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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庹政的《商藏》是一部以蜀地题材讲述

中国故事的长篇商战奋斗小说。它以叶山

河个人与家族接续奋斗的商业修炼、情感修

正和人生修行为故事轴线，描绘了改革开放

40年来西川商界的风云激荡，映照了波澜

壮阔的社会现实和中国生活画卷，思考了

“藏器待时”的个人与家族商业理念，有望进

一步探索与书写“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

的时代史诗和哲学。

《商藏》的整篇楔子，都在描绘主角叶山

河在这种人生最大压力测试之下的反应，以

及如何做抉择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

“藏”于是成为整部作品的题眼，它构成了

迄今为止已达一两百万字体量的作品故事

大厦的基石，因此，我们才会形容它“起笔

即格局”。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之中都会经

历此种时刻和此类事情，因此才会产生共

鸣和同理心：观照叶山河凭何抉择，似乎也

在预见我们的人生，思考命运因何而来、又

会为何而改。

如果对《商藏》中第一幅字的出处进行

知识考古，可以见出它源于两首诗词。“十万

狂花如梦寐”采自清代诗人龚自珍的《金缕

曲·赠李生》：“海上云萍遇。笑频年、开樽说

剑，登楼选赋。十万狂花如梦寐，梦里花还

如雾。”“一片冰心在玉壶”则源自唐代诗人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

心在玉壶。”

后面一首诗耳熟能详，意思也通俗易

懂，无非是人生几多风雨，历经贬谪浮沉，仍

然初心不改，犹如晶莹剔透的一块冰，装在

洁白的玉壶之中。“玉壶”与“冰心”一

样，向来都被用来比喻美好的品德和节

操。但是，前面一首词就较为冷僻。“十

万狂花”之说，也有多种解释，历来都有

争议，如“狂花”指花，无论是不按时序

开的花，还是不结果实的花，抑或怒放盛

开的花；“狂花”非花，指美人，例如“末路狂

花”；还可用来比喻耳晕目眩时在眼前狂冒

迸射的“金星”，或者醉酒之后“瞪眼”，例如

唐代黄甫松在《醉乡日月》里说：“饮流谓睚

眦者为狂花，且睡者为病叶。”喝醉酒的人，

怒目瞪眼，就是“狂花”；醉了闭目就睡，就是

“病叶”。酒品即人品。

但重要的不在于醉言醉语、睚眦瞪眼，

而在于龚自珍这首词的写作背景和主题内

涵。家国形势危急，词人曾经拔剑弄笔，指

点江山，激扬文字，试图一展凌云壮志，报效

国家；然而现在，只能自嘲一笑，犹如美梦一

场，收拾狂名，正视时光消磨曾经的斗志，以

及深陷其中的中年人生泥路。犹如这首词

的后半载所说：“只片语、告君休怒。收拾狂

名须趁早，鬓星星、渐近中年路。”

这首原作颇有与泥淖人生、残酷人生和

解甚至妥协、退让的消极之意。家国之患，

最后转化为人生之忧；时运的困境，被嫁接

为个人前途之围。问题在于，龚自珍这首看

似“消极避世”的词，何以被改为《商藏》“入

世进取”的理念？

关键在于“拼贴”，它将“十万狂花如梦

寐”和“一片冰心在玉壶”两首诗词拼贴在一

起。若再以龚自珍原词中“收拾狂名须趁

早”作为桥接，便约略窥出作者化用这两句

诗词，以衬现叶山河的性格和理念：时过境

迁，这已经不是家国势危的大危机时代，而

是风云激荡的改革好时代；大潮汹涌，“随

波逐浪”，与时俱进，商人已成潮头浪尖的

弄潮儿；激流中需要进击和进取，但更需要

审时度势，把握中庸之道，以便腾挪转移、

游刃有余。于是，从“十万狂花如梦寐”到

“一片冰心在玉壶”，便有一种洞悉时势的

见识与智慧，更有一种乱花不迷人眼、坚守

内心所思所定的执着与坚韧。这种“拼贴”

