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梅伟（王新生）创作的京味长篇小说

《五彩琉璃》近日获得了北京市写作学会

2015年度创作奖，并入围第三届北京剧本

推介会优秀作品。

小说《五彩琉璃》是一部反映清末到卢

沟桥“七七事变”之前几十年间，有关旧北京

琉璃烧造行业的小说，共38章，40万字，题

材独特，故事情节动人，老北京风情浓郁，是

第一部反映中国琉璃匠师为民族工业献身

精神的京味文学作品。该小说在讲述京西

琉璃烧造故事的同时，还用大量笔墨描写了

清末民初的老北京风情景物，并注重使用老

北京的一些方言，对话多采用口语，符合人

物性格，细节真实生动，读来感觉平易近人、

熟悉亲切。作者对书中人物的描写极尽笔

墨，使其栩栩如生，其中的故事情节也更为

曲折、扣人心弦，有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妙

趣，引人入胜。

这部小说对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发扬光

大民族工业、讴歌琉璃匠师们的爱国精神和

誓死保护民族工业秘密的无畏行为，进行了

积极的描述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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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梅伟的京味长篇小说《五彩琉璃》，给我

留下的深刻印象有两点：第一，作者在选材上功课

扎实。小说中的情境选定在清末、民国时期的京

西皇家琉璃烧造场，那个时期风云变幻，可以说故

事多多，但作者遴选故事很精巧，写与皇宫的“沾

亲带故”只是一个引子，用它来引出老章家的故

事。小说开头写人称鬼子六的恭亲王听说老章家

藏着珍宝，中间写民国警察逼要老章家珍宝献礼

新登基的袁世凯，最后写日本扶持的傀儡溥仪政

府，要挟老章家出山，承接伪满皇宫琉璃工程，都

是点到为止，笔墨重点放在由此引发的皇家琉璃

窑场的兴衰和人物命运变化。换句话说，作者拉

着皇家这面大旗作虎皮，而且“作”得极巧，显示

了作者驾驭材料的娴熟功力。第二，小说塑造了

以皇家琉璃窑场大掌门章传瑞为中心的一组鲜

活人物群像。作者推出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以故

事带人，让人物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自我表演，

自然显露各自的德行。这样，在作者的笔下，没

有一坏到底的反面人物，也没有“高大全”式一红

到顶的正面人物。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作者塑造

人物没有先入为主的概念，一个人物的好与坏，让

读者通过故事去想象、去体会品评人物的脾性。

但通过梳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我们也不难看出，

作者塑造人物有自己的底线，即旨在挖掘、彰显人

性中的真善美。

我们对《五彩琉璃》中的人物进行了大致分

类，看看他们各自的特点，进而了解作者塑造人物

的手法。

第一组，大掌门章传瑞及其爷爷、父亲章谛

甫，妻子章王氏和二房翠凤、儿子小五彩。这组人

物视祖传的琉璃烧造为生命而各司其责倾心呵

护。爷爷收自己的孙子章传瑞为徒，直接培养掌

门人。父亲章谛甫实为一个老学究式的私塾先

生，每天坐在太师椅上，一杯清茶一张报纸度日，

看似悠闲实则关注中国的时局。章传瑞是小说中

的一号人物，作者重笔描绘：他勇敢直面日本山井

洋行的种种阴谋，并为老章家琉璃烧造的传承而

破除传统观念，把技艺传给了外姓人二狗。作者

还赋予章传瑞开拓进取精神，认定章家的琉璃珍

宝一定是古法烧造，于是踏上了漫长的研究之

路。作者笔锋一转，让章传瑞的儿子到国外留学，

因此失去在窑场随父学徒、成为理所当然继承人

的机遇。但小五彩接过祖传宝贝“五彩琉璃”的那

一瞬，他为宝贝的魅力、更为父亲探索古法琉璃烧

造的精神倾所倒，立志用他的所学和父亲一道研

究琉璃的古法烧造。

第二组，爷爷的徒弟杨高越娶了寡妇二英之

后，改掉了沾花惹草的坏毛病，成了窑场的主力。

