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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学与网文的融合发展新尝试
——评陈酿的《传国功匠》 □孙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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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国功匠》是温州籍作家陈酿的一部
网络小说，小说的主线是从小在英国长大
的年轻人汪楠源，肩负神圣而神秘的使命，
从英国回到故乡——中国东南一个遗世独
立的千年古村落，汇合以芦叶儿、汪屿松等
为代表的瓯越大地上新一代瓯匠，为了一
批巧夺天工的温州民间工匠世代相传的稀
世珍宝，以及一本记录瓯匠百工技艺的“秘
笈传书”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传奇历
程。这部小说篇幅很短，一共78章20余万
字。然而，就在这短小的篇幅内，却容纳了
丰富的情节与人物，承载了厚重的文化与
底蕴。《传国功匠》是近年来网文的佳作，它
立足客观的现实，展现了硬核的匠品技术，
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继承与发扬的独特思
考，预示了传统文学与网文的融合发展新
道路。

匠品技术的硬核呈现

阅读《传国功匠》，第一个深刻的印象
当属那些鲜活动人又细腻精致的匠品技艺
的出色呈现，几乎每一章都会列举几种精
美的匠器或匠技，令读者大饱眼福，大开眼
界。《传国功匠》的作者陈酿是温州人，而
《传国功匠》写的正是温州大地百匠工艺的
故事。众所周知，温州自古就是一个“百工
之乡”，千百年来，民间有各行各业的能工
巧匠。为了方便叙述，作者并没有事无巨
细，而是让众多的工匠集中在瓯江支流楠
溪江畔的千年古村落里，再整合挑选出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五大工匠进行描写，从而
完成了对瓯匠的整体展示。可以看到，作
者笔下的“瓯瓷”“瓯雕”“瓯染”“瓯绣”“瓯
戏”各有千秋，各有风采，匠人们无论遭遇
如何、性格如何，只要一拿起传家技艺，无
不是如数家珍、技压群芳。这里让人惊异的
是作者对匠品技术的熟稔，她对匠技不是
做简单的呈现与概括，而是致力于全面的
展示与局部的细描，那些精致考究的工艺
作品与繁复多彩的制作细节被捕捉、放大，
的确令读者叹为观止。例如，写到“瓯瓷”，
作者会讲到其“胎体细腻，呈白中略泛灰
色；釉色淡青，透明度挺高”。继而详细介绍
汪家瓯瓷的九处瓯窑以及精美成品。写到

“瓯染”，作者会讲到“制蓝”的所有工艺流
程，从种靛、打靛到浸酿、染色一步不落。写
到“瓯绣”，会讲到齐针、切针、套针、接针、
施针、滚针、断针等二十几种针法。写到“瓯
菜”，会讲到溪螺汤、清明饼、清汤素面、千
层糕、杨梅酒、矮人松糕、蒙汗鸡等各种美
食及其做法。写到“瓯雕”，会依次介绍邺家
一门分三雕：黄杨木雕、木活字雕、海岛贝
雕……可以说，阅读《传国功匠》，就好像在
读一部关于瓯越百工的百科全书，而正是
这些讲究又硬核的技术元素的大量使用与
呈现，让《传国功匠》获得了十分独特的艺
术气质与知识魅力，更让读者不得不佩服
作者的扎实调研与匠心写作。

不仅如此，还应看到《传国功匠》尽管
重视对技术元素的呈现，但却并非是将这
些元素生硬地组合拼贴，而是将它们与小
说的故事情节有效地编织在一起，进而体
现出独特而完整的创作构思：小说的主体
情节讲述了一个寻找瓯宝的故事，而寻宝

的每一条线索都与瓯匠技艺息息相关，绘
有《瓯宝图》存宝路线的“百宝缬”是肖家瓯
染的先辈扎染的，绣工则出自瓯绣南家；

“宝藏”的藏身地点位于瓯瓷汪家的一处龙
窖中，而开启龙窖的钥匙是由瓯雕邺家用
贝壳雕刻的五把“破刃”。显然，作者是有
意识地通过寻宝勾连起瓯匠们的历史与现
实，串联起他们的生活轨迹与故事，而随着
故事的徐徐展开，众多瓯匠们的生动技艺
和精美器物也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完美的展
示与呈现。

近年来，随着网络文学的不断提质增
速，“硬核技术流”开始逐渐走俏，放弃了不
负责任的胡编乱造，“硬核技术流”作品致
力于还原现实的真实面目，不仅故事人物
饱满动人，还拥有考究的细节与严谨的逻
辑，处处体现着科学的精神与专业范儿，获
得了网文读者的追捧与青睐。从这一点
说，《传国功匠》无疑是“硬核技术”的杰出
代表，阅读它，读者感受到的不是虚伪做
作，而是真诚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是处处有
温度的匠品技术的硬核呈现。