的手法，一扫原诗词的颓废和沉迷之气，反

而恢复与张扬出其本有的豪气，但都笼缩于

“忍与韧”的平静之中，于是自有一种内敛和

蓄势的张力。

《商藏》还交待了原诗是“十万狂花如梦

寐”，却为何被改成了“九”万。一字之改，就

把主角抵九则好、“满十则险”的人生信条带

了出来。“九”近圆满，但不会“过溢”，“十”就

太满了，已无回旋余地和拓展空间；月盈则

亏，水满则溢，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讲究对

“度”的把握，过犹不及。

于是，叶山河个人的商业信条，就又和

度、九和中庸之道的传统观念勾连了起来。

中国人讲究十全十美，但却以“九”为至数。

古医书《素问》说：“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

九焉。”九为最高数，超过九，就要回归到

一。九因此就表示“多、大、极”等意思。

但是，《商藏》改的并不仅仅是“十”

到“九”这个字，改的其实是整个诗词的意

境和涵义。毕竟，“十万”只是虚指，言其

极多；就像“九”很多时候，并不是实指，

如九天、九泉就不一定是真的指天有九重、

黄泉有九层，很有可能只是言说“极其高、

极其深”而已。

从拼贴到改用再到变化，《商藏》最独特

的，就是将《周易·系辞下》中的“君子藏器于

身，待时而动”的观念，化用地藏菩萨“安忍

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的喻义，融二

为一，合铸成自己独特的“商藏天下”之理

念。作品讲故事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

要有能够刷新观感的理念。

“藏器待时”出自《周易·系辞下》第三

章。这一章是孔子对十一条爻辞的解释，教

人们如何学《易》。《易》之爻辞，讲的是如何

除去身居高位的阴鸷小人孔子的解释，却引

申出来，说明要解决问题，或一展鸿运，既要

有本事，即“藏器”，要能捕捉时代，即“待

时”，只有“伺机而动”，方能攻坚克难，或者

大展鸿图，无往而不利。于是，仔细解读从

“孔子释《易》”到“《商藏》化用”，读者可以体

味那种微妙的变化。“器”直译为“器具”，引

申为“才能”。器能盛纳万物，所以，可用来

形容人的才识气度，即器度、器量和器识；既

可以说能帮人成事的利器，也可把人比作

“重器”：从“玉不琢，不成器”到“大器晚成”，

从“庙堂之器”到“大国重器”。

“时”从小处讲是“时机”，从大处讲是

“时运”。这是不是你的时机，这是不是你的

时代？是，就可以伺机而动；不是，妄动，则

可能会折戟沉沙。这用来比喻怀才以等待

施展的时机。君子就算有卓越的才能或超

群的技艺，也须静候时机或时运，一鸣惊人，

一飞冲天，鲲鹏展翅。事实上，“藏器待时”，

引而不发，跟“潜龙勿用”是一个道理：在条

件不成熟甚至条件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隐

忍待发，等待时机；只有时机成熟，时运已

到，才能伺机而动，杀伐果断。如姜子牙钓

鱼，愿者上钩，一遇周文王，便天下大变；诸

葛亮隐居南阳，静候刘备三顾茅庐，出山便

化龙。

“藏器待时”还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

“有器可藏”，“成器”才能“动”，正所谓“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必须要有技能，更

