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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桥老树真名张兵，公务员，警察世家
出身，曾在政法系统工作近10年。从2016年
起，利用闲暇时间，泡在重庆档案馆，精读
刑侦文献逾万册，解析中外案例370多个，走
访一线警察83人，又翻烂了父兄的十几本警
察工作笔记，终于推出了《侯大利刑侦笔
记》四部。

4月25日下午，与身在重庆的小桥老树先
生微信聊天，一开始，我们没谈小说，主要
谈的是酒。他说昨天喝醉了，头还有点晕。

5月11日，我们又聊天，他说，最近刚刚
赶写完《侯大利刑侦笔记》第四部。

2005年起就有写作刑侦题材

的计划

《侯大利刑侦笔记》一开头，写的是
2001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刑警朱林来到富二
代侯大利的房间，“富二代喝得昏天黑地，
完全没有半点高中生的模样。朱林强忍着厌
恶，道：‘你，坐起来。从昨天放学到现
在，做过的事情全部说一遍。’”

接下来，侯大利有一个抑制不住的心
结，如果他不和省城哥们儿喝酒，送美女同
学杨帆回家，杨帆就不会被杀。“这个想法
演化成一条毒蛇，沿着血液咬遍所有的器
官。”

看完《侯大利刑侦笔记》这部小说，如
果简单概括的话，可以说这是一个因为侯大
利去喝酒而展开的故事。如果不去喝酒，也
许就无故事了。后来，为了调查杨帆被杀的
案子，侯大利选择了干刑警。偶然，是故事
的源头。

小桥老树（以下简称小桥）：是啊，偶
然事件改变人生。

记者：酒跟小说有着天然的关系。我看
到小说里写酒的情节有十几处。

小桥：你看得蛮仔细。我喜欢喝酒，写
作时，不自觉地可能就把自己的一些体验加
进去了。比如写到侯大利办案不顺利，喝
酒，酒醉后，“侯大利头脑还在旋转，胸口
沾满呕吐物。巡防队员的指令从耳边滑过，
没有进入脑中。一个巡防队员性急，上前拽
住侯大利衣领，道：‘别走，做什么的？’
他感到手中滑腻，举手看了顿觉恶心，用手
电照住侯大利的脸：‘喝了多少酒？傻掉
了！’”

记者：有人说，这是一部集侦查学、痕
迹学、社会学、尸体解剖学、犯罪心理学之
大成的教科书式的破案小说，真实而不夸
张，不血腥。请谈一谈为何要写这么一本小
说。

小桥：写《侯大利刑侦笔记》是水到渠
成之事，这和少年时期的梦想有关，也和生
活经历、工作经历有关。

少年时代，我最喜欢看的影视作品是
“反特”题材，向来严格的父亲唯独对“反
特”题材采取了网开一面的态度，只要是
“反特”题材，允许在周一到周日晚上的任
何时间观看。

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的影视没有明确刑
侦题材分类，“反特”影片中就有不少是刑
侦题材，至今我对《羊城暗哨》《特高科在
行动》等老电影印象深刻。

少年时代经常做白日梦，在白日梦里经
常扮演警察，在众人注视的目光中将坏人捉
拿归案，很是过瘾。

记者：我小时候，也特别爱看“反特”
片，比如《黑三角》《秘密图纸》《405谋杀
案》《跟踪追击》等老电影。这让我想到文
学上的一个现象，童年的经历，往往是创作
的诱因，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小桥：《巴国侯氏》这四个系列都有相
同的时间背景，主要故事都发生在上世纪九
十年代初期到现在。有相似的空间背景，主
要故事都发生在祖国广阔腹地。我在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期参加工作，大学毕业的第一个
工作岗位就是在乡镇担任驻村干部，青春回
忆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材料，成为我创作
的起点。很多作家终其一生都是在追忆自己
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这是他们创作的
源泉，是其作品最精华的部分。

另一方面，时间和空间也基本框定了作
家的创作题材和艺术手法，很难突破。我知
道自己无法突破时间和空间对我的限制，要
想创作生命力更长久，作品不至于轻易被淘
汰，必须走出书房，努力接近真实的生活。
只有经过长期有意识地不断拓展，时间和空
间形成的框架才能更大更宽。

