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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那条艰难的来路

□ 刘春雨

前两日跟朋友出差,返程时路
过齐河，看见一块路牌上写着：表
白寺。

顺着指示方向看过去，不远处
一大片建筑群落，隐隐斗拱飞檐。

一座寺，为什么要叫“表白”？
表白就是表达爱意，示爱呗，

求复合、求还钱不算。
一座寺，叫“大觉”“大慈”“大

悲”“圆觉”“弘法”都好，为什么要
叫“表白”？

难道，是指建寺之时，有人相
互表白？或者是指一个想对心上人
表白的人，为了证明自己心意之
坚，特意建了这寺？还是一个想对
心上人表白的人建了寺，然后出了
家？又或者，“表白”在释门中另有
铺陈心意，无遮无碍的意思？

不明白，很好奇。
好奇到一定要弄明白：一座

寺，为什么要叫“表白”？
好在相距不远，索性驾车过去

看看。
走近一看，这片建筑果然金碧

辉煌，气势恢宏！
虽然是彻彻底底的新建筑，但

显然沿用了唐代建筑风格，斗拱精
雕细刻，巨大的歇山顶。建筑群体
金色涂装，前面一片广场，广场上
七八座金水桥。

金水桥？
跟朋友寻思，表白寺或许本

是一座唐代的寺院，后来残破，眼
前的这座寺院建筑群应该是在原
址上重建的。融合了唐代和明代建
筑之美，以突显寺庙庄严脱俗。

朋友随声附和：嗯，确实不
俗！

说话间，车驶到正门，一行
醒目的大字：齐河XX科技城！

原来不是寺。
可咋就能是科技城呢？唐代建

筑风格的科技城？！
问门口闲坐的大叔，表白寺怎

么去？大叔向东一指：“再往前五公
里就是。”

怪不得。
北京有座“分钟寺”，名字奇怪

吧？
这座寺在丰台区，其实叫“粉

妆寺”。因清代皇帝到南苑狩猎时，
帝后及妃等随行在此休息，梳洗打
扮，故名“粉妆寺”。估计那会儿，满
族学汉语有口音，“粉妆”可能发不
标准，后来便取谐音为“分钟寺”。
当然，现在这座寺已经没有了。

朋友说，前两天路过灵岩寺
下院“衔草寺”。当时他第一反
应是，寺的名字取自“结草衔
环”之意，指感恩报德，至死不
忘，其实就是“感恩寺”。没成
想，一问寺里的师傅，不对；又
想，可能是无数雀鸟衔草而成此
寺；再问，还不对……

结果寺里师傅说，寺的名字
由来很实诚，就是纪念寺庙的偏
远和建寺的艰辛。寺庙创修时，
僧人与当地民众小鸟衔草筑巢般
一块石、一块砖、一根木，辛苦
累积筑建而成。衔草寺原寺是北
魏时期湛公和尚得罗汉果时创
立，后荒废，1276年由灵岩寺的
一位退堂方丈率领徒弟们重修殿
宇，到了2010年，由昌如法师进行
恢复重建。

表白寺呢？
依然不知道。
五公里后，看见路边一座学

校：表白寺小学。
下车再问路人：这儿是表白寺

吗？回答：对，是表白寺。
接着问：这里有一座寺吗？回

答：没有寺。
继续问：是从来没有还是现在

没有的？回答：从来没有。
咬着牙再问：那为什么叫表白

寺？回答：自打我生下来，这个地方
就叫表白寺，就是以前的人这么叫
的，为啥这么叫我也不知道！

原来这里是座镇，镇名“表白
寺”。

表白寺镇！
佛曰：凡所有相，皆是虚

妄。

□ 辛 然

电商购物节“双十一”来了。我和不少
朋友都摩拳擦掌，每天都在调整购物车、
各种比价。这个网购活动，第一年吸引的
是网购狂人，她们会定闹铃凌晨起床，秒
杀商品，属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而后几
年，虽然各种促销套路浮出水面，但抵不
住购物会让人有种越挫越勇、乐此不疲的
状态，因此网购爱好者开始与商家斗智斗
勇；眼下，短短五年时间，阿里巴巴充分调
动了全国商品流动，造出了一个购物节，
几乎把所有网购者的注意力都吸引来了。
而在此期间，支付方式飞速跟进、智能终
端不断完善、数据分析个性化……“快捷”
就好像人身上的催化剂，根本解释不清为
什么在资金不变的情况下，程序的简化就
会让人乐意更多地花费。

