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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都笔谈

在北京住了两年多，最大的收获，是将阳台变成

了花园。用外孙的话来说，这是“姥姥的花园”！看着他

美滋滋地坐在阳台上，小大人一样观赏着我的花，心

里真是颇为得意！

其实，我于种花是外行。是那种喜欢却不会种、种

不好的外行。

但喜欢就是动力。

因为喜欢，就不大挑拣，不在意花品的高低贵贱。

别人看不上的吊兰、长寿花、绿箩，虎皮兰，甚至是被

称为“臭绣球”的天竺葵，我都视若珍宝，精心养护。

因为喜欢，所以不忍让任何花卉被丢弃。走在路

上，见到被人扔掉的花，总觉得好像是被父母抛弃的

孩子。那还等什么？赶紧捧起来，带回家，好好调养。

因为喜欢，就满心期待我的花———所有的花都能

健康成长。每天一起床直奔阳台，先看望它们，再梳头

洗脸，日日浇水，施肥，格外精心。

时间久了，我和花，花和我，已经密不可分。看看

枝叶，看看土，我就能知道它们渴了还是饿了，高兴还

是伤心。看到它们的小嫩芽一点点长大，绿叶一点点

伸展，发现它们的花苞从无到有，又会在某一天悄悄

开放，我这心里，真是舒坦！

人一高兴，就容易忘形。有一天在小区散步，认识

了一位养花专家，赶紧厚着脸皮将他请到家里，希望

能指点一二。专家转了一圈，很客气地向我提了一个

建议：养花也要学会“精兵简政”。换句话说，不要养那

么多，那么杂，要淘汰低端，引进精品，三四盆高大上

的花卉，足以装点客厅、卧室。

我疑疑惑惑地看着他。也许有道理？

可送客出门，再回头看看，满心都是不忍。三盆长

寿花肯定属于低端，都是我从路边捡来枝条插活的。

但它们曾在寒冬带给了我那么多的温馨，现在又春花

才谢，我怎能丢弃？

两盆天竺葵来自淮北。是从生长多年的老枝上剪

下来，乘汽车、乘高铁、换地铁，一路带到北京。它们都

是最朴素、最常见的品种，一点儿都不稀奇，插到土

里，给水就活，可年复一年，它们始终笑盈盈地四季绽

放，我绝对割舍不下！挂在阳台上的吊兰，叶片油绿，

吊枝袅袅，同样来自淮北，它的妈妈在我家已经生活

了二十多年，还是那么枝繁叶茂；摆在书架上的玉树，

不知为什么被前主人丢在路边，自从来到我家，已经

长得敦实可爱，每一个厚厚的叶片都流露着重生的欣

喜；哦，那盆沙漠玫瑰，是我从小区垃圾箱旁抱回来

的，当时它可怜兮兮，一片叶子也没有，但你看现在的

它，那么多墨绿的小叶片长出来，别提让人多喜欢！四

处看看，家里所有的“低端”花卉，棵棵与我心意相通，

都是会说话、有生命的宝宝。难道仅仅因为它们易于

成活，因为他们对生存条件要求不多，就得无情淘汰？

不，我绝不放弃任何鲜活的生命！

佛说：“众生平等”。我对佛学知之甚少，但也懂得

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有它生存发展的天地。任何人，任

何时间歧视、驱赶“低端群体”的行为，都是逆天而动、

都是绝对不道德的。

再想一想，那些所谓“高端”的品种，哪一个不是

从“低端”中优选培育？没有低端，高端很快将不复存

在。更何况，普天之下若仅仅只有“高端”群落，万紫千

红的美丽又从何而来？花卉有品类之分，人群有诸多

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本质上高低贵贱的不同。

种花手记
傅瑛

喜欢故乡的那条小河。小河弯弯曲曲

地流向远方，河水有时流泻无声，有时发

出叮咚的清奏。河水有点浅绿色，泛着清

漪。但我更喜欢小河中的倒影，一棵树、一

株草、一只飞鸟、一个行人，远方的青峦、

近水的卜居，落在水中———构成大于本体

的美。此时，小河岸上的真实和水中的虚

幻，两相颤动，倒影仿佛与岸上的景物互

相倾诉着秘密，那份宁静与空灵让人 " 身

同云虚无，心与溪清澄 "，顿觉禅意醒人，

一念之间，顿悟人生。

静水中的倒影，柔柔的，娇羞楚楚，

不语可人。水波轻荡时的水中倒影，妖妖

的，迷离澹瀕，秀媚轻勾。倒影映照出景

物的精髓，流转之间荡涤着内心的情感。

倒影是自然的艺术、是无字的诗章。有时

候真实的世界反而有些虚假，唯有水中

倒影不会欺骗你的眼睛。倒影如斯，真实

如斯。

波暖霞灿，清浅蘸碧。每当春天来临，

小河格外地欢畅起来。捣衣的村姑，饮牛

的老叟，戏水的稚子，他们以触觉感受补

充了春水潋滟的视觉印象。捣衣、饮牛、

戏水，使人感受到春天那暖人心扉的体

温。而水中倒影，是对春天、春水的喜悦

