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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李善德的，靠明算科
考中进士，混迹官场多年，只做了一
个九品小官。多年来，他连住房问题
都没有解决，只能靠香积贷（当时一
种贷款方式）在长安买了一座院子。

就是这样一个最底层的官员，
因偶然机会，被任命为荔枝使，负责
从岭南给杨贵妃采买荔枝。而如何
将千里之外、“一日而色变，二日而
香变，三日而味变”的荔枝运送到长
安，看起来就是一个似乎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

沮丧低沉时，李善德与韩洄、杜
甫交谈，被杜甫所讲的一个老兵在
军阵拼命搏杀最终保全生命的故事
所感动，决定放手一搏，去尝试一下
这个任务。“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
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李
善德说。

之后李善德赶赴岭南，来到荔枝
园，多方请教荔枝保鲜的方法——瓮
装蜡封、隔水隔冰、竹箨固藏、小枝
移植等。他还要同时尝试运送的路
径，毕竟，从岭南到长安，走的不都
是陆路，还要过很多水路，到宿州后
再沿漕运入京，登船到襄阳后转陆
运，走商州道等。

最终，李善德费尽心思、生死时
速般赶在杨贵妃生日前，将总量十
分之一的荔枝运到了长安。

作者调侃道，一将功成万骨枯，
其实一将功成，也是万头皆秃。在
这篇小说里，作者将一个虚构的人
物，通过一系列细节，鲜活地呈现出
来。李善德如何在官场上尔虞我
诈、名利争利的夹缝里，给自己做事

留下一点空间，如何完成骑手、船
夫、地方供应的统筹和调度，如何应
对面对诸如驿站士兵因不能承担压
力而逃跑等突发情况……

一项看似微小实则庞大无比的
工程，就靠着这样一个小小的官员
竭尽全力地推动起来。而这项工程
的终极目标，只是为了博得位于帝
国大厦最顶端的女人嫣然一笑。如
果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那么小说
展示的可能只是对封建政治的一种
讽刺，最多再加一点儿底层小人物
对事业的执着和坚持。缺乏了后面
的内容，小说主题的多样性、复杂性
定会极大的削弱。

完成任务向杨国忠交差时，李
善德作为一个不入流的小官，却斗
胆直言讲述了种种不讲原则、规则
的赋税制度，对果农的压榨，对驿卒
的戕害，遭到了杨国忠的殴打和倾
轧。所幸在另一个朝廷势力较量均
衡中，李善德得以保全生命，被贬官
流放到岭南。

画面一转，一年后，李善德在岭
南姑娘阿僮的荔枝园打工，以赔偿
当时造成的损失。经过的官员老友
赵辛民则告诉他今年不用征用荔枝
了，原因是安禄山攻破潼关，唐玄宗
带着杨贵妃避难蜀中。

小说的地名、官名、器物名包括
食物在内，都经过作者的仔细考证，
给人非常真实的感觉。而最终打动
读者的，还是李善德那种为了某个
不可能完成的目标，不遗余力、殚精
竭力、拼尽全力的干劲和精神。其
实，历史的前进，一方面是靠着决定

方向的大人物，擘画蓝图，规划前
景；另一方面，也靠着无数底层的小
人物夜以继日、宵衣旰食。鲁迅先
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
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
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
中国的脊梁。”

生在现代这个物质高度发达
的年代，有些人却得了空心病。他
们没有目标，没有精神追求，只在
乎眼前的一点快乐，甚至会情感缺
失，眼里没有光，脚下没有力量。
究其原因，在于其生命张力的缺失
或不足。

生命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生
命价值的体现，绝不是一辈子吃了
多少美食，有过多少物质享受，更多
的应该是有精神的追求：对事业的
执着，对技艺、学问的钻研，对陌生
领域的探索，对苦难的挑战，与挫折
的对抗，对不幸的蔑视，对不幸遭遇
的豁达和坦然。生命的价值，绝不
能只看眼前的一点快乐和利益。生
命的广度和厚度，在于自己对长远
目标的规划，对认准目标的坚持，对
梦想的坚守。唯有如此，生命才会
显示出独特的光彩。