无法拒绝。人无法拒绝简约、快捷，无
法拒绝新事物。看上去是自己在做选择，
其实是技术进步让我无法回绝；不体验就
会落后，不拥抱就会被抛弃。“双十一”不
去参与下，可能那几天里都没法跟周围人
交流——— 刻意忽略这种被冠以“全国狂
欢”名号的现象级事件，就好像在脱离生

产关系。即便你不购物、无态度，可能也忍
不住会在朋友圈转几个关于“双十一”的
文章。不说购物，看看手机上的企鹅软件，
QQ或者微信，叫它们社交软件都有些看
轻，它们的渗透度早已摆脱交友互动，已达
到更深层的社会关系上，甚至像一种语言，
没有它们几乎就没法保持正常交流。它们
已经倒逼60后至40后——— 手指还没僵硬、
带着眼镜可以看清字的老人，也开始学习
这些APP。因为他们其实是最需要与人交
流的，他们也注意到有了微信这个东西，和
儿女、亲戚的关系就能够更加密切。

推动、享受、依赖、受控、绑架……这
些词语都不足以表达我们与科技之间的
羁绊。就好像打车软件用“烧钱”战略培养
我们的叫车习惯，科技如果是一个人，那
他就正在用微信、支付宝、淘宝这些得心
应手的APP，收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反应
行为，一步步拉我们进入以他为主导的未
来。看看现在热度又上升的话题，人工智
能。现在的人工智能，还处在跟人类有可
比性的阶段，还有胜负可分；它还带有点
玩具性质，有那么点作用，也有那么点娱
乐效果。比如无人驾驶汽车，实验一下还
是很有兴趣，但购买就是发烧友的事儿

了。那么未来呢？现在提起人工智能，大部
分人只会想起家用小电器和玩具。如果未
来它形成了一个系统，包含了各方面数
据，糅合了仿生物的刺激反应模式，各个
领域都联网互通，那我们就很容易浸透其
中，不知不觉从下命令变成听命令。

因此，在探讨人类未来中，有人认为，
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会分三步：人工智能
提供选项，人做出选择；人授权人工智能
替自己选择；人什么都不用做，听人工智
能的就对了。第一阶段，很像《超能陆战
队》中的健康机器人大白，它帮你检测身
体，提出建议，你听不听都可以；第二阶
段，像很早以前亚马逊公司描述的未来场
景：你家冰箱安装了联网的数据分析系
统，一旦你常吃的食物快没了，它会自动
在电商网站给你下单，省去了你发现没吃
的了去超市买的桥段；第三阶段，就像《钢
铁侠》中的智能管家程序“贾维斯”，它意
外成为具有超能人体的“幻视”的“意
识”——— 好了，钢铁侠你可以歇歇了，拯救
世界这种事我来做就行了。

自然，这几个阶段不会那么明显，在
某些领域还会混杂起来。所以，在具备尖
端智能的领域，机器和人最终都要思考一

个问题：人高贵在何处？思想家帕斯卡尔
说过，人是有思想的芦苇——— 代表了我们
一贯的看法，突出自主意识、产生思想的
重要性。而它的重要性会一成不变吗？科
学现在还不能很好的解释人的意识是怎
么产生的，谁能保证机器不会在仿人类时
会进化出意识。好在帕斯卡尔还有解释：