要有本事；要有手艺，更要有本领；要有学

问，更要有智慧。有了这些才具和才能，有

了器度和器量，成为大器甚至重器，才能“藏

器于身”。就像南怀瑾所说，有器不用可以，

但不可无器。

当这种“藏器待时”被化用入“安忍不动

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并融二为一时，

“藏”就成为整部作品的关键字眼：第一，有

器可“藏”，从有器到利器，从大器到重器；第

二，“藏”器于身，藏锋隐锐，蓄而不发；第三，

器可“藏”可“发”，伺机而动，不动则已，动则

鸣于九天，没有时机时，你要学会隐忍和蓄

势；时机来时，你能抓得住，还能最大化，直

抵时运，鸿运从此而来。

在这个过程之中，从“商”到“藏”的转化

就很关键了！“商”是往外进取、掠夺和奋斗；

“藏”却是向内、向下、朝向己身，引而不发，

深藏不露。从“商”到“藏”，不仅仅是对于各

种社会情境、商业逆境与顺境、人生境遇如

痛苦与艰难、波折与坎坷，能“安然承受”并

“坚韧持之”的忍耐和有耐性，也包括能够研

判时运、预判时机、有一双“透视之眼”能认

清形势并加以决断的智慧与见识。

因此，《商藏》用“藏”来阐述叶山河的商

业理念：从“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秘如地

藏”到“藏器待时”、伺机而动、大展鸿图。

“藏”意味着隐藏、包容、发育和秘密（宝藏）

等多重意思，但又不止于此：人的心犹如“大

地”一样，能藏（什么都能藏）、能载（什么都

能承载）、能生（万物都从大地生发）等；人若

能“秘藏不露”，就既能像秘密宝藏一样，蕴

藏许多金银财宝，济诸贫乏人生、利益人间

万事；也能包容、含育世间万物，化导一切众

生，止于至善。

直面时代风云激荡，“藏”既是一种包容

忍耐的力量，亦是蓄势伺机的见识和明智，

更是明道、取势、乘时，以搅动时代风云甚至

改变时运和国运的能量与智慧。“给我一个

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如是，《商藏》方能

字里“藏”乾坤，妙笔“创”世纪。

就迄今为止已经创作的体量来看，庹政

有野望，但雄心还不够；就像《商藏》有格局，

但格局还不够大。创作史诗要有格局，而且

须有“大格局”。

从“格局”到“大格局”，很多并不是笔力

不逮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庖丁解牛《商

藏》的起笔，就是因为它足以证明庹政以及

像他一样的很多网络作家，其实笔力已逮；

但是有格局，而格局何大？还是“解放思

想、突破观念”八字而已。就像《商藏》有理

念，但是，从“个人理念”到“时代理念”，还

有一个登山的过程：不是像“蜀道之难，难于

上青天”，就是要有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勇气

和坚韧。

从商“藏”天下出发，我们一直说庹政

《商藏》有望书写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的

时代史诗和哲学。这并不是说《商藏》已经

做到了，而是我们对其的期望与厚望，以及

我们认为其“解放思想、突破观念”的路径

和阶段。从个人的“藏器待时”到时代的

“鸿运之志”，《商藏》其实已经触及到了改

革开放40年整个中国“造富/造福运动”的

深水区，甚至是全体国民“阳光创富”观念嬗

变的无人区,这也是“商藏天下”可以拓展的

大格局。

改革开放40年，其实就是一个从“藏富

于国”到“藏富于民”的发展史：“藏富于国”

与“藏富于民”两种观念的交锋、博弈和融

合，宰制了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从“中国式造

富时代”到“中国式造福时代”的机制体制；

甚至此消彼涨，一直争夺着“国民财富观念”

重塑的主导权.当然，“藏富于国”一直占据

着主流的话语权、舆论权和文化领导权。

但事实上，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藏富

于国和藏富于民，就是一个国家与国民财富

观念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均熔铸于“中国人

民币”这个概念之中。谋求国家富强，就是

谋取人民幸福：而国民幸福观，必须建基于

国民造富运动之上。事实上，21世纪以来，

中国人民的确经历了从“为人民造富”的阳

光财富观，到“为人民造福”的国民幸福观的

发展演变。

而《商藏》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有可能揭

开这条“时代的帷幕”，让我们看到这条从

“藏富于国”到“藏民于民”交锋博弈、双线并

轨和交集融合的历史轨迹、现状变化和未来

趋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藏器于时”是一种

个人和家族经济与人生哲学，融于时代风云

之中，考察个人和家族或者商界群体的个

运、企运和时运，以及在这种“运道”之中何

以取势而为、乘时而行、“逆天改运”。

然而，这种“运”从何而来，又向何而

去？也就是说，这种“时运”“国运”“鸿运”和

“商运”是由什么造成的？却需要在更深层

次、更高维度、更大格局之中去审视与考

察。比如说，“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两

种观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既是一种历时

性的交锋，亦是一种共时性的融合；其背后，

体现着中国式造富时代和中国式造福时代

的变化交替。

假若说“藏器待时”是一种在时运之中

观窥个运、族运和企运的“运道”，并做出如

何“明道、取势和乘时”的抉择和行动；那么，

从“藏富于民”到“藏富于国”，则是让我们知

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知道这种“运道”是什

么造成的，亦即商运、国运和时运等“运道”

