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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豪雨果曾这样赞颂欧洲的建筑：巨大石头制

造的波澜壮阔的交响乐。
人类用智慧创造的建筑并非只是材质与用途的浅

俗物件，而是历史承传现实、现实延续历史文明的具象
艺术的再现，是曾经或现在存在着的一个国家或民族
图腾一般传承于世的基石砌垒，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发展与演进的血脉流动。不可想象，没有传世经
典建筑的国度或民族，会缔造助力时代车轮的文明。
欧洲人对这一点似乎早有醒悟，于是对待建筑的理念
近乎于神圣，在建筑工艺方面的智慧与追求让很多国
家望尘莫及。工期长达百年的建筑很常见，历经几个
世纪的也并不少见，有的甚至是承启子孙的世代工程，
就像没有休止符的交响乐，永无竣工之日。由此不难
想象，以如此耐力长久不懈“磨洋工”砌造而成的建筑，
会是何等巧夺天工、美妙绝伦。

由此，我自然联想到了中国古代与现代建筑的“生
存”物象。不管是 7000 年还是 5000 年的文明史，细数
古老中华诸朝遗存的标识性完好建筑又有几处？按照
惯例，君王天子的登基总是以兴建宫殿先行的。如果
这样推算，恐怕中国历朝历代的象征性标识建筑应该
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之一，更何况我们国家幅员辽阔，
民族众多，官吏与官府层层叠叠遍及疆土，附设和附和
朝廷的官方及民间建筑必密若丛林。可事实上，大多
数的历史“建筑”只是考古专家及学者才看得懂的废墟
或是描摹在书卷、画轴上的激发意念想象的辉煌描绘。

为什么会这样？深研细究，原因纷繁复杂，但最主要的是中国沿袭已
久的封建体制所造就的观念意识。古人认为，建筑象征着王权与统治，只
有毁掉这个象征才意味着真正的改朝换代，江山易主。于是，称王者必砸
烂旧王朝的建筑，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精美宏伟的新建筑。如此循环往复，
中华大地更朝迭代几乎都是在废墟中重建，又在硝烟战火中摧毁。因此，
后人所能见证的物化历史，大多也只能是荒草丛生、破砖碎石的废墟、遗
迹，而躲过劫难有幸仅存的也未必都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

也许有人会说，建筑物与食品的保鲜一样，由于材质的不同其耐久寿
命也不尽相同。这一立论无疑是对的，欧洲的建筑一般是用坚硬的石材
建造，而中国的建筑多用木料灰瓦构筑。有如此差异是何故？探究缘由
深浅皆有，从客观角度讲是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本着就地取材、因地制
宜，欧洲便靠山吃山，拆岭凿石；中国则相异，王朝故都大都建在黄土高
原，土层深厚，树木参天，也就顺其方便取泥锯木了。木材与石头相比谁
的寿龄更长是显而易见的，自然所耗的建造时日更是相去甚远。

从另一个层面看，建筑选材的不同也是必然。单说中国，一个帝王诞
生的头等大事有两件，一件是修筑宫殿，一件是建造陵园，这两件事已经
够让人忙活的了，若用石头精工细作，活人也得耗成干尸。想想看，一个
人活在世上不过几十年，如此浩大建筑工程要随王者所需所愿，必争分夺
秒，刻不容缓，于是木材和泥灰成了建筑主体构件的必然选择。这样，自
然少了西方人修造建筑的神圣与从容，在坚硬的石头上弹奏波澜壮阔的
交响乐便如同神话。

建筑是反映社会与时代的直观产物，造相、品质以至其今后命运如
何，究其问题的根本是为谁而建为谁所用。如果我们稍加考量，就会发现
我国遗存下来的古建筑大致分为三类，一类为宫殿、陵墓，一类为庙宇神
殿，一类为民众实用及社会公共建筑。我以为，这三种类型的建筑极具典
型性，第一类是君主帝王为自己而造的建筑，为了自己强权统治世袭相
传，万代千秋，不惜倾国之力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花园、陵墓等皇家建筑，
耗财之巨取料之精规模之大极尽所能，无人匹敌，虽绝对用时的耐久功夫
不及欧洲，却是所辖版图的任何阶层遥不可攀的。

