳南：最初开始动笔写《风雪
定陵》的题材，其实是因为一个女
孩（笑）。她是我的笔友，当时五一
节放假来北京找我，我领她去逛北
京的明代十三陵，逛着逛着，逛到
了万历皇帝埋葬的定陵，也是十三
陵唯一一座被考古人员打开的陵
寝，一下子就被帝后的地下玄宫吸
引了，那时候稿费千字30元，我估
摸着至少可以写3万字吧。但后面
真正了解了这个故事，我才知道它
不是想象中这么简单。我这人的
性格是，要是决定做了，就要很拼
命，愿意为这个事业奉献自己。我
脑海中一直想着那座神秘莫测的
地下宫殿，最终决定以纪实文学的
方式，再现当年考古人员发现发掘
这座地下宫殿的场景。我辗转找
到并采访了当年的考古发掘队队
长赵其昌先生，与他夫人杨仕共同
完成了这个系列的第一部作品《风
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的
写作，也是从那时候起，原本对考
古一无所知的我，对它有了进一步
了解，此后一发而不可收，继而有
了现在的《考古中国》系列。

记者：《考古中国》系列中，您
会推荐哪一本书给本报读者？接
下去有什么新的创作题材以及新
的创作方向？

岳南：怎么说呢，每本书都是
自己的孩子。不过如果一定要推
荐的话，我觉得最有历史感、最值
得一读的还是《风雪定陵》，无论
是明代的历史，还是挖掘的现实，
都是悲剧。但悲剧往往最具冲击
力，就像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带
给人们的是对命运的反思和人性
的理解。

该书于1996年在台北出版后，
就引起轰动，被评为当年《中国时报》
十大好书奖。因受这本书的影响，
1997年来大陆探亲并专程到定陵参
观访问者就达三十万人。

截止到目前，《风雪定陵》总销
售数量达到70多万册，许多人就是
通过这部作品与我结识并对考古
纪实文学产生兴趣，有的学生在
初中、高中读到这本书会感到震
惊，对考古事业神驰神往，高考时
干脆就报了大学的考古系。

接下来，我将继续把《考古中
国》系列写下去，拿出十年的时间
围绕“一带一路”题材进行创作，到
时写完我也七十多岁了。

记者：您是怎么走上文学这条
道路的？

岳南：我老家在山东，从小就
经常听别人讲故事，也从那时候就
爱上了文学。高中毕业后没考上
大学，我只好回家种地，但有句话
是这么说的——只要石头在，火是
不会灭的。正如我心中文学火光
是不会熄灭的。

后来我去当兵，心里的火焰

还在。我在部队机关做宣传工
作，同时坚持写点东西。那时什
么都写，写人生、写国家、写自己
的感受，写多了有了点名气，后面
就去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看来我
比莫言还强点，他才小学毕业，我
高中毕业（笑）。在解放军艺术学
院读书后，同学们都在写作，我就
写我的小说，就这么一直写到了
现在。

记者：对您来说，写作的意义
是什么？

岳南：古人有“读史使人明智”
和“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
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
失”等格言，这当然是有道理的。

我这几十年来对考古和历史
题材的研究探索，对王朝的兴替、
对个人成败得失的认识，也自然比
没有接触这些史料的时候要看得
更深一些。

我的文学写作主要还是通过
记述某个历史阶段的人与事、得

与失，让后人从中得到一些教训，
这个想法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主
张是相通的。陈寅恪平生的志愿
是写一部《中国通史》或《中国历
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
晚年的环境和际遇，加上失明膑
足，他的愿望未能实现，这是陈先
生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
剧。我没有陈寅恪先生那样的学
识与气魄，只是尽可能地向先生
的思想和学术理路靠近，哪怕只
靠近一步也好，这就是我写作的
志向和目标。

◀岳南（中）
与读者签售
交流。
（本报记者
何无痕 摄）

投锄从戎又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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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考古文学三十年
“将继续把《考古中国》系列写下去”

在史中求史识
“记述历史，从中得到一些教训”

穿着中式藏蓝大褂，肩膀上搭条
毛巾，手拎保温杯，《南渡北归》作者
岳南上台第一件事，是放出了自己的
抖音账号二维码，“我也玩抖音，可以
关注一下，谢谢。”

但随着他切入正题聊起中国历
史，一个接地气的岳南很快被另一个
岳南取代，故事像是抢着要从他嘴里
跑出来，一句一句飞快地往外冒，也
正如他的文字一般，流畅轻快地，却
仿佛一不小心道尽过去的故事。

昨日，作为“领读厦门”名家分享
嘉宾，作家岳南做客外图厦门书城，
为现场读者讲述考古遗址、陵寝陵墓
发掘过程中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并
于活动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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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南渡北归》的作者
已创作十二部考古纪实文学作品
《风雪定陵》总销售量超7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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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岳南接受本报专访，
讲述自己耕耘考古文学的故事

从对考古一无所知
到写出《考古中国》

中共厦门市委文明办 厦门日报社（宣）

公益广告

▲岳南在外图厦门书城演讲。

本名岳玉明，著有《风雪
定陵》《复活的军团》等考古
纪实文学作品十二部，有英、
日、韩、法、德文出版，多部作
品海内外发行数百万册。

另有《陈寅恪与傅斯年》
《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
琦传》等传记作品十余部，其
中《南渡北归》三部曲在海内
外引起轰动，《亚洲周刊》评
其为 2011 年全球华文十大
好书之冠，向世界展示了“全
球华人的软实力，及不断向
上的力量”。

《考古中国》这套 11 册
的作品集，是一部考古纪实
文学作品集。岳南通过实地
采访当事人、参阅考古报告、
查阅大量史料等，以较为生
动的文笔，较为真实地再现
了包括明定陵、秦始皇陵兵
马俑、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长
沙马王堆汉墓、山东银雀山
兵书竹简、夏商周断代工程、
广州南越王墓、周口店北京
人遗址、随州曾侯乙墓、清东
陵、法门寺地宫在内的11个
项目的发起、发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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