或许，空心之病有其药方，那便
是对生命张力的探寻与探索。

【原文】
子曰：“主忠信，

毋友不如己者，过则
勿惮改。”

【译文】
孔子说：“恪守忠

诚信实的要求，不与
道德上不如自己的人
交往，有了过错就不
要怕改正。”

【解析】
本章紧承上一

章，也讲交友问题。此
章的内容属部分重
出，《学而·第一》篇，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
威，学则不固，主忠
信，毋友不如己者，过
则勿惮改。”对此学界
一般有两种观点。一
种认为是错简所至。
持这样观点的以北宋
邢昺为代表，理由是
《论语》成书出自多人
之手，故难免有重复
之嫌。另一种观点则
认为重出是上下文表
述的需要，其论述的
侧重点有所不同。这
样的说法以近代学者
马恒君为代表。比较
来看，我赞成第二种
观点，旨在将交友的
原则和方法讲得更加
完善、准确。忠诚信实
是做人的要务，见贤
思齐、志同道合则是
交友的必备。

《述而·第七》篇
里，夫子曰：“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择其善
者而从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几个人一起

行走，其中一定有值
得我学习的老师。选
取他们的优点，加以
效法；对照他们的缺
点，加以改正。而以这
样的标准与人交往，
时间长了就真的“无
友不如己者”。

另外，夫子的意
思还体现在精神层
面，不与道德上不如
自己的人交往。曾子
说：“君子以文会友，
以友辅仁。”以学问来
交朋友，以朋友来辅
助自己修身进德。既
然是帮助自己的人，
也一定是道德高尚的
人。而“人非圣贤，孰
能无过”，即便有了过
错也不用担心，及时
改错就能回归正途。
夫子曾经与鲁哀公谈
及弟子颜回，说他最
大的优点在于“不迁
怒，不贰过”，即便强
如颜回，也不可能不
犯错。但颜回的厉害
之处在于第一次有了
过错后，就绝不会再
犯第二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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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马伯庸《长安的荔枝》后感
□石永刚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是唐朝
诗人杜牧的诗句，以此讽刺唐明皇为宠幸杨贵妃，动用
驿站等公共设施，将岭南的荔枝飞速运送到长安。而作
者马伯庸，则据这句诗演化成一篇历史小说《长安的荔
枝》。历史小说好写，只需有大体的历史框架，情节完全
可以任意虚构。但好的历史小说难写，要有准确的史
料，要有与现代人思想情感相通的情节设置，甚至还要
有经过考证的历史知识。而这部9万字的小说，在各方
面都有不俗表现。

“

前段时间，导演胡玫发长文谈《红楼
梦之金玉良缘》，相关话题冲上热搜。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景高低各不同。
1000个人心中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同样，1000个人对《红楼梦》等经典也有
各自不同的解读。胡玫接受记者专访称，
她以“爱情与阴谋”作为电影的主旨，以
宝黛钗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以年轻人的
视角展开叙事，希望赋予经典新的生命
力和时代感。

《红楼梦之金玉良缘》上映后，相关
话题冲上热搜，褒扬者有之，嘲讽者也
不在少数，情绪撕裂中，“一黛不如一
黛”的评论更成了“梗”。究竟是不是“一
黛不如一黛”，口水满天也说不出个子

丑寅卯，毕竟你心中的蜜糖，在旁人眼
里或许是砒霜。每个人的阅历不同，价
值判断有别，好不好，还是交给时间衡
量。毕竟，与网友打口水仗也有炒作营
销之嫌吧。

经典翻拍难出彩，经常遭遇滑铁卢
也是常有的事。即便如此，为什么许多
导演还热衷于此呢？内在逻辑很简单，
毕竟经典属于文化大IP，自带流量和粉
丝，在思想、情感上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简而言之，无非就是“翻拍经典”比“创
造经典”要容易得多，也能吸引社会话
题和流量。正因如此，经典的影版、剧
版、网版轮番上演，一些配角单独成片，
个别情节独立成章……林林总总，不一