制造的时代机制和体制。从中国式造富时

代到中国式造福时代的机制体制，将决定运

道从何而来，又向何而去，我们处于何时何

地何种运道的状态之中。

从“藏富于民”到“藏富于国”，这是一种

能够让我们从个人与企业甚至行业的商业

“局面”，提升到“产业战略布局”，再到“时代

大格局”的转场、升维和跨界之向上的阶梯。

《商藏》现在是在商业“局面”上纵横捭

阖，亟需并有潜力以“产业战略布局”为中间

通道，就像在宇宙空间跃层一样，提升至“时

代大格局”高维度的星辰大海之征程之中。

这是《商藏》亦是整个网络文学重塑“时代

感”的重要路径之一。

对于一部作品来说，“时代感”很重要：

为什么是这个伟大的时代？为什么这个时

代，才会诞生这样的人物？为什么唯有这样

的人物，才能创造这样的故事？

在“现实”之中重构“新社会现实感”，

是《商藏》等新现实题材甚至整个网络文

学，作为“文学新势力、网络正能量”的例证

与贡献；但是，从“大格局”到重塑“新时代

感”，却是庹政甚至很多网络文学作家攀登

文学新高峰、书写新史诗亟等解决的重大

课题。

商“藏”天下：

从从““藏器待时藏器待时””到到““藏富于民藏富于民””
□庄 庸

一

我大约属于最早一批活跃在网络

上的写手，2009年，参加了鲁迅文学

院的首届网络作家培训班。实际上，

开始网络写作，远远早于这个时间，

甚至可以说，是网络的出现，改变了

我的人生。

大约是1999年，我决定抛弃一切，

全身心地投入写作。这一年，我因为

开办书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被团省委和省劳动厅联合

评选为四川省第二届下岗职工优秀青

年兴业带头人，我同时还经营广告公

司，餐饮娱乐和汽车美容等项目，因为

自己开了一个网吧，通过网络认识了

一大批文友，唤醒了我心里沉睡的文

学梦，然后，把所有的生意都转让，人

生之路由此转弯。

后来，在很多次的讲座和交流中，

提到那十年随波逐流、醉生梦死的商

场经历，我总是既辛酸又甜蜜地说，虽

然人生很好的十年光阴“浪费”在蝇营

狗苟中，但没有那段经历，写出的作

品，就没有真实体验的厚重感。

十年的商场经历，让我比普通网

络写手多了一些思考和责任，后来，这

成为《商藏》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因为喜欢武侠小说，最初创作兴

趣是写武侠小说，持续了六七年。我

们那批武侠写手，掀起了一波被评论

家称为“新武侠”的大潮，涌现的很多

人，后来成为各个类型小说写作的代

表人物，我自己也被誉为“川派新武

侠”代表人物之一。

六七年间，我在《今古传奇武侠版》等杂志上发表

了近 20个中篇武侠小说，长篇《第八种武器》在 2000

年荣获首届“新武侠”小说二等奖（一等奖空缺），由台

湾天海出版社在台湾出版。但是新武侠这波大潮退

潮后，我决定转战其它题材。经过思考，决定选择现

实题材。

我的第一部社会小说《大哥》2007年在天涯社区

连载，风靡网络，被读者称为“一本让人追遍网络的

奇书”，荣获首届书赢天下网络原创大赛亚军，由鹭

江出版社出版。后来又创作了一些官场小说，其中

《男人战争》入选年度排行榜，由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猛虎市长》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青铜市长》