第二类是为神而设的建筑，其物象怎样关乎民族与民众信仰。我认
为，就纯粹建筑艺术而言，庙宇、神殿、石窟等是最具价值与成就的经典。
如四大佛教圣地的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藏传佛教圣地布达拉
宫、道教圣地武当山以及堪称石窟艺术宝库的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
石窟等等，这类建筑数不胜数，较地面的其他建筑保存历史较久较完整。
为什么能够这样？我想是因为人们对神的无限崇拜和敬仰。信徒们在修
造它们时，泥土砖瓦已不纯粹是物质而化作了精神寄托，一笔一刻一雕一
塑都表现出忘我的忠诚及虔诚的祈祷。在为神所造建筑这一点上，无论
是东方还是西方态度都是相同的。但是，欧洲的建筑更强调硬碰硬的具
象艺术表现，凝重、精致、大气磅礴；中国则更多地采用揉搓、描摹的抽象
风格，飘逸、洒脱、如梦似幻。诚然，择取怎样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不同民族
文化所致。说到底，欧洲是费工耗时的重彩油画，中国则是一蹴而就的泼
墨山水。

第三类是为民而修的建筑，其目的是为安居乐业，自然突出庶民百姓
的生产与生活的实用性。如民居、客栈、会馆、戏园、坝渠、路桥等等（实际
上，凡是通过劳动与智慧建造的便民利民设施都属广义建筑范畴）。在我
看来，此类为民建造的古建筑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驻守于四川灌县城西
岷江上游的“都江堰”。这是一项集民族智慧与勤劳创造的伟大水利工
程。古时，由于河道狭窄，岷江从灌县流入成都平原时常常引发洪涝灾
害；而又因玉垒山的阻隔，江水无法东流，故而形成西涝东旱的自然境
况。为治理水患、造福于民，战国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父子，率领当
地民众，特别是汇聚了众多治水经验丰富的人，凿山引水，拦堰导流，
兴建了规模宏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川西平原从此“水旱从人，
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天府”。时隔2000多年，今天的都江堰已不
仅仅是一项变害为利的水利工程，而“以独特的水利建筑艺术创造了与
自然和谐共存的水利形式”，越来越显示出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丰厚内
涵。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建于公元前三世纪，位于四川成都平
原西部的岷江上的都江堰，是中国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
众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惟一留
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2200多年来，至今仍发挥巨
大效益，李冰治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愧为文明世界的伟大杰
作，造福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

我敢说，李冰父子在率众兴建都兴堰时，绝然不会想到后人会以无比
崇敬的心情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如果当时父子二人抱着功利思想，绝然
不会创造出举世叹服的伟大建筑。之所以是真诚为民而建，民族的智慧
与创造才竭力焕发到极至，原本冰冷的建筑才熔铸了温厚的情感、流动的
血脉以及鲜活的灵魂。于是，伟大的建筑托起了筑建者伟岸的身躯，千秋
万代，相映成辉。

北疆秋色（油 画） 阿曼·穆罕诺夫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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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位高校的老师在解读老子三章的
时候，漫谈到八卦，说了一句“八卦无体”。而
具体为什么八卦无体，老师没有细说。作为八
卦之乡的陈州人，我自然很想说一下这八卦
为何无体的问题。

陈州古称宛丘，曾是伏羲部落的都城，也
就是说，伏羲虽是外省人，但他一生中的大部
分时间生活在陈州，并在那座被万亩龙湖包
裹着的小城里，为部落定了一系列的规矩，而
这些规矩在时光流逝中成为一种民俗文化，
可以说陈州人从古到今的生活里到处都弥漫
着人祖伏羲的影子。除了民俗文化部分，人祖
爷手里捧的那个小小的八卦又是中国精英文
化的根，它不但是百家思想之源，也是后世哲
学的根。因为纵观中国哲学史不难发现，凡想
在学术上有大建树者，无不是从八卦研究做
起的，从诸子百家一直到清朝的王夫之与戴
震。原因就是小小的八卦暗藏了一身难以猜
透的玄机和可探空间。

八卦里有两个基本符号，阳爻为“—”，阴
爻为“--”，两个符号的来源，本身就是一个
简笔写意画。而历代易学家用男女生殖器对
它的阐释我个人一直觉得不合理，原因就是
这并不是它们的原象。而它们真正的原象，应

来自于陈州城湖里那一望无际的莲藕，而伏
羲画八卦的“八卦台”恰恰正处在那片碧波荡
漾之中。朱熹在《周易本义》中，一直称阳爻为
干，“干者，健也，阳之性也……经文干字，六
画卦之名也。伏羲仰观俯察，见阴阳有奇耦之
数，故画一奇以象阳，画一耦以象阴。”继而，他
又解释道：“干者茎干也。如木之身。而枝叶所
依以立也。”这就说明，阳爻“—”的生活原形应
是某一植物的干茎。而藕恰与耦同音，从这个

