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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从正大集团管培生到非遗手艺传承人A

姐弟齐心，其利断金。实际
上，对于未来的发展，姐弟俩有着
相似的认知：潮汕鱼丸应该走出潮
汕地区，迈向全国。这既是梁少忠
放弃工作回家传承鱼丸手艺的初
衷，也是梁少玲从香港回到内地接
手晶华淘宝店想要达到的目标。

而今，老字号晶华鱼丸也有了
新样貌。随着淘宝店越做越大，线
上消费者的评价反馈也越来越多，
这让晶华有了改进的方向。“我会
把淘宝顾客最关注的事情告诉少
忠 ，他 就 会 对 产 品 进 行 改 造 研

发”。梁少玲告诉记者，现在的年
轻人特别重视“轻食”的概念，许多
人都留言问她哪种丸子脂肪含量
比较低、适合减肥来吃。而梁少忠
在接收到信息以后，也特别研发了
即食鱼丸、鸡胸肉丸这些符合当下
年轻人的口味，如今这些新丸子反
馈良好，也让两姐弟感慨互联网新
零售给老字号带来的新机。

“老字号在以前那种信息闭塞的
年代，确确实实是‘酒香不怕巷子
深’，靠着街坊、邻居的口碑宣传就可
以生生不息，甚至有不少人从潮州、

揭阳等地来到达濠，专门要尝一口我
们家的丸子。”梁少忠表示，但现在不
同了，只有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才
能做大做强，错过了“舌尖”，我们不
会再小瞧互联网的力量。

“借助互联网新零售，老字号
也要学会创新，通过网络大数据来
寻找产品更新迭代的方向，才能让
潮汕鱼丸的生意生生不息，走出潮
汕这个‘小’圈子。”梁少玲表示，她
也正思考晶华在电商领域更多的
可能性，让鱼丸更多地走进千家万
户，走进更多的食用场景。

姐姐梁少玲是晶华鱼丸淘宝
店的掌门人，晶华在电商领域的运
营、管理都是她一手做起来的。但
最开始时，她也没想过回家里卖鱼
丸。当时，在香港浸会大学学习金
融学专业的她，一毕业就顺利拿到
香港中国银行客户经理的职位，这
是一份稳定且前景可观的职业。

实际上，梁少玲骨子里是一个
比较恋家的人，在香港毕业后打拼
的那几年中，她已经萌生了要回内
地工作的心思。“每次回家，我很舍
不得走，尤其是春节香港只有 3天
假期，我从潮汕启程返回香港时，
家里还满是年味儿，我就特别难
受。”梁少玲说，“但是，如果没有弟
弟跟我说起回家经营淘宝店的生
意，我肯定还会在香港继续工作几
年，多积累些经验，回到内地也会
继续从事金融行业。”

“有次我从家中要坐高铁去香
港，弟弟开车送我去高铁站，路上
他就对我提到晶华淘宝店的情况，

表示自己没有时间打理，问我能否
接手。”面对这么“不正式”的邀请，
梁少玲的心里却泛起了涟漪，在之
后的日子里，经过多次与弟弟沟
通，她也下定了决心，回到家里来
接手晶华鱼丸的线上生意。

2017年，回到家乡的梁少玲开
始接手晶华鱼丸淘宝店的运营。
尽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金融白领，
但开网店这事真的没做过，面对开
设了一年还处于亏损状态的晶华
鱼丸淘宝店，她一开始也是手忙脚
乱、焦头烂额。

“晶华以往都是做线下生意
的，线上的运营可以说是一片空
白。”梁少玲回忆，当时有一位黑龙
江的顾客购买了一份墨斗丸，恰逢
夏天，出于保鲜需要，他们在包装
中加了许多冰块，结果运费高达40
元，“顾客买的一份丸子还没有 40
元呢，这样卖怎么可能不亏？”梁少
玲接手淘宝店以后，首先就和顺丰
谈了快递的折扣，然后慢慢制定、