“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
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
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
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在此，把宇宙替
换为智能试试。这是悲观的看法，现实是，
有这样一个说法，越早接触互联网的，越
是“移民”；而越小接触的，才是原住民。我
们这代人觉得，电脑怎么能缺少鼠标键
盘？而我们的孩子在触屏环境长大，就不
会有这种想法。科技也在加速思维的变
化，“原住民”们会比我们更容易接受科技
变化，更拥护智能文化。

未来是减法的，工具会更小，人与工
具之间的物质媒介会更少。回到“双十一”
话题，我想未来不会有什么集中打折的购
物节，大不了是我的账户安装了一个叫

“双十一”的算法，我只需要设定好条件，
它自己会给我买到最合适的商品。

□ 邱慎嘉

一九八九年三月一日《中国妇
女报》曾载文披露：林黛玉有其人
物原型：“她的真名叫李香玉，是康
熙年间苏州织造李熙（应为李煦，
下同）的孙女，两淮盐课李鼎的女
儿。李熙是曹雪芹祖母的胞弟，曹
雪芹的祖母李氏每年都要去苏州
探亲，必带曹雪芹同去，住在李鼎
家的拙政园。香玉和雪芹青梅竹
马，自在意中。康熙末年，李鼎夫妇
双亡。香玉聪颖过人，深得雪芹祖
母钟爱，便接她去江宁织造署。
1728年春，曹氏全家迁京，香玉随
之。她寄人篱下，郁郁寡欢，加之生
来多愁善感，终身未遂，忧思难平，
几年后香消玉殒，雪芹遂著《红楼
梦》悼之。

据王宗拭所著《拙政园》一书
称：“有人说在康熙年间，曹雪芹的
祖父曹寅出任苏州织造时，曾买下
拙政园的一部分，后归李煦所有。李
煦是曹寅继配李氏的堂兄。”据这则
资料的看法，李煦就是李熙，他或是
曹雪芹祖母的胞弟，或是其堂兄。在
参照《红楼梦学刊》二零零一年第四
辑的口径，确定应以李煦为准。

在《红楼梦》第十九回中，“情
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
生香”，宝玉变庄为谐，故意编排
一个“极小极弱的小耗子”急于去
偷香芋的故事耍笑黛玉。其实，曹
雪芹之所以要小耗子去偷“香
芋”，完全是为了应合“香玉”之
名，以衔接到实有其人的李香玉。
她是林黛玉的真实人物原型，林
黛玉之“林”，系从李香玉之“李”
字造化而来，林黛玉之父林如海
任扬州巡盐御史，系从两淮盐课
李鼎的官职照搬而来，只是在地
名上稍作变更而已。

《红楼梦》第二回写林如海
“本贯姑苏人士”，第十四回又写
林黛玉送其父之灵回苏州，这与
李香玉的父亲家住苏州的身世也
是相吻合的。第二十六回，黛玉自
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
在他家依栖。”活脱一个李香玉的
口吻。浙江师范大学梅新林教授曾
在二零零一年《红楼梦学刊》第四辑
中撰文称曹雪芹有一种“金陵情
结”，大概在曹雪芹的心底深处还有
一种更加刻骨铭心的“苏州情结”，
正是由于这一“苏州情结”在他生命
中的血脉流动，才使《红楼梦》在写
作与删改中不时闪现出真实的人
物，真实的身世，真实的情节，真实
的场景，如许的当时社会形制及其

麟爪。
曾在曹雪芹少年时代的记忆

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李香玉如一株
离离原上草；《红楼梦》中的艺术形
象林黛玉则像一缕从大观园的墟
落中飘然升起的轻柔绰约的袅袅
轻烟，她们亦虚亦实，似真似幻地
复合叠印为一位真实性与艺术性
完美结合的人物形象。