获榕树下第四届网络文学原创大赛特别大奖，鹭江

出版社出版；《百合心》致敬钱锺书，由作家出版社

出版。

2012年，因缘进入剧本写作，独立编剧了中影集

团与好莱坞合作的重点剧目《李小龙·侠之重生》，

2015年参与中央政法委与中央电视台联合订制的重

点剧目《国家行动》编剧。这四五年间，虽然剧本创作

成绩不错，但是我心中依然不时涌动着小说创作的冲

动，也一直没有停止素材的搜集和思考。

2018年，我结束手中的剧本，终于能够抬起头来

喘气张望时，我觉得，是时候回归小说创作了。

三

当我决定重新开始小说创作的时候，我既激动又

忐忑。

尤其是我参与了《国家行动》这种重点项目的创

作后，对于自己的要求和责任感，有了更大的提高。

我首先考虑的是，我应该创作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才

能够与自己的期待和野心匹配？毫无疑问，我必须在

我擅长的领域作战，这就是现实题材。只有反映这个

伟大时代，记录这个伟大的变革历程的史诗般的作

品，才是我想创作的。

在类型上，我选择了商业这个切入口。我认为，

社会的进步，直观的感受是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丰

富；国家的发展，最具说服力的是数据，比如GDP，比

如人均收入，所以在如何反映我们改革开放 40 年的

伟大变化时，从商业的角度切入，以大时代背景下一

个普通商人成长，抒写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强大，更具

有表现性和说服力。

然后，确定作品的主题。习总书记早在 2014 年

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出，“应该用现实主

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

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

到梦想就在前方。”这就高屋建瓴地给我们现实主义

题材创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这要求我们作家们要在作品中表现信仰之美、崇

高之美，“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洞察历史大趋势，表

达人民的美好愿望与热烈追求的能力，进而引起读者

的共鸣，激发高尚情操。我的创作思想是跟这个要求

相承和契合的，也是这个要求在创作中的具体表现。

所以，我在《商藏》中特别关注作为一个商人的原

则和责任，重新强调了儒商和商儒这对概念。《商藏》

中的主人公和他的商业伙伴们，他们的精神境界高

尚，目光不在一城一地，而是在于对整个社会的关注

和带领，具有深切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能

够对抗各种压力，面对各种困难，坚韧不拔，乐观积

极，一直昂首挺胸地走在路上。

在很多关键时刻，他们毫不迟疑地牺牲小我，顾

全大局，把个人、企业的利益跟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

在一起。这就是我提倡的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然后

是确立作品的主人公，塑造人物形象。这个人必须经

历这 40 年改革开放，见证了这个伟大时代的变迁发

展，亲身感受，并且伴随着国家和人民一起前进，同

时，这个主人公又是我能够把握，寄托了某种情感和

期待的。

根椐这个标准，我塑造了一个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大学毕业于 90年代，经历了分配工作、企业破