完善店铺的有关细则，比如偏远地
区发货需要补邮费、比如各种组合
售卖优惠等。

为了让老顾客更多地复购，她
还学起了社群运营。“我知道肯定
要做社群，但是该做什么、怎么
做？全都不懂。”梁少玲笑称自己

“潜入”过多家网店的社群，看看别
人是怎么做活动、做运营的，然后
就把这些“套路”搬到自家的社群
中。“我们也会在社群里经常发一
些自家店铺的小视频，比如工厂的
生产流程、比如鱼货到港的情况，
让顾客们知道我们原材料新鲜、生
产工艺干净，这样吃起来也放心。”

经过几年的精心运营，晶华鱼
丸淘宝店的粉丝量也从 2017 年的
七八千人，暴涨十几倍到现在的十
三万人，业绩也逐年上涨。梁少玲
介绍：“2020 年我们淘宝店的销量
比前一年翻了一番，这也让我时常
感慨，当时回来做淘宝店是一个正
确的选择。”

弟弟梁少忠是晶华鱼丸的
传承人，主管晶华生产研发及
线下渠道销售的业务。但在最
初，他是不愿意回来传承打鱼
丸这项“粗鄙”的工作的。当
时，梁少忠在珠三角就读物流
相关专业，回家以前，他已经在
正大集团管培生的职位上干了
一阵子了。有天夜里，父子二
人饭后喝茶闲聊时，父亲忽然
一脸落寞地感慨：“辛辛苦苦几
代人打造的这门手艺、生意，你
们没有一个人要回来传承，看
来是要中断了啊。”

“如果真的让这件事情发
生，我父亲应该会很不开心，当
时我想了一个晚上，决定要回
来传承家里的鱼丸手艺。”当时，
梁少忠听了父亲的话，心里五味
杂陈，他与父亲彻夜长谈，最后
下定决心回到潮汕，继承家传的
鱼丸手艺。他对羊城晚报记者
表示：“做人还是不能太任性，要

考虑家庭、父辈的感受，父亲担
心的那几十位工人以后的生计
问题，我接下来了。”

2013 年，梁少忠回到了汕
头达濠。传承手艺，还得从最
基础的练起，每天早上 6时，梁
少忠就到店里跟工人们学习

“打鱼丸”的技巧。“打鱼丸”三
个字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却困
难重重，零基础的他得从练刀
工学起。

“鱼丸用的是猪油，因此当
时我就从切猪肉开始学起。”本
来是拿笔的手，改成拿上了厨
刀，非常不适应。“割到手是在
所难免的。”据梁少忠回忆，几
乎每天他都会割伤自己的手
掌，最多的时候一个星期手上
甚至添了十几道刀口。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当
时的晶华鱼丸还采用前店后厂
的模式。梁少忠在店里切猪肉、
打鱼丸，难免被街坊邻居、同学

父母看到。他们看到梁少忠跟
着工人们一起做着“粗鄙”的工
作，眼中难免流露出嘲讽、鄙视
的眼神。“一开始是很受影响
的。”梁少忠表示，“但路是我自
己选的，我肯定要把鱼丸手艺传
承好，这些嘲讽、鄙视，我都只能
受着，咬牙更快地把手艺学好。”

数年下来，勤练不辍的梁
少忠手艺纯熟，也逐渐从父亲
手中将晶华接手过来。都说年
轻人有一股“闯”劲儿，梁少忠
也不例外，他告诉记者：“我想
把晶华的鱼丸卖到全国各地，
卖到海外，这才符合我当时说
的‘继承并发扬光大’。”

“老一辈人家还是会秉承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理念，对
主动出击拓展市场的行为不太
理解。”据梁少忠回忆，十几年
前，央视、翡翠台、本港台等都
到过店里进行拍摄采访，他的
父亲最开始还热情接待，后来

就逐渐不再接受拍摄，以至于
前几年，“舌尖上的中国”栏目
组想要以晶华鱼丸为蓝本拍摄
潮汕鱼丸美食文化时候，晶华
还拒绝了陈晓卿导演的好意，
后来“舌尖上的中国”通过互联
网火遍了大江南北，晶华也一
度追悔莫及。