和礼赞。

枫叶染丹，芦花飞白。当第一枚落叶

唤醒秋天，小河格外地清澈起来。水中小

草摇曳，鱼翔浅底，水底的一块块卵石似

水晶般光滑透亮。碧绿的水面飘浮着金色

的落叶，悄无声息地流去远方，像是在进

行一场秋天的告别仪式。而水中倒影，随

着光线的不同而变幻莫测，时而宁静祥

和，时而风情占尽，时而深邃达观。此时，

坐看倒影，像是一个游子对家乡的寄托和

思念。

我每次回家，总会在家乡的那条小

河旁走走。小河不变，小河旁的景物依然

如许，浓亦淡，淡亦浓，倒影依旧。但当年

捣衣、饮牛、戏水的这些村人，已换了一

茬。犹记夏日，邻家许家大哥的女儿常赤

脚在小河边洗衣、洗菜的情形。丫头有一

个好听的名字———燕儿。她是一个不加

任何修饰的农家女子，有着江南水乡女

儿家那骨子里的天生妩媚。那时的燕儿

是小河中的一个靓丽的“倒影”呢。如今，

燕儿早远嫁他乡。现在的她，是否婉约如

初？！犹记冬日，小河对岸的章奶奶总是

破冰给才出生的孙子洗尿布的情形。天

冷水寒，家人不允。但章奶奶说，冬天的

小河水最干净，用来洗尿布最好的。整整

一个冬天，洗尿布这事，章奶奶不允许家

中的任何一个人插手。显然，章奶奶把洗

尿布这事当作一个责任，也是她心中的

一个对未来的希望。而此时，小河中章奶

奶洗尿布的 " 倒影 "，是那样的厚实、慈

爱、无私。

是的，每个人都有一条流淌在心中的

故乡的河，而河水中的 " 倒影 "，总能引起

深情的回忆、直到永远。倒影是带不走的

一道风景，倒影是带不走的一种思念。因

倒影兮，感生活之真谛。生活中是需要一

个倒影的，放在心里，让我喜欢。尤其是故

乡小河中的那一个个倒影。

倒 影小宪

《登春台》

简介：小说以俯瞰的视角开篇袁张望浩瀚

宇宙中的无数微尘遥 故事聚焦于 1980 年代至

今四十余年的漫长时间里袁北京春台路 67 号

四个人物的命运流转遥 他们的故事袁是无数微

弱振动中的一角遥 故事渐渐拼凑成全貌袁带我

们离开地面袁回望时代遥 时代里袁藏着某种将

世间万物联系在一起的隐秘逻辑遥 在那里袁日
日万事丛生袁其实本无一事遥 叶登春台曳书名取

自叶道德经曳袁东方气息扑面而来袁而古典传承

与现代性的奇妙结合袁 则使文本氛围更具张

力袁叙事气象一新遥

一、符号化聚焦人性社会的顶
层设计

将电影《周处除三害》的整个叙事推

进和演绎，集中到一种文化框架内审视解

读，就会发现，影片中从干线到枝末，因果

相生、缘起缘灭，都是在“贪、嗔、痴”的裂

变中展开。影片前半部分现实又写实的铺

垫姑且搁置。之后，从陈桂林收到奶奶的

礼物———粉色的小猪手表开始，一场以

“符号学”为主角的文化隐喻好戏就开始

上演了。戴上了“猪表”，陈桂林就成了

“痴”的化身和代言人，演员阮经天也是在

极力逼近这个角色，无论是肢体、表情和

看不见的内在心理轨迹，都应该说是极为

与主人公匹配。既然是“痴”性，那么后续

一系列痴人说梦式的量贩式递进再现，也

就有了合理的逻辑性存在与艺术性生发。

从自首未果，到想当第一名名垂青史，再

到夜杀身纹蛇形的香港仔（嗔），直至一波

三折枪毙背负鸽子花纹的尊者（贪），是痴

人糊涂到极点的至清，是一种否极泰来的

质性大蜕变，就像道家太极罡阵的宇宙运

转。所以，了痴愿、斩嗔怒、杀贪婪的风轻

云淡，是大自然信手拈来的无形手段。退

想，如果贪、嗔、痴无端又巧合的集中到一

个人的身上，这个人的身心和灵魂又该作

如何了断呢？！导演没给，演员没说，应该

讲这是留给观众的“课外作业”。

二、性别符号的文化阐释
男人和女人，无疑是烟火人间演绎世

情的永恒话题。就电影表达而言，这两枚

鲜明的“符号”是一切编剧、导演和演员都

想折腾出鲜明个性又暗藏巨大包袱的关

键。电影《周处除三害》中，导演的处理手

法清晰且多端。在男性一侧，表现贪、嗔、

痴的叙事方式不作赘述。于女性一隅，导

演动用了几乎所有不同年龄段的女性符

号，反复提及的陈桂林的奶奶、尊者的妈

妈、香港仔的小美、医者张贵卿及其女儿、

灵修堂里的胖男孩母亲及一众信女……

其中，除了女尊者在邪教条约羁绊中被迫

作恶，其余所有的女性形象展示的都是慈

悲、向善、宽博、阳光的人性光辉。这种表

达，是所有文化对女性世界的共频颂扬，

在影片里，更是沐浴华夏文明主创群体对

伟大母性的崇高致敬。

影片中，值得深入探析的人物，应该是

出场戏份并不是很多的“程小美”。这一女性

角色的设置，对电影叙事的行进和衔接所起

到的艺术功效不在细究范畴。单从导演切取

的特写镜头推近寻视，其影射隐喻的文化内

涵是多元、多解的。其左肩后疑似“cotton”