而足。
经典翻拍是影视制作的一块试金

石，需要从多个维度去考量。遗憾的是，
这么多经典的“新翻杨柳枝”，往往是遭
遇现实的滑铁卢，很多翻拍的作品甚至
被公众认为是对经典的亵渎。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绝对不是浪得
虚名。在公众心目中，1987版的《红楼
梦》是最值得认可的，宝玉、黛玉、宝钗、
王熙凤等角色在挑选时下了很大功夫，
因此剧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剧
组当时为更好地还原社会风貌，顾问团
中除红学家之外，还邀请了建筑学家、
民俗学家。除此之外，为了演好《红楼
梦》，演员们均对著作进行了深入阅读

和分析……经典的成就不是简简单单的
事情。可以说，1987版的《红楼梦》不仅
是精益求精的匠心之作，还先入为主。正
因如此，李少红版的《红楼梦》遭受到不
少批评，而今胡玫的《红楼梦之金玉良
缘》遭遇的境况又何其相似。

在中国影视市场不断繁荣的现在，
经典的翻拍和现代解读也会不断出现。
但是，翻拍经典绝对不是想当然的事情，
需要去除浮躁之心，保持敬畏的态度，必
须贴合原著、尊重历史、符合文化传统和
普遍的审美，否则，即便投资再多、明星
再多、流量再大，也经不起公众的审视，
只会翻拍一部、砸烂一部，这又怎么对得
起那些经典呢？

翻拍经典需要敬畏之心
□樊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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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乐观：

左手文创，右手论语
本报记者 赵改玲

近日，焦作市作协副主席、文化坚守者李乐观

又获得一项荣誉——深圳一知名文化传播公司为其颁

发了“首席文创师”证书。李乐观是我市一家电缆公司

副总，对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也让他从传统文化

里找到了“源头活水”，开辟出一番文化天地——左手

文创，右手论语。他活出了文艺中年男最幸福的样子。

“在心里种下快乐的文化种子

李乐观出生于温县一个书香之
家，爷爷曾是私塾老师，以传统文化

“乐知、达观”之精神，给心爱的孙子
取名乐观。受家庭影响，李乐观打小
就在内心种下了传统文化的种子，尤
其对古典诗词喜爱至深，经年濡染，
浸润其中，乐此不疲。

读初中时，他第一次读到白居易
的《琵琶行》，一下子被惊到了——原
来诗还可以像文章一样写，集叙事、
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杂糅并蓄，融
会贯通。李乐观告诉记者，他太喜欢
这首诗了，尽管老师还没有讲到，自
己已经背会了。那时正值冬夜，朔风
凛冽，飞雪盈天，他独自来到操场上，
忘情地吟诵《琵琶行》。“浔阳江头夜
送客，枫叶获花秋瑟瑟……”完全达
到了忘我的境界，连老师走到他身边
都不知道，竟无意中被学校推荐为

“好学”的典型。正是凭借这分热爱
和执着，李乐观开始了诗词创作，在
其微信朋友圈里，几乎每天都发有原
创诗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李乐
观的诗词也多次荣登《中华诗词》《诗
刊》等“国字号”诗词刊物。

兴趣可以积累，爱好可以沉淀。
李乐观凭借对诗词的潜心钻研，成为
市图书馆、市教育电视台等诗词文化
类节目当仁不让的嘉宾，他的每一次
现场点评，都成为节目亮点，也增加
了比赛的丰富性、含“诗”量。

