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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玩家玩的是什么　　一　　这些年，采访和结识了不少玩家，也写了不少玩家。
有一个问题，始终在我脑子里转悠，这就是玩家玩的是什么?　　您会说了，这还用问吗?玩家玩的是
玩艺儿呗。
　　没错儿!您说得一点儿没错儿。
玩家不玩玩艺儿，能叫玩家吗?可是，我如果反问您一句：难道玩家玩的就是玩艺儿吗?也许您回答这
个问题就要打磕巴了。
　　是呀!玩家除了玩他手里拿着的，家里摆着的，甚至还想玩眼里看过的，脑子里装着的玩艺儿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　　这的确是一个很绕脖子的问题，我估计十有八九的人，一下子难以回答出来
。
　　二　　给您讲个故事：　　您八成知道唐朝的大学者韩愈写的《马说》，他讲了一个“伯乐相马
”的寓言，感慨：“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其实这个寓言出自《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列子》。
　　列子讲的是九方皋相马的故事。
伯乐相马很有名，秦穆公对伯乐说，您岁数大了，您的儿子谁可以派去寻找千里马？
伯乐说一般的好马可以从它的体形和筋骨上来判断，但是要找天下最好的千里马，却没有标准。
这种马跑起来不扬尘土，不见足迹。
我的子孙都没什么能耐，相马可是稀松二五眼，我的本事只能教他们识别一般的马。
您要找千里马，可以找我的一个哥儿们，别看他是担柴挑菜的，相马的本事可不比我差。
　　秦穆公召见九方皋，让他去找千里马，过了三个月，他回来说，千里马找到了，在沙丘那个地方
。
秦穆公问他，那马什么样?九方皋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
秦穆公派人把马牵来，一看是一匹黑色的公马。
秦穆公很不高兴，把伯乐找来说：瞧你推荐的这人，他连马的颜色和公母都分辨不清，还怎么能识别
千里马呢?　　伯乐叹了一口气说，难道这位爷竟达到这种地步了吗?秦穆公一愣说，什么地步?伯乐说
，颜色不分，公母不分呀!这正是九方皋相马比我强千万倍的地方!九方皋观察到的正是事物的深刻实
质，抓到了精神，忽视了表象，注意了内部气质，忽略了外部形体，他看他所要看的，不去看他无须
看的，他只观察应观察的，不去观察他不必要观察的。
像九方皋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要有比相马更为可贵的意义呀!后来把马牵来，果然是天下的千里马。
　　这段话的原文是：“伯乐喟然太息日：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着也。
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
遗其所不视。
若皋之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也。
”　　按我们对玩家的说法，九方皋也可称得上是玩家，也就是玩马的大家。
他玩马跟我们玩瓷器、玩书画、玩古典家具、玩盆景、玩所有的玩艺儿一样，玩到一定份儿上就成“
家”了。
但他这个玩家，玩的并不完全是马，您看他是“见其所见，不见起所不见。
”也就是表面上他玩的是马，其实他玩的已经超乎于马了。
所以伯乐听到他不分颜色，难辨公母时，惊叹九方皋玩马已经超过他千万倍了。
　　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想说，真正的玩家，是与一般的玩者不同的。
他玩的不只是玩艺儿，而是更高级的东西。
这东西如列子所言是“天机”。
所谓“天机”，其实是一种“形而上”的，换句话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三　　本书介绍马宝山一章，讲了他替张伯驹买展子虔《游春图》的事。
张伯驹是有名的书画玩家，他为了买展子虔的《游春图》，用了150多两黄金。