传统文化的传承反思

《传国功匠》给人第二个深刻的印象在
于它通过对瓯匠匠艺在传承过程中的种种
曲折、艰难进行渲染与描写，借匠艺的传承
之路反思、重估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并继
而完成对坚守的意义确认。小说中展现的
文化非常多元，不仅有瓯越传统手工艺文
化，还有浙南地区特有的古村落文化、古老
温州城的市井文化等等。对这些文化元
素，作者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呈现，而是着眼
于文化的“常”与“变”，并在“常”与“变”的
更替与博弈中探索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之路，无疑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例如，小说在竭力呈现匠人超高技艺
的同时不是一味地颂扬高歌，作者并不避
讳瓯匠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而
是大胆又真诚地暴露瓯匠们的诸多短处，
很多问题甚至是触目惊心的：瓯瓷汪家的
家长汪清潭因赌博而陷入庞大的债务纠
纷，不仅有家难回，精神上也遭到了重创；
瓯染肖家改弦易辙做房地产生意却不慎将
家底赔了个精光，肖云志无奈之下不得不
放弃家族事业启动“美丽新农村”项目，却
一步步掉入了敌人的陷阱；瓯雕邺家的邺
终成一心想要壮大自己的贝雕事业却苦无
门路，在金钱的诱惑下渐渐迷失了自我；再
如瓯菜花家、瓯绣南家、瓯戏芦家，这些家
族尽管没有遇到特别严重的债务危机，但
是也面临着诸如缺乏创新、人才凋零、后继
无人的尴尬局面。事实上，包括匠艺在内
的文化传承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外界
的诱惑、人心的变化自不必说，甚至时间本
身便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此小说中才会
反复提到那个长达70年的盟约：70年后，
如果中国瓯匠还将这些国宝工匠技艺一脉
相承，那么爱德华家族后人将无偿把这一
批瓯宝归还给中国瓯匠。可见，保护传统
文化的重要条件是继承，而一旦缺少了坚
守的信念和合作的精神，继承就会变成纸
上谈兵。小说最后，五家匠人齐心协力找
到了宝藏最后的线索“三十二字诀”——

“瓯越百工，天地灵气，龙窖宝藏，泽丕后

地。莲蕊破刃、齐心为钥，天下瑰
宝，匠心一同。”这不只是寻找到龙
窖宝藏的最后密码，也可以说是继
承一切优秀传统文化的不二法门。

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这一命
题下，《传国功匠》还带出了一个问
题，在坚守传承和对财富追求的价
值观冲突上，新一代大国工匠应该
如何抉择。于是，小说中便有了正
义瓯匠与私欲瓯匠之间的冲突。汪
楠源、肖霄云、芦叶儿等正义瓯匠寻
宝是为了护宝，他们并不被金钱所
腐蚀，抵制各种诱惑最终完成心中
道义。而相比之下，汪清潭、肖云
志、邺终成等匠人却纷纷掉入了金
钱的陷阱，尽管他们的初衷也是为
了传承手艺，但是在欲望的蛊惑下，
他们逐渐迷失了自我……诚然，匠
器与匠技的传承需要经济力量的支
撑，通过恰当的手段与途径，不仅能
够将祖传的技艺发扬光大，还能够
获得可观的收益与财富，实现传承
与致富的双赢。然而，金钱的诱惑
毕竟是巨大的，能否在金钱面前坚
守纯粹的道义与初心，这也是考验每一位
匠人的试金石。《传国功匠》中，作者用心打
造了夺宝的传奇，经过传奇寻宝和生死夺
宝，对价值观和财富观进行了深刻的探索
和反思，最终指向了时代匠人的价值追求
和家国情怀。

传统写作的网络转型

《传国功匠》给人第三个深刻的印象在
于其写作方式并不是延续了网络类型小说
的常规模式，走大长文一路，而是充分继承
了传统文学的写作方式，借鉴吸收网络文
学的新颖元素，从而完成了传统写作的网
络转型。正如作者陈酿所说，自己并不是
一个纯粹的网络写手，没有写过小白文、总
裁文、宫斗、盗墓、修仙、二次元等网络文
学，但是她却匠心独运地以寻宝为故事框
架，以青年喜爱的网络化讲故事形式，成
功展现了瓯越大地独具地方特色的工匠
技艺和民族民间艺术瑰宝，这本身便是了
不起的创新。实际上，随着越来越多的传
统作家开始触网，他们的写作方式与写作
惯性势必会给网络文学带来崭新的面貌
与变革，以《传国功匠》为代表的一批优秀
网文作品的问世，似乎预示着网络文学一
条全新的发展道路即将开启。