从民族文化传统分析，曹雪芹
之所以要点出李香玉是林黛玉的
真实人物原型，这是他在自鸣得意
之作《红楼梦》中钤下的独特艺术
标记。由于艺术作品是一种个人创
作占极大比重的艰辛的艺术创作
成果，许多艺术家和民间匠人为了
保证自己作品的真实性和生命力
及信誉度，便在自己作品的枢纽处
留下明记或暗记，如杭州的王麻子
剪刀、张小泉剪刀，博山的陶瓷艺
人更是独出匠心，在碗、盘、蝶、罐
的底部刻上名字，或标上花纹、图
形作为本作坊的标识，其实这种标
识的作用已经近似于现代的“商
标”，它向人们揭示出这是该作坊、
该字号所生产的最真正、地道的正
宗产品。

以中国的国画家为例，为了标
真防伪，中国自宋代以来的著名画
家如宋徽宗赵佶等人除了工书善
画之外，还创造了刻章技法，在国
画的空白处钤上一朱红的阳文或
阴文印章，极具装饰效果而更具标
识功用，成为中华文明的一大创
造。至宋末元初，著名文人画家钱
选钱舜举，则又独创出题画诗这一
形式，他有一幅流传至今的《折枝
梅花图》，他在画面上题写一首七
绝：

石坞花光生暖烟，短篱寒日照
清妍。迭来偏爱繁枝好，折得归时
雪满船。

秉承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曹雪
芹，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继承了赵
佶、钱舜举一脉相传的文化传统而
又戛戛独造。执正驭奇，将李香玉
这一真实人物的芳名凝嵌在关节
处。没有曹雪芹少年时代与之相识
相处、感情笃深的李香玉，便不会
有《红楼梦》中这位聪慧美丽、伶牙
俐齿、多病多愁、风流夭亡的林黛
玉。

艺术永远是现实生活的一面
镜子，艺术性来自生活的真实性。
李香玉虽然在少女时代便过早地
夭亡了，但她的精神和名字却因在

《红楼梦》中的闪现而永远留在了
后世读者的心中。

曹雪芹的苦心可鉴，可嘉。

□ 兰传斌

路，在汉语中有着多重特殊意义。有
时只不过是出诗入词的意象，如望尽天
涯路；有时又是见微知著的符号，如邓小
平小道；有时则是命运攸关的路线，如长
征二万五千里。

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笔者作为
山东省委党校第四期中青二班学员重走
长征路，先后赴马尔康、小金、红原、若尔
盖、松潘等五地，忆峥嵘，缅先烈，行程上
千公里，体验其中的苦难辉煌。

海拔4800米的雅克夏大雪山，是红军
往返翻越次数最多的一座。12位红军战士
倒在了终年不化的皑皑雪山上，至死仍然
保持着整齐的队列，直到17年后被剿匪解
放军发现并安葬。足以告慰他们的是，自
己的工农红军已壮大为人民解放军，他们
的奋斗牺牲也已经换来了一个新中国。

从草地泥淖中跋涉出来的红军，见到
的第一缕炊烟，就是若尔盖县班佑乡的班
佑村。这个草地过后的第一个村寨，透着
长征的胜利曙光。在镌刻着“胜利曙光”的
纪念碑下一个悲怆的故事令人动容。

跨过班佑河，红三军将会一扫雪山
草地的羁绊，大步迈向胜利。班佑河畔，
八百余位红军战士背靠背，臂挽臂，相互
依偎着取暖御寒。他们有从苏区一路打
过来的老革命，也有乳臭未干的娃娃兵，
过了班佑河，他们将是革命的宝贵火种
和队伍的中坚力量。在此之前，红三军已
在草地里走了整整7天。可是面对前来接
应的队伍，他们未能给同志送上拥抱，而
就这样面朝曙光静静长眠，成为给后来
战友引路的路标。

慷慨赴死演绎英雄悲歌，在长征路
上不是新闻。这总会让人眼里常常饱含
着泪水，内心时时充盈着感动，胸中总是
激荡着不受理性控制的滚滚热流。

长征过程中，红军进行了600余次战

役战斗，平均每天一战；征程两万五，平
均走365里路才休整一次，日行军74里；
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
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20余座；令
人望而生畏的雪山，见之顿生绝望的草
地，这些人类生存的极限被一一征服。其
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
米就有一名战士牺牲。