“舌尖”没赶上，借此感受
到互联网威力的梁少忠却想到
了开淘宝店。“父亲最开始持反
对意见，他认为潮汕的鱼丸，其
实沿海居民喜欢吃，内陆居民
会嫌它腥。”但是梁少忠认为，
淘宝上那么多人，总会有些人
能够接受鱼丸的风味，晶华就
能够把触角延伸到全国各地。
只是，既要管厂里的生产研发，
又要管线下渠道的销售，梁少
忠实在分身乏术，淘宝店开了
之后由于缺乏运营，一直处于
亏损状态。这个时候，梁少忠
想到了在香港工作的姐姐。

这对姐弟要让
潮汕鱼丸文化走出小圈子

一个管线下研发生产 一个管线上运营推广，传承家族非遗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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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新研
发的芝士墨鱼丸和
鱼子墨鱼丸，不少年

轻人都爱吃。”在汕头市濠江区
晶华鱼丸的厂房内，晶华鱼丸
“90后”接班人梁少忠带着羊城晚报
记者参观了潮汕鱼丸制作的全过程。
近年来，晶华研发了不少新口味的鱼丸，
越来越贴合当下年轻人喜爱的“轻食”概
念，线上线下生意都越做越红火。这既
得益于弟弟梁少忠主管生产过程中的勤劳
研发，也得益于姐姐梁少玲主管线上业务所
总结梳理的用户反馈。

实际上，作为传承了一百多年的老
字号，晶华鱼丸也一度陷入无人继承的
断档危机。而如今撑起晶华线上、线下
渠道的姐弟二人，最初都不愿回家接
班。直到几年前，弟弟梁少忠放弃了
一线城市外企管培生的职务回家传
承鱼丸手艺，姐姐随后则放弃了在香
港中国银行客户经理的职务，回
家给弟弟“打支援”，姐弟齐
心，将晶华30多位老伙
计的生计扛在了肩上。

“

姐姐：从香港金融从业者到家中网店掌门人B

姐弟齐心：错过了“舌尖”不会再错过互联网C

梁少忠

梁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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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小说，
右手编剧。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图/受访者提供

在构建了庞大
的“海飞谍战世界”
之后，作家、编剧海
飞暂时从谍战类型
中抽离出来，创作
了长篇小说《长亭
镇》，该书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

海飞是浙江诸暨人，《长亭镇》
讲述了辛亥年间发生在江南小镇的
江湖往事，其间有武侠，有说书，有
中医，有十里长山，有蓑衣寺院，还
有江南明亮的恩怨。新作延续了海
飞一贯的写作风格，画面感极强，
叙事相当流畅，读他的小说，就像
在大脑里看了一遍电影。

在海飞看来，大部分小说和影
视作品可以互通，这也体现在他自
己的创作中。2014 年，海飞出版小
说集《麻雀》，两年后，他担任同名
谍战剧《麻雀》编剧；2017 年，海飞
推出长篇小说《惊蛰》，2019 年，他
任编剧的谍战剧《谍战深海之惊
蛰》开播。

此外，他还创作了《醒来》《唐
山海》《捕风者》等谍战小说，曾获
人民文学奖；同时又在《代号》《女
管家》《旗袍》等多部影视作品中担
纲编剧……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曾评价说：“海飞的谍战系
列，写的是命悬一线的乱世，孤绝
幽暗的人性。”那么，除了谍战系
列，海飞还有怎样的文学梦想？他
穿梭于小说和剧本创作之间的隐秘
路径又是什么？近日，海飞接受了
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羊城晚报：听说您年少时就有武侠
梦，这次您在《长亭镇》里写的是江湖往
事，算是一次圆梦的创作吗？

海飞：少年时，我的理想一度是成为
一名拳师。拳师不是武术家，相对粗糙、勇
蛮。上世纪80年代初，电影《少林寺》火遍
中国，后来还有《木棉袈裟》《八百罗汉》等
等，电视剧则是《霍元甲》《陈真》。那时我
念初中，开始攒钱在报刊亭买《武林》杂志，
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时一本杂志卖4角2分。