据说为了凑这150两黄金，他把北京的一套大四合院卖了，才把这幅隋朝的古画买到手，张先生自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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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得意，按“拥有即是满足”的说法，他是满足了自己的意愿。
这幅画的价值就不用说了。
按现在艺术品拍卖的行情，《游春图》如果上拍的话，至少能卖一个亿吧?可是谁也想不到，他到晚年
，却将这幅画无偿地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请您看清楚这是“无偿”，用大白话说就是白给国家了。
您说这位已经作古的大玩家玩的是什么?　　他玩的是这幅画吗?不是，那是什么呢?就是上面说的“天
机”，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天地者，万物之逆转，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甭管是皇上，还是草民，咱们来到这世上，不过是匆匆的过客。
“彭祖八百，犹悔不寿”这不过是中国古代的传说。
据说世上寿命最长的一位活了142岁，科学家认为人类的预期寿命是150岁。
即便是一个人能活150岁，在人类的历史上也不过是短暂的一瞬。
　　短到什么份儿上?这儿跟您闲聊几句：也许您知道人类的历史有50多万年，这是从咱们人类的老祖
宗北京人那儿算起的。
可是您知道地球的历史有多长吗?告诉您：46亿年!　　大约在50亿年前，宇宙中充满了气体和尘埃，
后来一部分气体和尘埃聚集到一块儿，于是形成了太阳，大约在46亿年前，遗散在太阳周围的气体和
尘埃，又聚集到一块儿，形成了地球和其他行星。
咱们假设一下，如果老天爷照顾您，让您没病没灾地幸运活到了一百多岁，一百多岁，绝对是长寿了
吧?但是一百多年跟五十多万年比是什么概念?一百多年跟46亿年相比又是什么概念?您算算吧!　　我所
说的一个人在世上只是暂短的一瞬，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短到这个份儿上。
　　所有说人想出名，想流芳百世，只是一种虚幻。
皇上怎么样?中国的历史上有560多个皇上，现在您能记住几位?清朝从兴到亡，算上清太祖努尔哈赤、
清太宗皇太极是十二位，这十二位皇上的年号您也许知道，但您能说出他们的名字吗?这才不到400年
呀!　　四　　反过头来，咱们再说玩，现在的玩家有一个算一个，藏品再多，财富再多，有过去的皇
上多吗?可以说哪个也比不了过去的皇上。
皇上死了，他玩过的宝贝带得走吗?唐太宗喜欢书法，尤其推崇王羲之的字，据说《兰亭序》的真迹让
唐太宗李世民带进了棺材。
慈禧太后喜欢玩玉，据说她生前喜欢玩的许多翡翠和玉件都随了葬，结果又怎么样呢?　　咱们到故宫
参观，能看到不少藏画上盖着密密麻麻的印章，这些印章尖都是收藏者留下的，过去玩书画的讲究在
藏品盖上自己的印章，以为盖上自己的章，这幅画就属于自己的了，结果又能怎么样呢?画留下了，人
却没了。
　　我讲这些没别的意思，只是想说一个玩家到底玩的是什么?也许聊到这儿您会悟出点东西，那就是
任何宝贝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再值钱的玩艺儿，到您手里，也不过是过过您的手，养养您的眼，在有限的生命里获得某种满足感而
已。
因为这宝贝最终指不定会落到什么人手里呢，琢磨去吧，是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说玩家玩的并不
是结果，而是一种过程而已。
　　五　　明末大学问家，也是书画家陈继儒(眉公)在《安得长者言》中感言：“金帛多，只是博得
垂死时子孙眼泪少，不知其他，知有争而已。
金帛少，只是博得垂死时子孙眼泪多，亦不知其他，知有亲而已。
”这段话是对世间万态的一种感悟，值得您去玩味。
　　明代的著名戏曲家《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书：“人不可无癣”。
明代的大作家公安派创始者袁宏道说：“人不可无痴”。
