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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剧作家协会会员、“齐鲁文化之
星”高层次人才、《大绸商》作者

  《大绸商》是我最用心的一部作品。
丝绸文化背后，体现了昌邑人爱国爱乡的
境界、吃苦耐劳的秉性、艰苦创业的精
神。新时代需要绸商精神，一直以来，我
在想如何弘扬好绸商精神。这些年，我走
过了昌邑的所有村庄，素材有了之后总有
一种不写不快的感觉。
　　2020年5月，我开始创作。平常工作
很忙，我只能利用晚上和节假日时间写
作。小说出版之后有人“唱衰”，柳疃丝
绸已经衰退，这本书没有意义，但我仍然
觉得丝绸衍生的纺织业、印染业，一直是
昌邑的特色产业、骨干产业。现在纺纱、
织造、印染印花等完整的产业链条等都是
由丝绸产业带来的。越是在这个时候，我
们更是应该发扬老一辈丝绸人的优良品
质，因为这些精神永远不过时。

张葆海

这是自己最用心的一部作品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潍城区作协主席

  作者张葆海用小小的一枚“柞茧”写
出昌邑人的“大魄力”“大境界”“大天
地”。如果说过去昌邑的丝绸商“背着绸
包闯世界”，是一种魄力和商业远见，那
么，这部《大绸商》就是张葆海在文学上
的敏锐和胆识以及个人才华的具体体现。
　　从《大绸商》中可以看出有四条线路
穿插迂回，分别是丝绸家族的商业竞争与
矛盾纠葛，中国经济与丝绸市场的动荡揭
秘，昌邑人的创业精神与诚信为天，红色
丝绸之路的诞生与发展。情节跌宕起伏，
引人入胜，不但让人了解昌邑厚重的丝绸
史，还看出张葆海在创作过程中深思熟
虑，用心用情的投入。
　　张葆海的文字是干净、朴素、真诚的。
他家常式的写作，透露出一名作家的本真，
展示出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对人生的理解。

朱建霞

四条线路穿插迂回
情节跌宕引人入胜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共潍坊市
委党校讲师

 　小说主人公阎立信本无忧无虑，后来
家族产业“天有信”破败，父兄蒙冤受
害，自己也险些丧命于刑场，家庭的变
故、命运的捉弄并未打垮他。
  “天有信”再度复兴，将柳疃传统的
白绸改造成色彩斑斓的花绸，产品通过丝
绸之路远销中亚、西欧、南洋。在事业蒸
蒸日上之时，各种危机开始接踵而至，使
得“天有信”的经营也日渐困难，阎立信
认识到没有国哪有家，没有稳定的社会环
境，不可能有个人和家族事业的振兴。于
是，他作出一系列改变。从兴业到助力兴
邦，表现出阎立信个人伦理观的成长
提升。
　　小说《大绸商》的结局是不完美却充
满着光明的。张葆海通过小说表达伦理意
义过程中，即便是关注了社会、时代、民
族和国家，但仍不免于悲观。

李之凡

从兴业到助力兴邦
表现出主人公的成长提升

  潍坊市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奎文区
作家协会主席

  《大绸商》中的人物关系、称谓与现
实都是非常契合的。在人物塑造中，张葆
海不是简单地把他们分为好的坏的，在这
个过程当中是有发展的。人物性格是复杂
多元的，在一定的环境下，它可能有正面
形象或者反面形象。张葆海把小说放在一
个时代的大背景中来写，个人的家国情怀
描述得非常好。
　　该小说对当时的历史进行了一定的还
原。我认为张葆海致力于地方文学创作，
是对地方文化上的助力，这是作家的一种
情怀，很多作家对当地的历史挖掘实际上
是缺乏一定深度的。张葆海对昌邑当地历
史挖掘的执着，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李万瑞

为地方文化助力
值得我们深刻学习

  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潍城区新闻中
心对外宣传科科长

  在《大绸商》小说里，读者通过方言
感受昌邑的风土人情，通过阎立信在面对
命运起伏时的各种随机应变、化险为夷，
感受昌邑人诚信待人、有勇有谋的精神。
　　小说既反映了历史和现实，又升华了
主题。阎立信个人的故事不再局限于一个
普通的丝绸商人，他是中国红色商人的代
表。在这部小说里，民族大义、家国情怀
跃然纸上。另外，在每章节的开头，作者
都会写几句比较有哲思的话，这也是这部
小说的一个特色。看《大绸商》有众多的
意料之外和情理之中，颇有些看古代章回
体小说的感觉。
　 在这部小说的结尾，阎立信反思这些
年，一代代昌邑人“开疆拓土”靠的是什
么？他临终前说，除了诚信二字，还凭着
吃苦耐劳的闯劲和包容的家国情怀。