相比于类型网文，《传国功匠》一个较
大的不同在于写作观念上。曾几何时，网
络文学被笼统地纳入了通俗文学一脉，甚
至被生硬地贴上了低俗、粗制滥造的标
签，仿佛网络文学天然就是上不了台面的

“文字垃圾”。实际上，造成目前大量网络
文学格调不高的根本原因并非在于网络
形式本身，而是作者的创作观念在发挥作
用。很明显，《传国功匠》在创作观念上确
实更加偏向严肃的传统写作一脉，作者拒
绝将文学充当娱乐消遣的工具，而是从一
开始就确定了为理想为人生的写作方向，
于是，小说中那些粗糙的猎奇与媚俗不见
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对真善美的高扬与正
能量的传递。翻阅小说，字里行间我们看

到的是平凡的匠人们精心呵护传家的技
艺与珍宝，是历经重重考验仍旧百折不挠
的信念和勇气，是齐心协力与恶势力斗智
斗勇并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情节的设
置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厚重的文化内涵、文
学意蕴和思想深度，让读者在阅读中不自
觉地接受了精神的洗礼，获得了精神境界
的升华。

同时，作者在“触网”的同时也不忘积
极适应网络写作本身的特点，不断汲取和
挖掘网络文学的内在优势，尽最大努力让
传统文学获得不凡的“网感”气质，这也是
作品最终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不
难发现，《传国功匠》中那些不断映入眼帘
的青年匠人的爱情悲欢、在寻宝过程中的
各种探险解谜，跨时代跨民族的情节设
定，不正是我们所熟悉的网络小说的一贯
套路吗？甚至还有一些数量不多却足够
引人注目的小悬疑、小魔幻、小反转，也无
一不是网络文学中常见的写作技巧与攻
略，被作者巧妙地化用在了自己的作品
里。可见，在技巧层面上，作者确实是有
意识地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写作方
式进行融合，将传统文学的硬核创作，以
网文的面貌示人，双方融会贯通、各取所
长，共同抬升了作品的艺术品貌。诚然，
我们也并不否认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两
种文体在表达上有着天然的区别，这就导
致了作者在运用这些网文技巧和手法的
过程中的确有一些生硬之感，例如几个反
面人物的塑造就颇为脸谱化，很多情节设
置巧合过多、斧凿痕迹明显等等，这也是
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然而，所谓瑕不掩
瑜，单是这种能够自觉地借鉴与化合传统
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创作心态，已经足够我
们为作者点赞，因为这毕竟表明，传统作
家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文学的载体正在悄
然变革，并且，他们已经迈出了勇敢的第
一步，而沿着这些踏实的脚印，传统文学与
网络文学的融合之路必将会走得更加顺
畅，也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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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学生时代，读到唐代诗人张祜的一首
诗：“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日月中堂见，江
湖满座看。”那时候对这首不为世人所熟悉的诗
作并没有太在意，但是，随着这些年小说创作越
来越深入，对它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

我觉得一个作家需要具备写作最基础的品
质，比如除了洞察、判断、梳理、剪裁、逻辑安排
等文学创作的基本功外，还有几点很重要：眼中
有江湖、心中有悲悯；能仰望星空，也能尝人间
烟火。而这一切都需要积累。如何积累？一是
多读书，二是多走路，三是多观人，四是多记
录。万物皆我师，我们可以从茫茫书海、芸芸众
生、山川湖海、植物动物、百工物作等等上面，观
察到、学习到很多东西。

看起来我的几部长篇小说在短短时间就取
得一些成绩，当然首先是许多外部因素的有缘、有幸，其实自己
积累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厚积薄发。当记者的 20 多年、人生
的几十年阅历，一直在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水到
渠成。

但是，人生积累很多，个人的积累也几乎是良莠并存，写作
中，需要将这些“积累”去伪存真。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匠心，
只是把它用在哪里而已。所谓“匠心”，其实是“心性”的修为。这
里所谓的“难”字，其实，我们写作就像匠人们一样，难在“坚韧”。
一生心有所属、心有所定，心无旁骛倾注自己的耐心和毅力，投注
一片苦心而造就出的匠心精神，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并且一定有所
收获。