眼泪是勾连历史与现实的深情表
达。于是历史上有过那么多烟花易冷的
凄凉泪，那么多感时伤逝的悲伤泪 ，那
么多拔剑四顾的英雄泪。面对一曲曲长
征壮歌，泪水总是夺眶而出，洒在日干乔
的泥沼泽国里，洒在梦笔山的绝境险路
上，洒在班佑河畔人体丰碑前，洒在雅克
夏山间的累累忠骨旁。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历史
一旦沉淀为一种精神，便具有了传承的
属性，便会有更多后来人为之折服，从而
寻访她的脚步。

十月的日干乔草地，秋风起，枯草
黄，苍茫天地间还在流传着长征途中无
尽的忧伤。在茫茫草地，看到的是一墩
草，踩下去就是一脚泥；看到的是一滩
泥，踩下去就是一汪水；后来一汪变成一
片，一片变成一大片。胶鞋踩在水里的第
一脚，就有一股寒冬的感觉钻了上来，让
人下意识就想打退堂鼓。

“快走啊，红军忍饥挨饿过得去，咱
们也一定能过得去！”走在前面的吼了一
嗓子，就给后面的送去一股暖流；走在后
面的跟上来，走在前面的就更有了加快
前进的勇气，最后连灌进鞋子的冷水都
有了热乎乎的感觉。

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
路的民族。在地图上曲折的长征路线，
宛如一条红飘带，从中南蜿蜒到西北，
勾勒出为中国革命开创新局的神奇曲
线，这正是一条值得铭记的来路。

□ 卢海娟

农历八月，正是山梨成熟的季节，父亲
套上牛车，带我们去打梨。

在东北人的眼里，“打”是个说起来很
过瘾的词汇：砍柴要说成打柴，采山梨、采
山李子都要说成打梨、打李子，同样的还有
打核桃、打鱼……一个“打”字干劲十足，足
以描写各种不同的行动。

带上一把柴镰刀，几条麻袋，两只杏条
筐，一家人换上劳动服，坐着牛车上山打梨。

最近的山沟叫“蚊子沟”，离我们的村
庄三五里地，村子里的老头老太太们、淘气
的孩子们，他们蒯一个小筐，或是拎一条面
袋子，目标便是这座离村庄最近的山，山里
的梨树下被一拨又一拨“打梨”的人踩得溜
平，地上的梨子早已被捡光，树上只剩几个
长不熟的生梨蛋子——— 这种地方，天生就
是留给散户们的。
在蚊子沟沟门，父亲是犹豫了一下子的，

蚊子沟一直往里走，绕过三五座山，再走过一
片草甸子，大山深处有个叫磨尺子的地方，那
里树林茂密，父亲说春天的时候成片成片开
着雪白的梨花，去那里，一定大有收获，只是
山高路远，草甸子有一段路特别难走。

七转八转，转到一个山坳里，有几块平
地，被人种了大豆和玉米，山路边有个巨大
的柴火垛，父亲卸了车，把牛拴在一棵树
上，树旁边是一片撂荒地，长满了稗草、三
荚菜和蝲蛄蛋，牛被拴好后，便大嚼起来。

远远地见一片小松树林边有一棵梨
树，梨子黄澄澄的在阳光下格外诱人，父亲
用柴镰刀在前面开路，我们穿过榛丛和灌
木，穿过山芦苇和荆棘，直奔这棵树下。

父亲让我们离梨树远一点，然后，他在
树上用力地摇晃梨树枝，或是用脚使劲踹，
山梨像下雨一样噼里啪啦掉下来，转眼间，
梨树下已是黄澄澄一大片。

父亲一声令下，我们蜂拥而上，面对满
地的山梨，真是兴奋不已，蹲在地上边走边
拣，一会儿工夫就拣了大半筐。

每个人背一点，大家背着梨子奔向父
亲看好的下一棵树，不免脚下蹒跚，走起路
来一路趔趄。

第二棵树是红霄梨，梨子长得一半绿一
半红，煞是好看。可惜红霄梨是晚熟品种，且
大多酸涩，父亲不管这些，仍然爬到树上又
摇又踹，我们挑又红又大的梨子拣了些———
红霄梨适合削成梨坨子，冬天煮水喝。