我从2005年开始写作以来，一直有写作
刑侦题材的计划，从《侯卫东官场笔记》再
到《侯沧海商路笔记》，每本书都有警察形
象，比如侯卫东的父亲侯永贵，侯卫东的哥
哥侯卫国等等，只不过警察不是主角。

写完侯沧海以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写一
本以警察为主人公的小说，以圆少年时代的
梦。

“希望能够尽量减少犯罪”

记者：《侯大利刑侦笔记》系列讲述了

39桩大案要案，68个犯罪现场，107种侦查手
段，614个涉案人员。这些凭空虚构是很难

的，以我的创作体验，感觉有原型。
小桥：《侯大利刑侦笔记》系列中描写

了很多大案要案，这些大案要案大部分都有
原型。

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这和报告文学不
同，这些大案要案的原型要为小说服务，必
须进行必要的变形，以服务于小说的整体思
想和整体结构。变形是对原型进行裁剪和拼
接，但是这并不影响案件的真实性，真实性
并非要求小说与原型完全一样，而是要求案
件的内在逻辑、社会背景和透露出来的人性
是相同的，若是不顾逻辑、背景和人性进行
胡乱编造，那才会影响真实性。

记者：我看到好多刑侦题材的小说，塑
造的人物有的过于简单化，有的呢，模式
化，概念化，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

小桥：《侯大利刑侦笔记》是参照国内
刑侦正常的打开方式来讲述故事，没有特意
追求表面“高大上”案件，而是尽量接地气
（当然，有些侦破方法不能说得太细），现
实往往比小说更离奇，接地气的案件同样会
紧张、精彩和刺激。

我希望朋友们读了这部小说，对身边负
重前行的人们有更多的了解，这一群人并不
特殊，本身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却用他们
的身体、青春和热血，带给我们比世界绝大
多数地方都要安全的生活环境。

犯罪是人类社会的顽疾，远古有，现在
有，将来也有，我们不能彻底灭绝犯罪，但
是希望能够尽量减少犯罪，而这正是刑警的
重要职责。

记者：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公安干
警也非常出色，截至4月2日，全国共有60名
公安民警和35名辅警牺牲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和维护安全稳定第一线。《侯大利刑侦笔
记》就是写的公安干警，您会不会再次聚焦
这个群体？

小桥：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将会聚焦这
个群体。《侯大利刑侦笔记》是极具中国色
彩的刑侦小说，共分为三个系列，每个系列
三本。到目前，第一个系列三本全部完成，
第一本和第二本已经上市，第三本在5月或者
6月上市。第二个系列的第一本，也就是全系
列的第四本已经完稿，正在修改之中。三个
系列九本书，每本书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
系，主要人物一百多个，一半是公安干警。
我出生于警察大院，父亲母亲和哥哥都是警
察，小伙伴大多在公检法司系统工作，有很
深的公安情结。

记者：这么大的创作量，你是什么时间
写的？你还要上班。请谈谈你的写作习惯。

小桥：早上写，晚上写，所有节假日都
写，从２００５年写第一本书《黄沙百战穿金
甲》开始，除了喝醉酒以外，所有业余时间
都在写作。这一段时间被出版社编辑催稿弄
疯了，一直在疯狂赶稿中，昨晚（5月10日）
才交稿《侯大利刑侦笔记》第四部。

记者：多年前，我采访作家王蒙，他说
写作秘诀6个字：“全天候，抗干扰”。

小桥：“是啊，我工作之外，就是写
作。越是假期我越忙。我的身份一直在公务
员和作家之间切换。”

“体验生活不是靠简单接触”

记者：感觉你是一个业务熟练的老刑
警，这些知识层面的东西，好收集，但是要
化开，运用自如很难。比如我过去写过一个
理发师，搜罗了好多理发的知识，但是写起
来，还是感觉隔。你是怎么把专业知识化开
的，把专业知识转化成作品的一部分的？

小桥：我成长于警察大院，亲人和朋友
中有很多都在政法战线工作。我参加工作以
后曾经在政法委工作过八年。这些经历对我
写作刑侦题材有很大的帮助。最大的帮助是
天然地熟悉警察们的家庭状态，明白他们的
所思所想，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这对于创
作来说格外重要。