样的“写意化”字母符号，传递出太多的内涵

底色。这个近似于英文单词符识，转译成汉

语的指向极多，表述为名词有棉花、棉布、

棉线，用作动词时当一致、理解、和谐、亲

近使用，形容词时译为棉软的、棉制的，亦

有引申为苍白、无奈、无助感等译法。这个

单词符号由一位洁白无瑕的妙龄女子“小

美”携带介入，寄托了导演的超级良苦用

心，也省却了太多的画面和语言加持。这

种处理手法，给观众预留了广阔的遐想空

间。导演只是借纯粹的女性符号，将母性

的沉默、隐忍、悲悯、善良、坚韧、郁勃、期

翼、无助等等复杂情愫，与雄性嗔怒、邪

恶、霸道、攻击、无良等一系列对立元素，无

声又剑拔弩张地呈现给观众，但不给任何

台词，也不作一丝丝陈述。如此留白，充分

体现了导演手法上的大胆自信，当然更有

一种“老谋深算”的美学试探。试想，如若

导演将小美肩上的纹身换成工笔“写实

化”的“棉花、洁白、母爱、包容、无助”等任

何某一单词实体，是否还会达到现有的观

赏联想效果呢？这种莫名、模糊的审美诉

求，即便是借助高深繁杂的诸多心理学原

理进行探究，恐也难寻其根。

三、对公平、法治、自由的符号
化呈现

《周处除三害》这部以暴制暴的商娱

“爽”片，其文案构思现实冲突，首先就是

感性支配剧情发展的走势，必须直接面对

文明社会里的“公平、法制、自由”的干扰、

甚至是钳制。针对这一矛盾难点，智慧的

编导将对立冲突中需要正义一方不断“说

教、喊话、惩戒”的所有动态的、有声的表

演，全部以无声沉默的符号进行叙事展

示。从刑警陈灰与陈桂林的两场打斗重头

戏中十字路口红绿灯的引入，并反复切

换、强化、提示红灯绿灯的特写镜头，到陈

桂林清除邪教尊者电话给陈灰自首后，镜

头俯视对大道上行进路标箭头的扫描，都

在以一种无声的符号学表述，向观众传递

“法治、公正”的普世价值理念。不知导演

黄精甫此举，是否有向星爷《功夫》行草船

借箭之法。

另外，需要特别单列出来说明的一个

关于“自由”信息的符号及剧情，就是陈桂

林带小美在海边戏份。

面对诗一般湛蓝的海天，从男女主人

公的视线出发，满目难以穷尽的是广袤的

海天宇宙。若以冷眼从远处穿过冰冷的机

械臂去直视，一双挣扎在烟火人间里的苦

情男女，又是何等的卑微、渺小、飘摇。导

演这一组极美的符号学镜头组合拳的运

用，充分诠释了现代文明社会中自由、自

律的辩证关系和文化外延。即：一个人，没

有自律的自由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

由。一如高速奔驰的列车，不在于能跑多

么快，而是它的安全刹车系统有多可靠。

同样，一个社会、一个体制、一个国家，其

良好的监督“刹车系统”才是它长治久安

的重要保证。毫不夸张地说，就这样一组

堪称唯美的符号学画面，其中所涵盖的哲

学、美学、社会学等深度且敏感的信息，足

以令许多影视业内学者单拎出来作扬扬

万言书，诚不为过。

四、心理学深层意识的符号化
显性表达

心理学在影视作品中的运用及展示，

一直以来都是一些电影人热衷的载情传

意手段。《周处除三害》剧中，导演黄精甫

同样将这一手法娴熟拿捏，且细节处理令

人信服。

在这部电影里，如果说将佛言“贪、

嗔、痴”艺术性地汇聚到一个人的身躯之

后，并由集中到消除它们，导演将这个符

号化的操作安排在了陈桂林身上。推进过

程是，借香港仔险恶嗔怒的剃刀削了陈的

眉毛（眼），利用尊者贪婪的剪刀断了他的

头发（心、脑），凭小美纯真善良之手荡尽

了他的大胡子（口）。《心经》佛偈常语，五

色迷眼，五味扰口，七情六欲乱心脑。导演

以削眉毛→剪头发→剃胡子这样符号化

的叙事，既避免了台词对白的老套路，也

使得剧情推进更加丝滑自然。这一符号学

设计的二个妙隐非常值得说道：

宏观叙事上，陈桂林除掉了世间“贪、

嗔、痴”三害，微观世界里，他自己心中的

“三害”却要利用世人之手来清除。印证了