秦坤

既反映了历史和现实
又升华了主题

  潍坊日报社记者、潍坊市文艺评论家
协会理事

　 昌邑丝绸历史悠久，张葆海正是站在
这片文化厚土之上，以长篇小说《大绸
商》构筑了昌邑人的一片精神家园。
　　小说以阎、李、亓家族生意纠纷
“开”，以矛盾化解团结抗日“合”，开
合之间塑造了昌邑绸商的“大”，因为他
们坚持着诚信之道的内在精神价值尺度，
以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融入“丝绸之
路”，在面对家国仇、民族恨时放下个人
恩怨，将个体命运缝合进时代，弘扬家国
情怀，这样的家国情怀使我产生强烈的情
感共鸣。

齐英华

《大绸商》构筑了
昌邑人的一片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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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学院文史学院教授、潍坊市文艺
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大绸商》中，张葆海用第三人称冷
静客观地叙述，把一部中国丝绸之乡的发
展史、一部海上丝绸之路的血泪史、一部
红色丝绸之路的开拓史，丝丝入扣地呈现
给世人。他用独具一格的原创作品，完好
地诠释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传达人民的心声，把最好的精
神食粮奉献给时代、人民和民族。
　　该作品既注入了红色基因的丝路绸商
艰难生活、坎坷命运宏大叙事主题的叙
写，又有逻辑严谨、可读性极强的故事情
节的精心组织结构。读《大绸商》，也读
出了张葆海用自己的文学生命，向世人讲
述自己饱蘸感情、深深挚爱的潍坊故事。

韩继磊

《大绸商》圆满完成
小说所承载的艺术使命

李春艳

家国情怀被充分展现出来

  潍坊学院文学博士、潍坊市文艺评论
家协会会员

  从主人公这个人物来看，他悉心照料
囚犯，其付出也得到了回报，这是他个人
层次上、传统思想的文化体现。从企业经
营来看，小说充分展示了民族企业的经营
之道在于诚信。
  作者对这一经营理念的认同，首先体
现在了“天有信”两代老板的名字身上，
都暗喻着企业的诚信文化。
　　作为一名民族企业家，主人公的丝绸
产业，不仅仅是为企业创造价值，还在国
家有难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阎立信干
了很多实事，充分表明了“天有信”作为
一家民族企业，是有着一种非常深沉的家
国情怀的，将当时在社会当中民族企业所
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充分地展现了出来。

  潍坊学院文学博士、潍坊学院莫言研
究中心主任、“海上丝绸之路文学研究”
青创团队带头人

  《大绸商》除了是主人公阎立信的个
人成长史，也是阎家、李家、亓家三大家
族在建立产业过程中互相争斗、融合的故
事，是以昌邑丝绸为代表的中国丝绸的艰
难开拓史。作为文学范式的积极探索，它
涵盖了一个非常大的跨度，这需要大量的
史料积累。《大绸商》里面有很多向经典
致敬的感觉，不仅有很多的引经据典，而
且从里面非常轻松地联想到《西游记》
《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很多片段，或
者是创作者的故事。这是向经典致敬，也
是作者对自我的鞭策。

王爱红

向经典致敬
也是作者在自我鞭策

李华光

丝绸文化促进丝绸产业发展

  昌邑华信丝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丝绸文化和丝绸产业相辅相成，从历
史上来看，绸商身上所反映的故事，是真
实发生的，也是这部作品的真实写照。
　　丝绸文化促进丝绸产业的发展，在我
们厂里有很多工业遗产，它们是历史遗
留，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在《大绸商》
小说中，我非常赞同张葆海的观点，就是
不要认为现在丝绸产业不行了。丝绸文化
历史悠久，一直在不断发展、不断创新，
就像我们现在穿的用的都和丝绸有关，和
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丝绸文化中，有很多关于赞美它的
诗词和成语。这些赞美中也在激励着我们
企业向前发展。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传播好丝绸文
化，希望在我们企业形成一个文化圈，相
信丝绸的未来会更美好。

高文涛

站在父辈的肩膀上走得更远

  潍坊华宝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华宝相较于历史悠久的柳疃丝绸，算
是一个后辈。我们的企业生长在这片土
地，起步就是一代代柳疃人对纺织印染产
业的认同。因为在我们企业中，很多工人
的父辈、祖辈就是从事丝绸纺织产业。目
前，柳疃的纺织品销往世界多个国家，我
们非常骄傲，因为它呈现出一个生机勃勃
的市场。
　　阅读《大绸商》，我心潮澎湃，从这
部小说中，我看到了一代代柳疃人砥砺奋
进、不断推陈出新，才有了今天的辉煌成
就。在当时，就有老柳疃人把丝绸推广到
全世界，现在到我们这一代，新的柳疃人
也把新的纺织品推广到全世界。我们站在
父辈的肩膀上，相信一定会走得更远。