体验生活不是靠简单接触，而是要深入
主人公的生活和工作中去，若是不了解笔下
主人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纯粹靠查资料或
者数次走访，那么写出来的人物便缺少血
肉，没有灵魂，失去生命力。另一方面，知
识层面的东西也相当重要。中国刑警学院本
科有侦查学、公安情报学、涉外警务、经济
犯罪侦查、刑事科学技术、网络安全与执
法、公安视听技术、禁毒、警犬学、法医等
专业设置，作为一名警察来说不可能掌握如
此多的专业，只能熟悉并精通某一专业。作
家不可能达到一线警察的业务水平，需要在
头脑中有一个基本正确的概念，不要求精
通，而是要求有广泛了解，这样才不至于出
现低级的原则性错误。接触到某一具体专业
时则要针对性学习，有条件的要直接采访和
询问一线民警，这样才能把专业知识转化为
作品的一部分。

记者：我知道写公安题材有时要规避一
些保密内容，你写作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
情况吗？遇到这样的复杂情况，又不能绕过
去，是怎么处理的呢？

小桥：创作军事、刑侦、工业、商业和
政治等题材时，作者都要有意识规避一些敏
感内容。作家必须要有这个意识，有了这个
意识，规避其实比较容易，一是作家其实很
难接触到真正保密的禁区，这些禁区原本就
接触不到，也就不存在规避的问题。对于接
触到这些禁区的少量作家，他们受过保密教
育，一般不会违规；二是在写作时，我们要
有规避敏感内容的意识，有些敏感内容可以
一笔带过，不谈具体过程，直接抛出结果就
行了。

“作品创作出来后自带三观”

记者：有人说，作家写来写去，主要人
物往往就是一个理想化的自己。比如罗曼·罗
兰写的《约翰·克里斯托夫》中的主人公，侯
大利这个主人公在塑造的时候，肯定倾注了
你大量心血，比以前你写的侯氏家族的人物
侯卫东、侯海洋、侯沧海，在侯大利身上寄
托你理想的成分有多大？

小桥：作品的主人公往往是作家自我认

知在主人公身上的投影，通常带有作家本人
的气质，反映了作家本人最认同的精神追
求。金庸先生创作了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
其作品主人公都具有侠的精神，这是其共同
特质。我的作品的主人公虽然成长背景不
同，性格各异，处在不同行业，但是，他们
都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是所有主人公
共同的精神面貌，也是我对这个时代的认
识。如果要我创作一个胆小懦弱、逃避现实
的主人公，那我会非常痛苦，因为这不符合
我的精神追求。

记者：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写作是不是需要世俗化？其实这就和一个段
子手使劲让人发笑一样。想尽法子布置场景
和噱头让你入局。现在有的人一说写小说，
就正襟危坐。就要教训人，启蒙人，指导人
生。这是一个误区。我觉得你走了一条不同
的路子，一个公务员，成了独一无二的作
家，你是怎么转身，或者说“开窍”的？

小桥：从我国传统小说的发展来看，小
说最初属于下里巴人。唐传奇、宋话本、明
清小说，都是流传于市井之间，属于通俗文
化的一部分，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生活的一部
分。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
世界观，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是什么
题材，不管运用什么创作手法，其三观必然
会在小说中或明或暗地反映出来。我们创作
的时候根本不必特意去思考如何教训人和启
蒙人，作品创作出来后就自带三观，自然会
潜移默化影响人。我深受传统影响，创作时
想得更多的有三件事：是否表达了真情实
感，是否接近了客观现实，是否能让读者喜
爱。

“我以后会写普通人抗击

疫情的故事”

记者：今年春，我跟随山东援鄂医疗队
到湖北，目睹了白衣战士逆风而行的好多细
节，常常产生写作冲动。你有没有计划，以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写一部小说或其他作
品？

小桥：2003年非典期间，我正在政法委
工作，参加了抗击非典。这一段经历给我留
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只要小说写到这
个时间段，抗击非典情节就无法绕过，《巴
国侯氏》用了二十万字描写抗击非典，《巴
州往事》和《奋斗者：侯沧海商路笔记》也
有对抗击非典的大段描写。在新冠疫情发生
后，不少老读者提到《巴国侯氏》对于抗击
非典全过程的描写，认为和抗击新冠疫情有
许多相似之处，如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
读这本书。我以后的作品肯定会出现大量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情节，这是绝对的。