二位大家刚好把玩家的心态给说出来了。
大凡玩家不但有癖，而且有痴。
癖就是过分的爱好，痴就是过分的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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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您想张伯驹不是过分地爱好，过分地迷恋，能把自己的大四合院卖了，去买一张画吗?所以，明
人吴从先在《小窗自纪》里说：“生平卖不尽是痴，生平医不尽是癖”。
　　某日，读金圣叹的《快说三十三则》，其实这是他在《西厢记》卷七《拷艳》的批文，讲他认为
的人生痛快的三十三种境况。
　　其一、“饭后无事，翻倒敝箧，则见新旧逋欠文契，不下数十百通，其人或存或亡，总之无有还
理，背人取火，拉杂烧净，仰看高天，萧然无云，不亦快哉!”　　其二、“佳瓷既损，必无完理，反
复多看，徒乱人意，因宣付厨人作杂器充用，永不更令到眼，不亦快哉!”　　其三、“推纸窗放蜂出
去，不亦快哉!”　　第一种境况是他把新旧拖欠的文契，一烧了之后的心情。
过去的一些羁绊，一股脑儿地烧掉，让金圣叹感到无比痛快，所以他“仰看高天，萧然无云。
”这句话写得非常妙。
一个人只有无牵无挂了，才能把自己跟清静自然融合起来，祥和宁谧的快感才会顿然而生。
　　第二种境况，是写另外一种境界，一件极珍爱的名贵瓷器磕了碰了，肯定没法让它再复原，如果
您觉得可惜，会越看越心疼，当然也会越琢磨越懊恼。
如果索性把它拿到厨房，让它盛盐放酱，干别的用，自己永远不再看见它，这让金圣叹感到是一种莫
大的快事。
　　这是不是玩家们常遇到的事呢?跟有的玩家聊天，常能听到这样的话：30多年前齐白石的画儿，在
琉璃厂荣宝斋才卖几百块钱，那会儿我要有心，多买几幅，现在不早就发大财了。
有一次在一个摊儿上碰到一件官窑瓷器，要价才二百块钱，当时一犹豫没买，十年以后这件瓷器上了
拍卖会，拍出去一百多万，当时要是买了呢。
诸如此类的后悔之事，越想会越让人心里熬头。
彻底忘掉这些事，有时是很难的。
所以金圣叹把“永不更令到眼”视其为快事。
　　第三种境况是屋里有一只蜂，在眼面前飞来飞去的，十分恼人，如果推开窗户让它飞出去，这是
多么让人痛快的事呀!这又是一种境界。
从眼皮底下溜走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藏品，或者被赝品打了眼，一件藏品让人偷了，或自己没小心把
它打碎了，这些烦恼悔恨就像一只马蜂在心里飞来飞去，如果推开窗户让它们“飞”出去，飞得无影
无踪，把它彻底忘掉，那岂不是一种快事!舍得，舍得，只有舍了，才有得，就是这个道理。
　　六　　清代的王睥看了金圣叹的《快说》有感而发，后来又作《快说续记》，他补充了许多自己
认为的生活中的快事，其中之一是：“避暑山中，科头赤脚，憩松荫下，听石涧流泉，时与松涛相激
发，不亦快哉!”　　这种境界又高了一层，王睥认为真正的快事是远离尘世的喧嚣与沉浮，干脆找个
地方，跟松林作伴，与清泉交谈，汲天地之精华，与大自然合为一体，那才是真正的快事呢。
　　明代彭汝让在《木几冗谈》中有句联语：“半窗一几，兴远闲思，天地何其寥阔也!清晨端起，亭
午高眠，胸襟何其洗涤也!”说的也是王睥的这种境界。
　　这也许正是玩家的最高境界。
　　看到这儿，您会明白我要说的是什么了，玩家到底要玩什么的答案也有了：那就是玩家实际上玩
的是一种境界。
任何玩艺儿，甭管价值如何，都是有形的，都是物质的，也都是身外之物，而境界是无形的，是精神
的，也是属于自己的。
　　禅学上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第二种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第三种境界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其实玩家也有这三种境界。
即，看玩艺儿是玩艺儿，看玩艺儿不是玩艺儿，看玩艺儿还是玩艺儿。
一个玩家如果玩到第三种境界，那才算是玩出来了，或者说是玩到家了。
他看到的是玩艺儿，但这个玩艺儿已经不是常人眼里的那个玩艺儿了。