而另一个徒弟肖连路赌博成性，落魄之际到山井

洋行做咨事，为搞到琉璃配方拉拢师哥杨高越而

不得逞，又乔装绑匪绑架上妙峰山烧香的章王氏

和二房翠凤，被揭穿后抽身逃走，从此以捞螺蛳为

生计。老章家得知肖连路落到如此地步，不计前

嫌要他重回窑场，但他良心发现、逃离躲避。作者

竭力表现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如肖连路被又一

次请回山井洋行工作，“良心发现”后不再为日本

公司效劳，不辞而别，继续他的卖螺蛳生活，并写

信告诉章传瑞提防日本人的阴谋。我认为，这两

个人物塑造比较成功。

第三组，同在山井洋行供职的郭林生、丁掌柜

和冉立成，也不是同一副嘴脸：郭林生表现卑躬屈

膝，丁掌柜极尽谄媚，而冉立成一直不泯灭知识分

子的良心，这些都被作者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四组，冉立成的恋人大平玫子和哥哥大平

翰之助及父亲大平三雄，在作者的笔下也有善良

的一面。大平玫子爱上了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小伙

子冉立成，遭到父亲大平三雄的极力反对并逃离

到中国，只身来到北京寻找冉立成。在哥哥的帮

助下，促使大平三雄最终来到北京，接受了女儿的

选择，承认了女儿的跨国婚姻。

值得一书的还有：飞天大盗蝎拉虎子，他武

艺高强，专偷高门大户人家，对老章家的琉璃珍

宝也极感兴趣，一心想将宝贝弄到手。后来受

老章家善行的感染，加上憨厚诚实的朋友老郭

及道长的规劝，终于金盆洗手，还向老章家通报

外国洋行欲窃取绝密的琉璃烧造技术和琉璃珍

宝的阴谋。

总之，作者塑造人物不留主观痕迹，让故事的

推进带动各路人物各司其职，演绎了生动的故事，

很值得一读。

挖掘人性中的真善美
《首钢日报》副刊部原主任 张秉文

文学是一座金矿,谁都可以采
掘。

我把这句话印在了京味长篇小
说《五彩琉璃》一书的封面上了。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一直认为无论任何人，无论

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你是年轻
人还是古稀之人，只要你愿意搞文
学创作，那么文学就是你的金矿,你
就可以随意采掘，你就可以从生活
的金矿中采掘到金子。

我想采掘金子。
我把目光放在了京西这块土地

上，我想那里的崇山峻岭肯定蕴藏
着品位极高的金矿，肯定能采掘到

“金子”。于是，我的眼光开始在京
西大地上“搜寻”，盯住了千年历史
的皇家琉璃窑厂，盯住了永远覆盖
在紫禁城宫殿大屋顶上的琉璃瓦，
那闪耀着金黄色光芒的的琉璃瓦。

那金灿灿的、光芒四射的琉璃
瓦，不就是金矿的矿苗吗？！

但是,看到矿苗不一定能采掘
到金子,要采掘到金子必须做大量
的准备工作。为此，我有意识地做
准备工作。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开始有
意识地找许多老年人聊天，向他们
请教一些我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比
如1949年以前的煤窑情况，比如某
某某是如何当上煤窑窑主的，比如
那些走窑的工人是从哪里来的，再
比如什么人被叫做煤狗子……这样
做的结果是我创作出了中篇小说
《窑主》，而故事发生的鬼子窑就坐
落在京西，是一座煤炭储量丰富煤
层又浅的煤窑，一打就出煤。

读者会问，这座煤窑为什么叫
做鬼子窑呢？原来，这样的叫法是
因为日本侵华期间，某些日本人出
资开了煤窑，这样的煤窑被老百姓
叫做“鬼子窑”。鬼子窑是我和一位
老人聊天时知道的，后来又向另一
位老人打听，再次证实了那座鬼子
窑的存在，并了解到在当时的门头
沟，有多座日本人出资开采的鬼子
窑，这成为日本侵华期间掠夺中国
矿业资源的一个罪证。

我想，这是准备工作之一，也是
搜集素材的一个方法，没有这个方

法，一定挖不到金子。
聊天是搜集素材的方法，翻阅

资料同样是搜集素材的方法，在准
备创作《五彩琉璃》长篇小说过程
中，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门头
沟的《文史资料》，这些资料提供了
大量素材,当然也有琉璃烧造行业
的素材。可以说，这些素材是创作
长篇小说《五彩琉璃》的基础。