我开始用全部的热枕和微不足道的
力量按照拳谱练拳，腿上绑沙袋，手上戴
护腕，在墙上钉一沓报纸练掌法。我和
小伙伴们有一个集体的梦，就是武侠。
后来电影《白法魔女传》和小说《射雕英
雄传》陆续进入我青葱般的生命，我的少
年也因为有了武侠梦而生动、真实。

2015年，我没有成为武术家，但终
于开始了《长亭镇》的构思与写作。这
部小说的创作一直断断续续持续若干
年，在我疲于写剧本的时候，偶尔拾起
这部小说，是一种适度的休整。那时我
已经开始写谍战小说，没有写得风生水
起，但至少还算可圈可点；而心中热藏
着的武侠梦，则希望通过这部长篇来实
现，这也是对我少年梦想的一个交代。

羊城晚报：《长亭镇》的画面感非常
强，这也是您一贯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
或许和您的小说观有关，能展开谈谈吗？

海飞：每个小说家的创作方法和方
向都不同，而这（编者按：指画面感）是我
一贯的写作方式，和当不当编剧没关
系。写小说时对画面和对白的描述，让
我周身充满快乐，我特别希望读者看小
说时就像看一部电影，或是看一部纪录
片。我甚至认为，大部分好的小说和影
视是可以互通的。

羊城晚报：您认为细节决定成败，
但细节真实似乎只是基础要素。您心
中的好小说有哪些标准？

海飞：在我眼里，好小说的唯一标
准是能接受时间的检阅。我所说的小
说细节，并不单指细节真实，而是所有
写作技术方面的细节都要兼顾。

在创作中，你要对每个虚构人物的
认知、行为和谈吐，做出最准确的判
断。包括讲究的行文、准确的语言修
辞、令人信服的细节、各有意味的对话
以及每个人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等等。

另外，关键还有作家想表达内心的
什么？这需要极度的清晰准确。我眼
里的细节是这样综合而全面的，而非某
章节、某史料的细节。细节一定能决定
成败，女子做旗袍也一样，旗袍的优劣
一定会区别、表现在细节上。

羊城晚报：就您写小说和
剧本的经验来说，从小说家转
换到编剧困难吗？把小说改
编成剧本，您有哪些心得？

海飞：小说家转行当编
剧，比没写过小说的人当编
剧更难，因为写小说会有思
维定势，在某些方面和剧本
创作是逆向的。把小说改编
成影视，一定有打碎的过程，
将原小说中的结构和桥段全
部打碎，然后按照剧本所需
的人物结构、故事走向重新
创造。当然，这种打碎重来
并不是轻易的，还需要剧本
应有的精气神和品质，打动
人的点、主题和精神。

羊城晚报：编剧更多会受
到行业的制约，而小说创作
更为自由，这两种文体的创
作分别给您带来何种体验？

海飞：编剧确实会受到行
业制约，但行业也并非不尊
重质量靠谱的剧本。经过时
间的涤洗，行业慢慢会形成
对创作者水平的基本判断，
当然，这种判断随着时间的

推移并非一成不变。总体来
讲，有制约，但对剧本创作的
影响并不很大。

写小说让人觉得畅快，因
为没有任何拘束。写剧本，
首先需要规避一些既定的领
域，每集都要接受制片方、平
台、演职人员的检阅。如果
两者都写，那就是周伯通“双
手互搏”，我觉得有相当的难
度。同时，也会相互影响质
量，比如小说的故事性太强，
或是剧本的文学性盖过了故
事性等等。就我个人而言，
小说创作时的沉浸式描述，
是我最过瘾的写作时刻，或
说文学时刻。