如同那位相马大师九方皋先生那样，他看到的不是马的形状和马的颜色，而是超乎于其上的东西啦。
　　以上是为序　　刘一达　　2006年12月26日　　于北京如一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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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玩家有眼：玩物者，必有眼。
五官中者为上，眼为心灵之窗。
玩家之眼，非常人之眼。
上眼时，世人皆醉惟我独醒。
过眼后，奇珍异宝天外烟云。
　　玩者有道：玩者应有道，有道方可称之为玩家。
玩者非玩家。
何以别，道也。
有道才能心平气和，静观万物。
得失，宛若耳边一缕清风。
有道方可神闲气定，身在江湖。
成败，视如眼底一缕烟云。
　　玩也有品：玩，乃世间逸致也，所谓逸致在于超脱。
玩，乃人生境界也，所谓境界在于淡泊。
超脱与淡泊为玩家品位，玩也有品由此方知。
品者有味，余韵在细品中产生。
品者有位，高雅把玩中获得。
　　玩家之眼可洞穿时代，由今天看到昨天。
玩家之眼可能观万象，由一物看到万物。
玩家之眼可高瞻远瞩，由小材看到大器。
玩家之眼可细品静观，由器物看到人生。
玩者之道，可意会，不可言传，玩者之道，是感悟，难以立说。
有品者，把大雅变大俗。
无品者，让大俗失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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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一达，笔名达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记协理事，现在《北京晚报》
主持“京味报道”专版。
曾荣获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全国报刊之星等称号。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从20世纪70年代起潜心于北京人文所史研究，创作了大量反映北京所史文化和
社会问题的纪实文学作品，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京味儿”风格，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刘一达是著名记者，也是近年来国内文坛活跃的著名作家。
目前，已出版的纪实文学和小说30多部，每本部是畅销书。
其中《人虫儿》《再说人虫儿》《百年德行》《胡同根儿》《北京爷》《故都子民》《头火》等被改
编为电视剧本。
这套刘一达京味小说系列是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从刘一达的文学作品中重新挑选汇集而成的，每本部是
他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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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玩洋画儿长大的戏剧大师京城的书香门第平平淡淡才是真父亲是个戏迷写作得益于“童子功”十五
岁粉墨登场二十岁开始写小说自开“脑门”当名票结识焦菊隐到中华戏校当编剧一生编了118部戏《锁
麟囊》一炮打响写戏用大白话谢世前还在动笔斋号叫“六戏斋”玩了一辈子脸谱玩鼻烟壶大家玩家的
恬静心态让金少山折服活着写好了自己的墓志铭玩出了境界第二章 碑拓玩家马宝山琉璃厂最老的历史
见证人跟启功是老朋友跟王芗斋学过大成拳16岁进琉璃厂学徒罗振玉、宝熙教他鉴定碑帖6块钱买了一
幅文征明的名画20岁任墨宝斋掌柜慧眼识宋拓《圣教序》最年轻的商会理事“小白楼”事件受马衡之
托“抢”国宝为张伯驹买展子虔《游春图》牵线搭桥替罗振玉整理碑帖玩家的人品与人缘眼里不揉沙
子曾经掩护过地下党从烂纸堆中捡国宝鉴定倪瓒《水竹居图》儿子跟大康、二康学书法发明了“颖拓