我写《传国功匠》之前，是先采访、接触了许多普通工匠，在惊
叹于他们伟大技艺的同时，被感动、有冲动：下决心有朝一日，一
定将温州工匠的伟大匠心和绝世匠艺写出来。

11年前，我还供职于《温州晚报》，考虑到温州自古就是一个
“百工之乡”，千百年来，民间有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特别是新
中国成立后，工匠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新生
活，在艺术上也创作了许多讴歌新时代的伟大作品。于是我就策
划了一个“温州非遗”的专题专栏，献礼祖国华诞60周年。

在做那个专题的时候，接触、采访了许多温州极具匠心、身怀
绝技的民间工匠，搜集了大量的民间非遗资料。我被他们的匠艺
所折服、被他们坚守的精神所感动，也为自己深入了解后，家乡有
这么多民间高手而震惊。但是，在世人眼里，他们就是平常的手
艺人，人们并没有挖掘这些匠艺背后巨大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
和历史价值。

“非遗”于普通人来说也许就是一门手艺。但是于我，我觉得
除了景仰和敬重，还要尽力宣传、传播它们，让更多的人认识、保
护、传承它们！

那么我想，如何破解写作上的“咫尺匠心难”？无外乎“走出
去”、“收回来”和“去表达”：走出去先选题、先了解、先研究。然后

“收回来”去选择、去剪裁、去构思。最后以合适的文学艺术形式
去表达，我选择了“网络小说”去表达。通过网络文学这个无穷大
的平台，所谓“日月中堂见，江湖满座看”。让“宅家”之中能见日
月风雨，静坐“书房”也能观江湖波澜。

我是用一颗匠心写了这本书。
《传国功匠》是一部以工匠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但是从未

有过以如此虚实结合的文学样式，跨时空、跨民族、跨信仰地将瓯越
大地传承了千年的非凡匠艺和迷人瑰丽的地方风情向世界呈现，引
领读者去寻找人类共同的艺术、精神财富。我用我的精华积累，向

“匠心”致敬！
古人云：“文不按古，匠心独妙。”匠心，首先是传承，但是，

“匠心”的生命力不是泥古，而是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我写《传国功匠》，核心内容是“非遗”，它们是“一批巧夺天工

的世界非遗传世珍宝”，但是，不能一写“非遗”就写老匠人、写老
古董，就要写老工匠怎么将传统技艺传承给年轻人可又后继乏
人。我不这么写，《传国功匠》的主人公是有精湛技艺的匠人，但
是他们又是一批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把“一纸跨时空跨民族跨信
仰的70年盟约、一段扑朔迷离的家国情仇、一场一唱三叹的人间
悲欢、一幅风情浓郁的生活长卷”放在一个“制宝、寻宝、护宝、夺
宝的传奇故事”里去写。

“寻宝”题材是全世界年轻人特别感兴趣的，《传国功匠》就以
“寻宝”故事，曲折动人又瑰丽奇幻地去展现中国独具地方特色的
工匠技艺和民族民间的艺术瑰宝，通过对中国东南极具代表性
的六大“非遗”匠艺和匠器的硬核描写，来展现中国千年古村落和
瓯越大地市井文化的风土人情、文化内涵和生活底蕴，一曲崇善
向美、尊工重技的文明赞歌不用说教，自然而然就潜移默化了。

另一方面，要考虑网络小说的特点。因此，《传国功匠》在构
思和行文上，有点小穿越，有点小玄幻，以虚实结合的角度去描
写。这样，可读性会更强，读者群可以更宽泛，各个年龄层次的读
者都会找到自己的喜欢点。

《传国功匠》是一部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那么，更应该去体
现它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价值。我写《传国功匠》，就是希望用网络
文学的表现手法，挖掘年轻一代对人生观、价值观和财富观的深
刻理解和自我反省，体现新时代年轻人的价值追求和家国情怀。

这几年，我尽自己的努力，希望能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走出
书斋、下沉生活，学习积累，打开自己、融会贯通。

千年之前，“山中宰相”陶弘景在楠溪江修炼时，曾写过一
首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我的文字也许更是“不堪持赠君”。但是，我还是深深感谢喜
欢《传国功匠》的各位，且用我这“半世一箱字，换你平生一腔
情”吧！

都市言情作为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之一种，多年
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读者口味的不断变化
而花样翻新，越来越多的作者已不再满足于单纯展
示都市男女的恋爱生活，他们积极寻找着“现代爱情
故事”与其他类型小说之间可能的联合。丁墨也是
这样一个探索者，而“刑侦推理”则是她找到的第一
个“合作方”。这一尝试无疑是成功的，她的“探案言
情三部曲”不仅让她声名鹊起，更是全部改编成了热
门影视剧。其中，《他来了，请闭眼》是最早得到改
编、也是知名度最广的一篇，它的成功证明了“言情
小说”与“推理”模式的内在契合性。