第三树梨熟的多，要用筐来装，我们拣
了两筐，看看快到晌午了，我们要把拣到的
梨子运回放牛车的地方，同时准备午饭。

先是到玉米地里掰苞米，在乡下，打梨
的人掰几棒玉米做午餐是被默许的，只要
不祸害地。我们掰了十几棒老玉米，父亲从
柴垛那里捞三五捆柴火，把火拢起来。

一股青烟透过翡翠一样的林子直冲云
霄，父亲用嘴噗噗地吹火，不一会儿，火着
起来了，噼里啪啦地响，刚刚掰回来的玉米
上面还裹着青绿的叶子，父亲看都不看，直

接把带叶的玉米扔进火里。
阳光加上火的炙烤，让人大汗淋漓

，好在道旁有一握小溪，我们选了一段，
剥开溪水上的羊胡子草，扔掉枯草叶和青
苔，用双手扒开旁边的土，水被搅浑了，不
过水流得很快，转眼间清水就把浑水赶走
了，露出流水下光润的石子。溪水清冽，来
自于不远处的甘泉，但是水太浅，用手一捧
就会触底，我们就折一根山芦苇，把苇管插
入水里，沁凉的水一下子让五脏六腑一片
清凉，咕咚咕咚喝几口，闲坐一会儿，父亲
已从柴火里把玉米扒了出来。

青绿的皮早已被烧焦，里面那一层仍
然泛着绿意，剥开来，金黄的玉米发出诱人
的芳香，啃上一口，玉米浆足味美，香甜可
口，大家全都埋头对付手中的玉米棒，再无
人说话。

那一次我们打了四麻袋梨子，回家的
路上采了许多黄花蒿，村里人叫它捂梨蒿，
等到老黄牛慢腾腾载我们回到家时，已是
黄昏时分。

把麻袋里的梨子倒在仓房里的草囤子
里、大缸里，上面放上捂梨蒿，此后每天上
学放学都要跑去仓房，把手伸进大缸或是
草囤里摸，摸到糖化变软的，宝贝一样放在
自己的衣袋里，揣了山梨去上学，一下子就
变成了小富豪，同学们伸着小手来讨要，一
一分发下去，那感觉也是豪气干云。

没几天，所有的梨子都熟透了，母亲忙
乱起来，手里捏一把剃头刀子开始削梨坨
子，要把梨子上下各削去一刀，中间部分的
皮也要削去四刀，削完的梨子放到蒿帘子
上暴晒。

晒干后，用麻绳把梨坨子依次穿起来，
一串一串，挂在窗外的横杆上，直到干成紫
红色为止。

梨坨子是整个冬天最好吃的果茶，揪
几个梨坨子放到锅里煮开，再放上几粒糖
精——— 梨坨子水透着淡淡红晕的茶色，酸
甜可口的味道，让每一个吃过的人都害上
无法治愈的乡愁。

剩下的山梨一直放在草囤子里，渐渐
地，它们的表皮不再红艳，不再焦黄，直到
变成棕黑色，这时，倘若梨子是柔软的，剥
掉这层皮，里面的果肉仍然雪白，水分十
足，梨汁甜蜜。

直到落雪的时候，走在山路上，我们还
会在被踩得溜平的梨树下寻觅，这时候要
是寻到一只梨，那自然成熟的味道，实在难
以言表。

“七月的核桃八月的梨”，不必说芝麻
开门，阿里巴巴的宝藏已向我们打开，核
桃、榛子、李子、山梨、山葡萄、元枣子、五味
子，以及各种各样的蘑菇……生长在山里
的孩子，最爱的便是这硕果累累的秋天。