王阳明先生“除世间恶易，除心中恶难”的

心学要旨。

艺术形式上香港仔的恶刀、尊者假善

真恶的剪刀、小美纯朴善良的剃刀前后勾

连呼应，如此由恶→假善真贪→善的模式

递进，为艺术真实的“陈桂林”提供的了合

理的逻辑铺垫。对观众来说，这是导演在

“放长线钓大鱼”。

另外两个折射心理学细节介入的精

彩镜头，都发生在灵修岛上。一个是陈桂

林启动杀人模式的前一刻，他的脸孔同

时出现在并列的三面镜子里，导演将陈

桂林“本我、自我、超我”同框糅合之后

呈现，旨在打印他完成“超我”心理图像

轨迹，同时更是后续的艺术铺垫。之后的

陈桂林，再也不是任何一面镜子里的那

个人，所以在他的身上生发的所有剧情，

也都有了支点和艺术真实性。再一个，就

是尊者静坐时，摄影师符号化投射给他

的“光”，一半光亮一半灰暗的基调，仿

佛在一直不停的诵念天外来音：一念成

佛；一念成魔。

符号学视野下电影《周处除三害》细节的文化潜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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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端午，粽子总是成为那抹难以

割舍的记忆。五月初五的脚步渐近，故乡

便如诗如画地沐浴在欢声笑语之中。家家

户户，早早地便开始了忙碌的筹备，满怀

期待地等待着那一口满载乡愁的粽子。

粽子，这看似寻常的食物，却蕴含着故

乡无尽的温馨与深情。糯米、红枣、豆沙、咸

蛋黄……各种馅料琳琅满目，但在我心中，

最钟爱的始终是那传统红枣糯米粽。每当母

亲开始包粽子时，我总是忍不住凑上前去，

看着她那双灵巧的手将粽叶巧妙地折成锥

形，再细心地填入糯米和红枣，最后用细绳

轻轻捆绑。每一个动作都显得那么自然流

畅，仿佛是一首动人的诗篇。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家家户户都会煮

上一大锅粽子。那诱人的香气弥漫在空气

中，仿佛能飘向天涯海角。我总是迫不及

待地拿起一个粽子，小心翼翼地剥开那翠

绿的粽叶，露出里面晶莹剔透的糯米和红

润诱人的枣子。一口咬下，那香甜的味道

便瞬间充满整个口腔，让人陶醉其中，回

味无穷。

岁岁端午，年年如是，这不仅仅是一

个古老的节日，更是我心中情感的寄托与

倾诉。它如诗如画，总能唤起我对故乡的

无限思念。

每逢端午，我便会想起那远方的家，

想起母亲忙碌的身影和她手中包裹的粽

子。那香气，似乎穿越了时空，从故乡飘至

我漂泊的每一个角落。每当我在外，总会

不自觉地寻找那份熟悉的味道，但总是难

以寻觅。

端午，是家的味道，是母亲的关爱，是

故乡的深情呼唤。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日，

更是我情感的寄托，是我对故乡深深的眷

恋。无论我身在何处，那端午的香气，总会

萦绕在我的心头，成为我永远的牵挂。

端午，让我忆起故乡的温暖，让我更

加珍惜与家人的时光。愿每一个端午，都

能让我更加接近那份深沉的思乡之情，更

加坚定我回家的步伐。

如今，我已长大成人，离开了故乡，但

那份对故乡的思念却愈发浓烈。每当端午

佳节来临之际，我总会买上几个粽子，品

尝那熟悉的味道。虽然它们可能没有母亲

包得那么完美，但那份乡愁却是同样深沉

而浓烈。

粽子飘香四溢，乡愁深深铭刻在心。或

许，这就是端午的独特意义所在。它不仅仅

是一个节日的庆祝，更是一种情感的传承和

延续。无论我走到哪里，那份对故乡的思念

和眷恋都会如影随形，永不褪色。

端午粽情，乡愁难忘梅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