产、下海经商的年轻人，又是通过一步步奋斗、失败、

成长，一路走到某个阶段的商界强人。

自然地，读者能够从作品中找到作者的影子。这

个年轻人叶山河前半部分的商海浮沉，基

本上是我当年商海浮沉的写照，后来叶山

河到了更高层面的商业活动，则是我对一

个理想商人的想象和期待。

主人公叶山河的商场崛起，跟国家

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个人

的成长与时代变迁的宏大叙事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把国事往家事写，而每一

个人的命运又跟这块土地上的变化息

息相关，这是创作中的着力之处。

同时，叶山河的成长不仅是外在的

物质：金钱、身份、地位，也包括他的

精神层面和个人情感。我特别强调了他

个人修养，素质能力，尤其是做为商人

的理念。

我用了一幅集句对来形容：十万

狂花如梦寐，一片冰心在玉壶。无论

外部世界多么幻乱变化，守住内心宁

静。这就是《商藏》的“藏“。

接 下 来 ，就 是 一 些 技 术 性 的 问

题。在地域上，选择了我所熟悉的大

西南，并且在作品中刻意强调了这一

地域特征，比如氛围、美食、风土世情、

人文地理等。

在素材的选择上我也做了认真的

思考。这几十年国家经济的变化，有

一个行业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房地

产行业，这个行业也跟我们每个人息

息相关；在以西南最大的城市为背景

的创作中，有一些人和事是绕不过去

的。所以这些素材，就化为《商藏》中

的云山国际和西川省蜀都市。

同时，国企改革、互联网兴起、金

融危机、开发大西部等重大事件，都将

做为素材在《商藏》中一一呈现。

在写作手法上，我采用的是：双头

并进。为了让作品更加抓人、更加好

看，《商藏》开篇就切入一个大背景下的大项目，立

刻就让读者紧张起来，甚至我还加了一个作为噱头

的楔子：跟世界冠军的相遇。当第一个项目竞争白

热化，叶山河突然壮士扼腕，令人一愕，却是早已成

竹 在 胸 ，瞄 准 了 下 一 个 更 具 代 表 性 的“ 一 生 之

城”——西南第一大盘云山国际。

大幕拉开，读者已经沉浸其中，《商藏》再回头从

容呈现主人公十多年前的艰苦奋斗，叶山河的年少

浮躁、失败与反思，与现在的成熟稳重、智珠在握对

比，这样可以夯实他成长成熟的基础，增加作品的时

代感和厚重感，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完成对于整个

改革开放历史的全景记录。

四

《商藏》的创作过程中，我特别注意了现实题材创

作的时效性和永恒性。“文章合为时而著”，现实题材

的人物、矛盾、情感等，来自于当下的生活，所以它具

有一定的时效性，《商藏》时间跨度大，改革开放这么

多年下来，商业行为从最初的野蛮生长渐渐趋向规范

化、专业化和精英化，从吃相难看到理性有序，从一心

谋利，到谋事、谋人、谋局，从个人利益到家国天下，有

了很大的改变。我特别强调和刻画了这样商人和商

业的变化，同时，对于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努力契合当

时的氛围和特点。

一个时间段有一个时间段的不同，无论是社会矛

盾，思想和政府工作等等，比如我们的政府工作目标

以前是发展，是 GDP，当发展到一定阶段，环保就成

为重中之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种区别对

于现实题材的创作尤其要注意，表现在小说中，就会

有不同的冲突和处理。

当然，也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比如创作手

法，比如精神内核。“纵观人文、历史、宗教的浩瀚星

空，你更会发现，那些最璀璨、最具能量、最能穿透时

空的，都是关于真、善、美的故事。”《商藏》中，依然强

调细节的真实和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依然宏

扬正义、奋斗、家国情怀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题材的写作，要求作家必

须扎根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走进实

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

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并深刻指出：“文

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

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就从根本上指

出了现实题材创作的方法，也是我始终坚持的创作

原则。

所以我不像一些作家喜欢宅，而是走出家门，拥

抱生活，不仅在高校进行教学活动，两次进入鲁迅文

学院学习，也积极参与青联、政协、作协等各种社会活

动，用真诚的观察和真实的情感滋养作品，用认真细

致的态度去打磨作品，最后的作品才不是闭门造车、

无本之木，才具有深入心灵的力量。

五

《商藏》从2018年4月开始在咪咕阅读连载，直到

2019年 5月杀青，整整一年一个月，我沉浸其中。坚

持是个可怕的事情，它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方

向和最后到达，甚至，包括爱与睡眠。

150 万字，不仅仅是一个年轻人的商路风流，也

是我对改革开放这段伟大历史的再现和歌颂，同时，

也是对自己走过的这一段人生历程做一个总结。《商

藏》先后获得了咪咕杯网络大赛优秀奖、四川省网络作

家协会“十大影响力”作品奖、第三届网络文学+“最风

光文旅IP作品奖”、现实类“十大影响力作品”，尤其是

入选了中国作协2018网络小说排行榜，这是对《商藏》

的肯定，也是对我创作的肯定。

回顾 20 多年的创作，无论是世情小说《百合

心》，社会小说《大哥》、时政小说《猛虎市长》《男

人 战 争》、商 业 小 说《商 藏》，到 电 视 剧《国 家 行

动》，我一直在深耕现实题材这一块，将来，也会继

续这一块的创作，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现实题材，记

录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抒写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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