大量的素材需要整理、需要去
粗取精、需要归纳出一条或者几条
故事的脉络，构成小说的主线和副
线，从而完成一部小说的创作。

文学创作理论讲，素材必须提
炼，这就是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
生活的真正含义，如果没有高于生
活的提炼过程，只是记录生活的流
水账，三分钱的酱油二分钱的醋，这
样写出来的作品不能称为作品，也
绝不会成功。所以，我在创作《五彩
琉璃》的时候，坚决避免流水账，并
借用评书艺术中有话则长、无话则
短的艺术表现手法，尽量不给读者
留下拖沓的感觉。

其实，文学作品有记录历史的
功能，特别是在明清以后，长篇白话
小说在记录历史故事上，充分发挥
了这种功能，比如《三国演义》，比如
《金瓶梅》，比如《水浒》……当然，我
们不能把《三国演义》当作《三国志》
来看，不能把张飞怒打督邮的情节
当作真实的历史事件来读。所以，
小说就是小说，小说不是历史，但
是，小说应该给历史留下一点什么。

一位文学挚友问我，京西这座
文学金矿还能挖出金子吗？我明确
地答道：虽然有许多作者在京西这
座金矿中挖掘金子，并且已经挖到
了金子，但是，京西的文学金矿蕴藏
丰富，还有很多很多的金子没有挖
出来。他又问我，哪座金矿的蕴藏
更多一些呢？我说：京西的古代历
史遗存、现代历史遗存和当代历史
遗存，都是蕴藏丰富的金矿，你可以
睁大自己的慧眼，深入生活，观察生
活，就能准确地选择一座金矿，并深
入挖掘埋藏在地下的金子。

京西还有许许多多的题材，京
西还有许许多多的好题材，在等待
着勤奋的挖金人去挖掘。

梅伟印象
中央电视台非遗中国行总撰稿 韩胜勋

认识梅伟是在首钢搞宣传工作的时候，那时我在电视台做编
导,他在汽运公司做宣传干事。由于有工作关系，彼此就认识了。

记的有一次电视台要拍个短片，介绍一部电影，我邀请了报
社的记者，也邀请了梅伟。在拍摄中，梅伟对那部电影的见解比
较深刻，所以我就多录了他几段，播出后产生了一些小的反响。

我对梅伟开始关注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一部连载在《首钢
报》的中篇小说《窑主》，引起了我的注意。《窑主》主要是描写20
世纪前半叶的京西煤窑，塑造了一个有些传奇但又非常真实的人
物——苟国英，他在日本投降后那个特殊的时期，利用一个特殊
的机会，当上了一座煤窑的窑主，因此从一个穷光蛋变成了一个
颇有些钱财的土豪，便吃喝玩乐、找情人捧戏子，着实风光了一
番。这则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当时就被曲折的故事情节和浸透
泥土芳香的文字所吸引，我想：一个首钢的宣传干事怎么会了解
那么多旧中国煤窑业的情况呢？感慨之余，我更是感到那些没有
生命的文字，在作者的笔下竟如同柔软的泥巴，随心所欲地捏造
出各种人物形象。

我写诗写歌词多年，但没有写过小说，因此我与梅伟探讨，怎
么才能写出令自己满意的小说？梅伟说还是要熟悉生活,生活是
写小说的基础。

虽然认识，我们并不是很熟悉，但我们注定是要熟悉的，这个
缘分始于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学创作提高班的学习，从那时起，
我和他有了“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文学让我们成了好朋友。

熟悉了，交往自然就多了，我们在一起讨论文学，讨论遇到的
困惑和问题，其间我说我的见解，他说他的意见，相互学习、相互帮
助、相互提高。

一次闲谈中，梅伟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心中则有些担忧，
能行吗？我想，毕竟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要驾驭一部长篇小说
确实要费些心力的——组织故事，设计情节，书写文字……

之后，梅伟又多次表达了写长篇小说的愿望，我便问他准备
写什么题材，他说就写京西的题材，还说京西这块土地上有许多
可以挖掘的好题材，不挖实在可惜。

2013年底，梅伟告诉我,他已经动笔了，并兴致勃勃地讲述
了小说的大致脉络。我问他，这“琉璃”的故事好写吗？这时我还
是很担心的，毕竟这“琉璃”是中国文化、艺术、建筑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博大精深，是东方人的精致、细腻和宏大的具体体现，是建
筑与艺术的深度融会贯通，表现起来难度很大，况且琉璃的生产
制作离我们的视野很远，他熟悉吗？

我的担忧不无道理，虽然梅伟经历比较丰富，但根本没有接
触过琉璃烧造行业，那么精深的琉璃行业知识从哪儿来，说白了，
他完全是个门外汉嘛。再说小说中的情节是否能够吸引读者，小
说中的人物又该如何塑造呢？