《他来了，请闭眼》中的推理成分更接近于一种
“软推理”，它的主体部分仍是都市言情。相比于逻
辑烧脑、诡计惊艳的本格推理或深刻剖析现实与人
性困境的社会派等“硬核”推理，这种出入于日常生
活、萦绕着恋爱气息的推理自然“软”了不少，但“推
理”这一文学类型在经历过欧美本格推理黄金时代、
日本战后社会派推理浪潮和“新本格”复兴之后，也
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从《啤酒之家的冒险》（西泽保
彦）、《推理要在晚餐后》（东川笃哉）到青春校园推理
动画《冰菓》，“推理”的“软化”已是大势所趋。言情
小说的技术性追求与推理小说的感性需要在《他来
了，请闭眼》中一拍即合，丁墨把男女主角的身份设
置为不善交际的犯罪心理学专家和初出茅庐的单纯
女大学生，直接将“推理”与“言情”两大因素间的张
力具象化在两位主角的性格与行为举止之中，他们
爱情的修成正果也成为了这两种小说类型最终融合
的隐喻。

那么，推理如何言情，言情又如何推理呢？这一
点从小说那个语焉不详的题目中便可见端倪。“他来
了，请闭眼”这个短句子既有言情的旖旎气息，又有
悬疑的神秘莫测，这取决于“他”所指代的对象，“他”
可以是对女主简瑶一往情深的男主薄靳言，也可以
是那个在全文各处播散死亡的阴影、曾被人们以

“他”作为代称的幕后Boss谢晗。薄靳言与谢晗的
关系显然复制于柯南·道尔笔下“福尔摩斯VS莫里
亚蒂”的经典模式，但这次“大侦探”要守护的除了正
义与真相之外，还有自己的爱情。当“思想机器”坠
入爱河，当严密的逻辑被浓烈的感情所冲击，这场生
死攸关的智力对决是否还能邪不胜正？而作者丁墨
想要传递给读者的信息恰恰是，正因为爱与情感，智
力才会被激发出所有的潜能。

《他来了，请闭眼》中涉及的刑侦手段是时下最
流行的“犯罪心理侧写”，在充分营造现代科技感和

“时髦”气氛的同时，这也是一种与人类的内心情感

最为直接相关的推理方式。从写作策略上来考虑，
心理侧写的确是言情与推理两种文类融合的绝佳切
入点。当薄靳言带领简瑶势如破竹地解决一个又一
个案件时，读者们会发现，这些案件最终织成了一张
扑向薄靳言心理防线的大网，直指正邪之间最后的
心理较量。薄靳言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之一自然是
他始终坚守的正义底线，而另一关键则在于，他在追
寻案件真相的同时，真正看清了自己的内心需求，爱
情的温度让他得以游走于逻辑的高峰和人间的烟
火，这个实现了自我完满的侦探因此战无不胜。作
者丁墨想讲的不仅仅是女主简瑶在一系列恶性案件
的破解中获得历练与爱情的成长故事，也是男主薄
靳言自我探究的过程，推理不只是外在的刑侦手段，
更是内在的自我剖析。从这个角度来看，“言情”也
无非是一场对于“情”与“人心”的“推理”。

在这篇小说里，推理内容所建构起的是对人性
本身的探寻。由于男主薄靳言的身份是公安部特聘
犯罪心理学专家，他所处理的恶性案件遍布全国各
地，就地域范围而言，《他来了，请闭眼》在都市言情
类小说中应是首屈一指的。故事的发展不再局限于
现代都市内部，作者将叙事的触角伸向了城乡结合
部乃至乡镇，涉及的人员包括普通乡镇少年、农贸市
场小老板、出身农家的都市白领、国企下岗职工家庭
的女中学生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充分显示了作
者铺展其现实主义叙事的野心。她不满足于仅仅建
构一个浪漫梦幻和甜蜜恋情的“空中楼阁”，更试图将
言情“落地”，关注现代中国社会在急剧的城市化、现
代化过程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角落，以及可能因此
而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深深纠缠于普遍的社会
现实与独特的个人心理。这部小说的特别之处正在
于此，“言情+推理”模式不仅是它用于吸引读者的华
丽外衣，更为其内在的视野拓展提供了可能，现代都
市及其所辐射的周边地区不再是都市言情小说虚化
的背景，而真正成为了走上前台的“角色”。

陈 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