”及器形拓“颖拓”在日本引起轰动第三章 故宫“行走”杨静荣一身的“爷”劲儿“弦儿杨”的后代
在“邯陶”当窑工戏称“故宫行走”“烧”出来的眼力玩瓷得有文化底子发现了古代高尔夫球家里愣
没藏品古瓷鉴定的三招儿捡漏儿的机遇很少第四章 作旧高手毛晓沪当灯座的瓷瓶卖了7852万元明清瓷
器格外受宠老的瓷器卖不出高价一件汝窑玉壶春瓶值多少钱怎么给古瓷估价摊儿上的宋瓷绝对是赝品
玩家也有跟风的时候赝品让“五大名窑”在市场上大跌价在陶瓷权威眼皮底下长大作旧出书成了教材
带着假古董”闯”故宫作旧的瓷瓶让专家打眼捐赠获证书一百元的高仿压手杯卖了300万元作旧让人寒
了心高仿古瓷给专家鉴定出难题如何练就鉴定古瓷的法眼第五章 “海归”玩家金鑫老北京的“果房金
家”家藏名瓷“文革”遭劫三十岁出“道”在海外靠眼力吃饭怕给熟人鉴定古董说实话会有风险掌眼
字画引火烧身险些丢了身家性命慧眼识破2000万元的假画国际拍卖市场也保不齐有赝品第六章 老琉璃
厂的女玩家瓮慧如讲古不能道听途说金北楼引荐入”湖社”在博韫斋当“先生”另起炉灶开成古斋英
年早逝留下一个字号京城古玩行第一位女经理慈禧太后侄女的义女五块钱买名画儿女玩家掌门孙氏后
人有玩家第七章 玩玉的关长对岫玉情有独钟特异的感知让人称“奇”村边有两座王爷坟七岁时的梦想
与良玉失之交臂玩白玉还是玩岫玉人缘与玉缘岫玉也是中国名玉成了岫玉之乡的名人给“白真人”雕
像十万元买“石头”人品与玉品第八章 玩瓷片儿的“片儿白”在破家具中捡漏儿开了一个瓷片儿博物
馆玩出一个雅号砸了上百件瓷器偷着乐官窑瓷器卖给了李翰祥午夜含泪焚书跟“皇弟”是忘年交溥杰
教他做人两年捡了上万块瓷片对瓷片儿如醉如痴捡了一个元枢府瓷盘第九章 玩广东音乐的北京人广东
音乐的老“票友”不玩弦儿手痒痒玩广东音乐上瘾把丢的“国乐”捡起来发愁缺少知音要玩就得玩出
味儿来第二辑玩者有道第一章 盆景玩家傅增杰拿了两个国际大奖从小接触真山真景身上的艺术细胞在
澳大利亚找中国盆景玩别人的玩艺儿不灵对盆景着了迷请名家划道儿让石头也有生命发明天然异形石
盆景给中国人争脸与死神擦肩而过生命与盆景融为一体第二章 玩紫檀的付军民透视“古典家具热”十
岁开始玩紫檀仿古家具要有韵味儿明式家具的魅力好木料为啥不精雕细刻升值的是文化不只是木料好
雕工难求紫檀一年一个价儿紫檀家具的文化内涵远看品相近看工艺在紫檀家具上雕出头发痴迷紫檀几
十年要把紫檀家具玩到家第三章 玩红木的老马硬木与红木是两回事六万元买了套硬杂木家具赌气玩红
木红木现在有说法了买红木家具要看清标识玩出一个品牌第四章 玩红木家具的老曾紫檀柜拍出539万
元天价买红木家具要对眼买红木家具”三步曲”老曾玩的是品牌玩了三十年红木在活儿上一点不打马
虎眼红木家具的烘干太重要了红木家具还会升值老曾想离开京城大活人咋没了影儿教授也喜欢玩红木
家具新红木家具照样保值买红木家具比存钱划算老曾是自己干出来的实在人的生意经一点儿不玩虚的
品牌不是吹出来的品牌里头有人品还想在北京玩下去第五章 玩核桃的“核桃卢”一对山核桃卖了三万
元不惑之年得了糖尿病偶然与核桃结缘玩就要玩出学问来北京人玩的“四大名核桃”品相好的核桃难
淘换核桃的灵性是揉出来的揉核桃有“讲儿”把核桃玩成工艺品山核桃越玩越值钱第六章 玩虫儿的“
蝈蝈儿张”北京的“四大鸣虫儿”“份”的虫儿活了八个月王铁成给他起的绰号小脚踢球——横胡噜
“虫儿界”的老郎神爷爷是京城“名票”上台演戏逮蛐蛐儿肚子里有玩艺儿“上山下乡”玩虫儿“份
”虫儿有点儿绝活为出书差点儿吐血第七章 玩脸谱的赵永祺“猪八戒”撒欢儿脸谱有“谱儿”老北京
的“花脸桂子”不让老玩艺断桩揣着100块钱闯北京居然玩出一个脸谱品牌只求保住老玩艺儿给京剧脸
谱挣脸玩出点儿谱儿来第八章 玩跤名家王文永老北京人爱玩跤一次难得的出国机会借钱去法国赛跤法
国爷给北京爷磕头洋徒弟住他家学跤中国跤在法国挺吃香给洋徒弟起了个中国名在异国遭遇“手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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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桌上翻了脸不想让中国跤“变种”国内对中国跤不重视在跤场上找乐儿掼跤来自满族京城玩跤的