梅伟很快用实际行动打消了我的疑虑，一段时间后，他把前
几章打印出来，向我征求意见。我看到他竟然从清末写起，娓娓
道来。这马上抓住了我的眼球，我吃惊地问，这些情节是从哪儿
来的？梅伟笑着回答，还是生活。

看来生活确实是创作的源泉。
2015年，京味长篇小说《五彩琉璃》出版了。我问梅伟，以后

还写吗？梅伟回答，还想写一部，就写一部。我问，写什么题材？
他回答，想把《窑主》改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我又问，再以后呢？
他说，那就不写了。

文学是一座金矿
梅伟

京味长篇小说《五彩琉璃》获奖

幽幽之中的一股子精神
原在航空工业部某单位做宣传教育工作 刘国胜

读了梅伟创作的京味长篇小说《五彩琉璃》，心中
便有了幽幽的感觉，这种感觉始终贯穿于阅读之中。
细细想来，这种幽幽的感觉，原来是因为小说人物、情
节和故事的情绪。

近千年的皇家琉璃窑场一直是吃皇粮的，那种荣
耀谁人能比？但是，大清朝倒了，皇粮没了，皇家窑场
便处在了风雨飘摇、难以为继的境地，自然有了“幽幽
的感觉”。

作者虽然描写的是那个时代“幽幽的”故事，我却
在阅读之中，总觉得小说里有一股子精神，反复思量，
终于明白了，这股子精神就是中国琉璃工匠骨子里的
精神，那是一股子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

这种精神是中国民族工业的精神，也是中国人民
的精神。

那么，这股子精神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这股子精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飞天大盗歇拉虎子的屡次“光顾”。歇拉虎子听

说老章家藏有稀世珍宝，便屡次潜入老章家，欲将珍宝盗
走，一次深夜悄悄进入爷爷的卧室。但是，爷爷在黑暗中
没有一丝的惊慌，扔出了茶壶，歇拉虎子竟然被吓跑了。

二、面对外国央行的多次利诱，老章家的大掌门不
为所动，坚守自己的门户，冷静地将洋鬼子拒之门外。

三、京师警察几次上门，强索珍宝，欲将其作为袁世
凯登基的贺礼，也在章传瑞和父亲的不卑不亢中流产。

……
这就是精神，这就是中国琉璃工匠的精神，这就

是中国民族工人坚忍不拔的精神。
梅伟经历丰富，年轻时去兵团下乡，回京后当过工

人，做过宣传干事，并在报社从事过编辑记者工作。通
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他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经
验，这些经历是否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源泉呢？

我想是吧。
我还认为，《五彩琉璃》是一本值得读者捧读品味

的小说。

从获奖说开去
北京市写作学会副秘书长 张振海

2015年，北京市写作学会第一次颁发创作奖，梅
伟创作的京味长篇小说《五彩琉璃》获奖了。与国内
各类文学大奖比起来，这个创作奖不是什么大奖，但
是含金量不低，是在多部作品参加评选的情况下，经
过专家严格评选，最终榜上有名。

我参加了评选，觉得这部小说之所以获奖，第一
是弘扬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奋斗精神，弘扬了中国琉璃
工匠为保护民族工业秘密的献身精神。第二，则因为
小说的叙述风格，它成为一部京味浓郁的小说。第
三，这部小说具有可以转化为影视剧的良好基础，其
中的故事情节比较曲折，如果能够改编成影视剧，将
是很有影响的。

小说讲述了一个皇家琉璃窑场的故事，作者运用
了大量笔墨，运用了老北京的方言俚语，为读者描画

出一幅清末民初老北京的市井民风、人情世故，这就
是京味小说的特点。

我们从梅伟的小说中看到，京西的广大地域上，
留有极多的璀璨的文化遗存，不但历史文化遗存丰
富，现代文化遗存也非常丰富，这些遗存都是京西文
化产业的宝贵资源，是可以创作出很好的文学艺术作
品的。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些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创
造’，难道不能“挖出”像《乔家大院》那样的电视剧吗？

这就是文化产业。
许多专家认为，文化产业中的产品是“文化+”的

产物，是创意设计的结晶。将“高大上”的文化转化为
“接地气”的文创产品，可谓“一举两得”，既可以使文
学作品得到开发和传播，也可以为当地的文化资源充
实新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