张树欣

追随老一辈绸商的脚步
一步一个脚印坚定走下去

  山东凯泰超细纤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我毕业于丝绸工业学校，与丝绸有很
大的渊源。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从事相关
丝绸印染工作，一路走来见证了丝绸行业
的兴衰和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我感触
良多。
　　通过和大家的交流，从小说《大绸
商》中，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作
为企业来讲，如何使企业得到长久发展，
这当中必然离不开企业文化。
　　作为一家企业，我们从最初的六七名
员工，发展到现在的四百余人。如果没有
企业文化，是很难走下去的。《大绸商》
中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从他们身上
可以看出老一辈绸商是非常注重诚信的，
我认为这就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我们也会
追随老一辈绸商的脚步，一步一个脚印坚
定地走下去。

李发宁

董希尧将染织业
由手工作坊变成机器生产

  昌邑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昌邑市作家
协会副主席

 　阅读《大绸商》，不得不想起中国现
代纺织工业的先驱者——— 董希尧。翻阅我
国机器染织的历史，能找到的最早文献记
载是在《山东省志》中。昌邑人董希尧从
日本购进整套印染设备，在青岛开办双盛
潍染厂，从事新式印染。虽然日本人通过
操纵金融机构致使董希尧资金链出现危
机，苦心首创的机器染厂终以歇业告终。
但董希尧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机染工厂创
始人，迈出了民族染织业从手工染坊到大
型机染工厂的关键一步，拉开了我国染织
业变革的帷幕。
　　此后，机器染厂在齐鲁大地遍地开
花。后来，在动荡飘摇的年代，董希尧不
屈不挠，艰难前行，把民族染织业从手工
作坊时代推进到机器时代，堪称我国现代
化纺织工业的先驱者、奠基人。

  昌邑市柳疃镇党委书记

 　《大绸商》体现的是丝绸产业诞生了
丝绸文化，丝绸文化促进了丝绸产业发
展。小说通篇贯穿着一种精神，那就是作
为丝绸之乡柳疃人展现出的不屈不挠、重
商诚信、创新创业的精神。
　　柳疃丝绸的发展，成就了“两个品
牌”，一个是丝绸之乡，一个是华侨之
乡，二者相辅相成。
　　柳疃有两家创办于20世纪初的丝绸企
业，现在衍生出来了丝绸、纺织、超纤三
个产业200多家企业。其中，纺织品市场
规模占到了全国的20%，超纤产品占到了
全国90%，体现出了丝绸文化、丝绸产业
的传承和延续。
  围绕着三大产业，昌邑丝绸还将进一
步向文旅方面融合发展。包括打造两个
3A级景区、建设潍坊市首批博物馆小
镇、省级乡村振兴文化“样板镇”等。我
们相信，在新时代大绸商的引领下，以典
型企业为代表，将逐步形成中高端产业链
条，引领昌邑丝绸业迈向更加美好的
明天。

王永胜

通篇贯穿了柳疃人的精神

  为进一步发掘《大绸
商》的精神内涵，助力昌邑
丝绸文化建设，在第三届昌
邑·柳疃丝绸文化节之际，
9月24日下午，《大绸商》
与昌邑丝绸文化研讨会在潍
坊日报社四楼记者驿站举
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
同就《大绸商》的文学价值
和蕴含的绸商精神进行了一
次思维的碰撞。

  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秘书
长、潍坊海孚丝绸有限公司董事长

  丝绸是全世界文明元素之一，它的出
现让世界变得丰富多彩。凝结在丝绸中的
东方文明，通过技术交流和文化传播，影
响了全世界。此次活动，在弘扬传统文化
的今天，对于讲好丝绸故事有一定促进
作用。
　　昌邑是丝绸之乡，随着一代代绸商贸
易往来，让昌邑丝绸走向了世界。近年
来，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昌邑丝绸文化相关
活动的开展，深度阐释昌邑丝绸的历史渊
源。布局打造新体验新产品、赋能丝绸产
业新发展、利用柳疃丝绸探索开发新模
式，对于综合保护丝绸文化遗产、扩大影
响力，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下一步，通过《大绸商》继续讲好家
国情怀，共同做好丝绸文化传承，赋能丝
绸产业发展。

孙海东

做好丝绸文化传承
赋能丝绸产业发展

□文/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 唐子雯
 图/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