羊城晚报：您 曾 提 到 有
“养故事”的习惯，这是您这
些年能够保持充沛的创作力
的“秘笈”吗？都怎么养的？

海飞：“养故事”的习惯
一直都保持着，就像保持适
当的孤独以及和这个世界的
距离。“养故事”是一种良好
的写作方法，对创作初学者
也是一种良好的习惯。

想到好的人物结构或桥
段，我会为之欣喜，想到什么
地方可以更极致，哪些地方
可能有缺陷，怎样能做到精
致与宏阔……这会让我感觉
小说更有可控性。就好比一
个人的成长、气质、修为，都
在不停地累积着，总会越来
越好。

羊城晚报：小说 IP 和影
视联动是大趋势，不知您接
下来有哪些计划？“海飞谍战
世界”有新进展吗？

海飞：不管是不是大趋
势，我一直固执地这么做。

目前“海飞谍战世界”的
作品在不断创作和开发中，
有其他谍战小说家的加盟，
同样写的是我一些作品的

“番外”作品。同时也有“海
飞古谍世界”的开拓，即古装
谍战。今年即将推出长篇小
说《苏州河》，“锦衣英雄三部
曲”第二部《江南役》等。另
外，这个谍战系列也将开发
游戏、动漫等产品，还有作品
被翻译成泰文。

羊城晚报：今天的观众看
剧的眼光越来越“毒”，国产
谍战剧或小说很容易引来批
评，部分观众读者甚至很快就
能猜到结局。您觉得目前国
产谍战类型片存在瓶颈吗？
如何突破？

海飞：国产谍战类型片的
瓶颈，是指收视或票房有天花
板，而不是在创作上有大制
约。当然，大量的谍战小说、
影视作品，确实存在雷同或不
够创新的问题。同样，其他比
如古装、现代生活剧也存在大
同小异的瓶颈。谍战类型片
一定会再次出现全新的火爆
时机，但是什么时候、哪部作
品，我们不知道。我认为谍战
片有很大的创作空间，可以不
停开拓，也将会迎来更多的受
众，但精品一定是极少数。

羊城晚报：现在有不少青
年编剧班。从您的个人经验
出发，对想从事编剧这一行的
年轻人有哪些建议？

海飞：首先，编剧一定是
靠天赋写作的，究竟适不适
合，需要编剧本人对自己有认
知。虽说勤能补拙，但补的百
分比有限。以我为例，我就是
一个勤能补拙型还算合格的
编剧。其次是勤奋，所有的灵
光一现、脑洞大开、下笔如有
神，前提是完全沉浸到剧情
中。如果不沉入，天赋就会被
雪藏。

另外，大量阅片是创作的
基础，大量的练习和自我提升，
临摹各种对话，也是训练的途
径之一。参与编剧团队的实
战，创作水平也能提升很快。
想当编剧没有一条可以指定的
路，事在人为，天道酬勤。

羊城晚报：无论武侠还是
谍战，文学界对类型文学或说
通俗小说的评价似乎一直都

“不愠不火”，您如何看待通
俗小说的文学价值？

海飞：通俗小说和纯文学
小说，没有明显的区分界限。

比如《西游记》属于类型文学，
但我们认为它是文学经典。
比如张爱玲的小说是通俗小
说，但也被说成是纯文学。

在我眼里，通俗小说的语
言相对粗糙直接，不具文学
性。纯文学小说，以优美的文
字见长。就现状来看，文学杂
志一般发表的是纯文学而非
通俗小说。

另外，即便是通俗小说，
春天也许就在不远处。东野
奎吾、马伯庸、紫金陈等一批
小说家，充满奇特的想象和惊
人的叙事能力，正在源源不断
地向读者提供新作品。也许
在特定时刻，这些小说会盖过
纯文学，而纯文学小说也许反
会被说成是“小众小说”。

通俗或类型小说、纯文学
小说、网络小说，这三类本身
就是不同的创作，但都冠以小
说之名。归结结底，故事的春
天终究会来，小说终究需要回
到讲故事本身。

谈行业：
谍战类型片一定会全新火爆

谈剧本：
小说家转行当编剧，比“素人”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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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谈新作：
以《长亭镇》
实现少年武侠梦

似周伯通“双手互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