□ 李海燕

上周，著名影星夏梦去逝。有人说，
中国电影史上最美的女人走了。这么说肯
定有人不同意，环肥燕瘦，各花入各眼，在
美这件主观感受占主导因素的事情上争
论谁是第一最无味。何况，年轻一代里，不
知夏梦是谁的大有人在。

一位奶奶级的影星安详离世，为什么
特别值得拿出来说道说道？仅仅是因为她
美吗？夏梦当然是美的，就如金庸先生别
致的赞美：“西施如何美，谁也没见过。我
想如果她像夏梦，才名不虚传。”因为金庸
先生的大名，他对夏梦的爱而不得今天仍
让我们津津乐道，但身为“长城”电影公司
的头牌明星，一位绝代芳华的女性，她的
爱慕者又何止金庸一人？然而爱慕她的人
多，仍然不是今天我要谈论她的理由。

如果一定要给个理由，著名电影史学
家石川先生概括的比较准确，他说夏梦是

传统士大夫的理想女性化身，又是承载着
三四十年代民国文人家国梦想的梦中情
人。时至今日，她所代言的传统佳人形象，
和传统中国文化一样，已成稀缺资源。所
以，谈论夏梦的理由，一言以蔽之，佳人难
再得。

说到这里，很想普及一下美人与佳人
的区别。美人大概皮相上合格就可以了；
若要称得起佳人，除了美貌，智慧品格与
内心都得匹配才成。

美丽的女人在世间的存在，大体分
三个类型。一种是天使在人间，她们是
美本身，和这个世界不发生什么化学反
应，路过而矣，像《百年孤独》里的美
人梅蕾黛丝，不知何处来，不知何处
去，白日飞升。

第二种是虽然秉绝世美貌，言行却
符合尘世的理想标准，夏梦是这个类
型。电影史专家这样描述夏梦：她虽然
年纪很轻，但拥有超人的智慧，这让她

具备了中国女明星所少有的主体意识。
即便内心如此强大，夏梦依然保持了她朴
素、自然、谦虚、知性的作风。她的天性仁
厚，一生不失一个“真”字——— 她活泼而好
运动，虚心向学……显而易见，除了美貌，
一个好女人，或者说一个好的人的品格，
夏梦是“兼美”的。

第三种是恃美行凶，伤人伤己破坏
力都极大。不是每个美貌的人都有好的
际遇、好的收梢。美貌这种资源，难得
而易失。美一时的多，美一世的少。仅
凭美貌而无其他支撑的，难免很快“色
衰而爱驰”。而且，我等相貌平平的普
通人，也没机会去体会过度的美给人带
来的困扰负担。想必因为美而被觊觎、
被围观不是什么很好的体验，中国古代
有生生被“看杀”的卫玠，好莱坞冷美
人嘉宝的名言是：“请让我一个人呆一
会儿。”太过耀眼的美貌大概是把双刃
剑，如果没有健全的理性、过人的智慧支

撑，就像小孩子手里的火，怕是比德不配
位危险性还大。

其实做美人或偶像不易，如萨特所
说，他人即地狱，就算是粉丝，大多数人都
不会真的去了解你，他们只会或只愿看到
他们想像中的你。就如有人问为什么红颜
薄命？好事者答曰，是因为没人关心丑人
的死活。玩笑归玩笑，但事实如此，美的人
得到更多的关注，虽然他们未见得比常
人、丑人更好或更糟，但很少有人经得起
放大镜的审视。如果恰好有一个半个夏梦
这样近乎，也只是近乎完美的，不可避免
会成为传奇。

生命本身的局限性细思极恐，如果有
什么值得一代代人去追求，我想美是其中
之一。因此，一代佳人的传奇落幕，会有下
一代佳人的传奇开始，然而它们并不会彼
此替代，而是叠加。它们来自远方，不经意
地装饰了你的日常，让所有平凡的人生，
似乎显得也没那么漫长……

14 丰收 2016年11月1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君

电话:(0531)85193407 Email:liujun@dzwww.com


	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