名手多差点儿被狼叼走挨了父亲一顿打为玩跤离婚又复婚老将出马战英豪拜金宝生为师没上过学写了
四本书第三辑玩也有品第一章 京城一绝“葡萄常”市面儿难淘换“葡萄常”的葡萄采访“葡萄常”的
后人慈禧太后给“葡萄常”写匾“天义常”的老匾没了老根儿也是在旗的绝活儿在巴拿马获奖家业让
几个孙子给败了为什么传女不传男五女自立挑起门户“葡萄常”起死回生常门五女终生不嫁邓拓采访
“葡萄常”“葡萄常”在“文革”又遭厄运常玉龄七旬“出山”“葡萄常”的绝技恢复绝活儿还有门
儿第二章 老北京的“花儿金”老北京的花市和簪花“花儿金”一花独秀30多岁当工艺美术大师能把假
花做”活”巧手让“京花”名扬海外克里玛申给他画像花儿好人缘也好“花儿金”的后人传人的隐忧
要把”独门”绝活儿捡起来第三章 故宫元老那志良把150多件史料捐给故宫弟子为他整理遗物捐赠品
不远万里到北京地道的老北京故宫国宝70年的典守者玉器鉴定大家却没藏品儿女个个有出息终于见到
了老妹妹爱吃老北京的酱菜没忘老北平的“半空儿”在台北与单士元、朱家沿相逢九十岁还坐飞机去
讲演不该摔这个跟头每晚听相声入睡第四章 传奇大师谭鑫培主演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曾孙在电影里
演曾祖创立京剧“谭派”收杨小楼为义子慈禧太后听戏“无谭不欢”那王爷给他下跪抱病绝唱《洪羊
洞》视金钱如粪土帮助普陀寺印佛经捐银五万两修少林寺在戒台寺受戒住持舍地安排他的身后事市长
批示拨专款重修墓园修坟不给村民添麻烦大蛇吓跑砸墓的红卫兵村民玩命保墓碑墓碑居然完好无损修
墓意在教育后人与孙子的墓遥遥相望谭门七代香火不断第五章 王金璐父子“戏包袱”宝刀不老八十岁
重返舞台唱武生“杨派”武生第一传人出身寒门从小听“蹭戏”恩师丁永利和李洪春大家闺秀李墨璎
为了爱情脱离父女关系贤妻良母的典范与马连良相濡以沫为吴晗整理《海瑞罢官》尚小云为王展云叫
好儿拜“通天教主”李洪春为师外地搭班当“散仙”错过进京剧院的良机靠画灯笼养活全家谭元寿替
他出证明甘当“二路”老生现编戏词救场“钻锅”露脸“冷门戏”获了大奖五十多岁才伸开了腰能说
会演400多出戏父亲不给“捧场”一身文墨气逼出来的“包袱”八十多了还在台上唱呢第六章 一肚子
玩艺儿的连阔如从李鑫荃肚里掏玩艺儿说书人要有学问说《三国》请教郭沫若周恩来为他的新评书拍
巴掌笔名叫云游客午门的“门甲”后代摆卦摊儿批八字醒木一敲满堂惊人称他是“跑马连”一部《东
汉》成名人在文代会上说新书把肚里的玩艺儿传给了女儿整理出200万字书稿在美国说书叫座儿为说书
场子发愁第七章 老宅门白家老宅门与古董义救英国传教士进京师同文馆创办京城第一家旅行社口碑与
气节离家投奔革命坎肩里藏着金条留下的血书还在剃头花了五万六扔到北海的一把手枪遗风有人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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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一达，是当今文坛的畅销书作家，著名记者。
曾荣获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和全国“报刊之星”称号。
从1980年起开始文学创作。
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纪实文学40多部。
刘一达的创作已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京味儿”风格，深受读者喜爱。
他出版的每本书都在市场畅销，并多次再版。
代表作品：《人虫儿》、《百年德性》、《胡同根儿》、《门脸儿》等。
其中《人虫儿》、《故都子民》等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播出。
《爷是玩家》、《开眼》是刘一达最新推出的京味儿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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