非典期间，我的女儿还没有出生，而这
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是两个孩子的父
亲，年轻男子和两个孩子父亲的中年男子看
待疫情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同的，我必然会在
适当的时候用浓墨重彩写下普通中国人抗击
新冠疫情的大故事。

记者：谢谢，希望你写出更多接地气的好
作品。

以《侯卫东官场笔记》享誉文坛的畅销书作家小桥老树，又推出新作《侯大利刑侦笔
记》，在微信读书首发爆红，短短一个月累计阅读人数达8万人次，一度登顶新书榜。小桥老
树建构出了进入新世纪富有中国味儿的刑侦故事，因强烈的真实感而引发读者共鸣。本报2012
年曾采访过小桥老树。近日，他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小桥老树：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离奇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作家小桥老树说：“我成长于警察大院，亲人和朋友中有很多都在政法战线工作。我参加工作以后曾经在政法委工作过过八年。这些经历
对我写作刑侦题材有很大的帮助。最大的帮助是天然地熟悉警察们的家庭状态，明白他们的所思所想，了解他们的喜怒怒哀乐，这对于创作来
说格外重要。”

熊育群的报告文学《钟南山：苍生在上》日前刊
登在最新一期《收获》杂志上。《钟南山：苍生在
上》从新冠肺炎与“非典”两场疫情钟南山的忘我投
入写起，笔触伸入他的精神世界，努力接近他内心的
风暴；以穿越时空的视角，对灾难进行沉痛反思。六
个独立而又相连的章节，两场相隔12年持续的观察与
采写，从钟南山家庭成长环境，到他的求学之路、爱
情与婚姻、医学追求……从最普通平凡的日子到充满
挫折的人生命运，在时代变迁与复杂严峻疫情的广阔
背景中，以大量翔实丰富的细节，刻画出了一个立体
又真实的医者形象。（据人民网）

作家熊育群写就报告文学
《钟南山：苍生在上》

文物“医生”：

我在天一阁修古籍

天一阁藏品修复部目前有修复师14人，每年修复
古籍14000余页。据介绍，修复一册古籍通常需要1至
2个月，有的甚至需要1年以上。天一阁位于浙江省宁
波市海曙区，建于明朝中期，由当时退隐的明朝兵部
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占地面积2 . 6万平方米，已有
4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藏书文化的代表之作。天一
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
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据
新华网）

罗娴是一名80后艺术摄影师。在国外学习生活十
几年之后，她在2017年回国，开始自己的归国艺术创
作之路。从去年12月开始，罗娴开展了一个免费为农
民工拍摄婚纱照和艺术工装照的公益摄影项目。目
前，她已经在长沙和深圳两地为80对农民工夫妻拍摄
了婚纱照和艺术照。罗娴说，她会把这个公益摄影项
目继续下去，拍摄更多的农民工，记录他们的生活和
变迁，用镜头记录下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据新浪
网）

她用相机记录下
80个工地爱情故事

老外David

在中国成了网红

今年36岁的David来自澳大利亚悉尼，因为在微
博上发布了一系列小视频，成为了一名网红。中国短
视频行业的爆炸式发展，不仅成就了千奇百怪的中国
网红，还吸引了外国人加入，David就是其中的佼佼
者。David之前来到呼和浩特做了一名外语教师。日
新月异的城市建设让他倍感惊奇，三个月的外教工作
结束后，David彻底爱上了这座城市，就留下创办了
一家英语培训学校。经过几年努力，David在老外并
不多的呼市变得小有名气，吸引了当地媒体争相报
道。2015年开始，David在朋友的推荐下用微博录制
并发布了一系列小视频，内容就是自己生活中因文化
差异发生的有趣经历。David从未系统学过中文，他
略显搞怪的呼市方言和无厘头的风格让他在网络上圈
粉无数。后来，David又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账号。
目前，David在网络平台上的粉丝总数量已超过八百
万。（据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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