乐看文创作品爆款不断

传统文化可以加持，李乐观利用
业余时间，在文旅文创行业开辟新阵
地。他开始和深圳一家文化公司合
作，文创作品爆款不断，经他策划的

“全球深商大会·尺八音乐会”还被央
视进行了报道。

几年前，山西第二届旅发大会开
幕式，李乐观的文化创意——大型实
景演出《尧想》，最终变成了现实。该
演出从现代的创意理念出发，以点、
线、面的空间构成方式，最大限度拓
展表演功能，根据剧情的发展和人物
的情感，以华门景区为载体，在不同
区域、不同空间配置专业舞台特效灯
光设备，通过光与影、明与暗的远近
关系，得以全方位、多角度呈现；紧接
着，深圳大学迎新晚会，由李乐观撰
稿的主持词受到校领导的高度赞扬；
深圳市南山区庆祝特区成立40周年
庆典晚会、深圳市非遗文化周、中央
民族乐团上善若水音乐会等，李乐观
的文创作品构思精巧，可圈可点。李
乐观坦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这些文化创意的灵感都
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池活水，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
尽藏也”。正是有了这“源头活水”，
文化创新才永不枯竭。

乐读《论语》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乐之者。”李乐观没有想到，有一天

他会和《论语》结下不解之缘，他主讲
的《论语100问》短视频系列，还被学
习强国全国总平台推广。

李乐观说，孔子用微言大义贯穿
了中华文明的血脉，用一座思想丰碑
奠定了民族的精神与性格。《论语》这
部散发着孔子体温的经典，让自己触
摸到了不一样的时空。在这部经典
里，李乐观读出了先贤的智慧，也读
出了生命的快乐。

李乐观曾在《一辈子，做好一件
事》的文章中写道：星移斗转，万事开
头难。解读经典，绝非想象中那般简
单。既没有学者的加持，更没有专
家、教授的光环，作为一名普通企业
员工，竟敢去触碰《论语》这样的儒学
元典，我的内心也发生过动摇，但挣
扎与彷徨只是一瞬，“学如不及，犹恐
失之”。《论语》的一句话，让他很快坚
定下来。

李乐观利用业余时间解读《论
语》，他发现，解读《论语》不仅是脑力
活，还是个体力活。辨章学术，考镜
源流，校雠群籍，推阐大义，为搜寻那
些年代久远的草蛇灰线，梳理出钩沉
辑佚的典章名物，努力还原孔子生动
鲜活的时代背景、历史价值、谈话语
境以及神情。李乐观每天至少要拿
出两三个小时梳理，有时碰上难解的

章节，久久找不到突破口，也不愿轻
易放弃，冥思苦想，朝夕不忘，不放过
任何蛛丝马迹，以致患上了“魔怔”。

“一天夜里，我梦见了孔子的几个弟
子，兴奋地与他们交流、论辩，那个困
扰多日的难题竟然迎刃而解。我在
睡梦中狂奔、呼喊，被惊醒的妻子以
为我精神出了问题。”李乐观说。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乐此不疲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有朋友
问李乐观，如何处理工作与业余爱好
之间的冲突问题。李乐观说：“我认
为两者并没有直接矛盾，化繁为简，
统筹兼备，合二为一。比如主管营销
工作，便将重要客户邀请至我的‘乐
读论语’群，每天可以隔空对话，既增
进了友谊，又促进了交流，看似解读
经典占用了时间，但客户并没有因为
见面少而感到生疏，市场份额不降反
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

左手文创，右手论语。今年伊
始，受焦作师专文学院邀请，李乐观
开设了“文创产品设计”“论语”等专
业课，让传统文化之风吹进大学校
园。

李乐观致敬经典，也感谢经典，
经典对人的塑造是全方位的、多层次
的，还是打开优秀传统文化之门的一
把金钥匙。从此，便可在广阔的文化
草原上策马飞奔、自由驰骋。孔子
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这个“命”
是时代的赋予，是根植于内心的使
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有

“当仁不让”的使命感，也要有舍我其
谁的责任心，不问结果，努力前行。

左上图 李乐观。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