“耦”字来看，这个干应该是藕干，因为藕干是
直的，形同“—”，在水上，能得阳，能见天，又形
同男人的生殖器。于是乎，“干”便与阳、与天、
与男人发生了某种联系，从而又由“男人”类推
出“刚”、“健”。而藕为果，在水下，不得阳，不见
天，为阴，形同一个细腰肥臀的女人，内断，有
育种之效，自然也与女人、与阴、与地，产生了
某种联系。从而又由女人演绎类推出“柔”。

虽然阳爻和阴爻的符号，来源属于实象
取义，或者说它们是实有之“象”的一个简笔
画，可它们一旦形成符号，就不再是实象了，
或者说它们已经被抽象成了我们的审美对
象。原因就是它在生成符号时，被伏羲赋予了
足够多的意义，而这些意义生成的可能，就是
因为藕干和藕与天地、阳阴、男女、刚柔之间
有一定的联系性，从而生成了中国文化中最
主要的两个思维方式：演绎和类比推理。因为
伏羲选择的这个实物——藕，它自身具有演
绎和类比推理的可能，所以它在进入传达阶
段，其实也是进入了虚象传义阶段。再由这两
幅简笔写意画阳爻“—”、阴爻“--”带着它
们的所指义，设成六爻卦，就和中国的复合字
一样，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内环境，也就是“卦
象”。而“卦面”呢？就很像中国的字谜，成了
一个命题。在解卦时，除了三段论和二段论之

外，还讲究飞卦论、互体论、半象论、大象论、
包象论、多卦论，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卦象，通
过象与象之间的内在和外在联系和响应，形
成一个大的符号环境，以象取象，取象生义，
随后进入第二层、第三层……第N层“由体生
象——虚象生义”的类推。

当然这只是八卦无体的表层原因。
因为和中国的汉字一样，八卦从基本的

阴符阳符开始，就进入“由体生象——虚象生
义”的类推过程。正是因为义是由象而生，所
以很多的易经大师在设卦预算时，不用设卦，
便可直接通过存在的境象进行预算。

因为八卦卦体和中国文字的组合模式是
一样的，皆是在类推法的基础上完善起来。而
中国的文字产生却要早于八卦，比如“姓”字，
女生也。我们从这个字的组合，会发现它产生
于母系氏族社会，也就是说，在母系氏族社
会，我们的汉字构成就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
完善的组字模式。而八卦的类比推理演绎的
思维方式，很可能缘于中国文字的组字模式。

这正是我觉得西方语言学不适合中国语
言学的原因，同时也是八卦的魅力点——在
解构与结构的游戏中构成着中国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

八卦无体八卦无体
□孙青瑜

在现代作家中，叶圣陶是一位善
于写“酒”的作家。

譬如，《多收了三五斗》中，那些
满怀希望摇船而来卖米的戴旧毡帽
的朋友被老奸巨猾的米行老板拼命
压价，狠狠敲了一竹杠之后，街边那
些买洋布和玩具的商贩们又百般蛊
惑贩米者的老婆和孩子，如此计谋等
于让他们又白白被宰了一刀！旧毡
帽朋友的腰包很快瘪了下去……他
们只好纷纷划船来到河埠头借酒浇
愁：愤愤不平地说些平时极害怕官府
听见而此刻又不能不发泄的牢骚
话。小说沿着这酒话叙写的笔墨，交
代万般无奈的农民开船回家，然而处
于鱼米之乡的那些因“多收了三五
斗”而仍然受穷的农民，天天都在这
儿上演着同一出卖新米、买洋货和发
牢骚的悲剧！

叶圣陶小说不仅细腻描摹受苦
受难的农民无路可走而借酒浇愁，同
时，他也用喝酒的描写，讽刺和暴露
存在于校园一角的腐朽和糜烂。作者
在43岁那年出版的《四三集》里有篇
叫《席间》的作品，描写一位因纵欲毫
无节制而过早秃顶的中年教授应聘

到某大学执教，临行前，他邀约了几位同行一起猜拳行令。
可是他们在席间的言谈举止却实在令人作呕。众人除了油
腔滑调地大谈麻将技巧以及由此带来的输赢刺激之外，还
尽情交流妙对学校扣薪所耍的种种手腕，除了在金钱上精
于谋划，酒客们更感兴趣的似乎便是女人。

小说写到，当大家的谈锋“一触着男女问题”时，席
间立马便“填充了无限的欢快空气”。此外，当说到被称
为“剿匪”的某人的婚外恋时，众人“笑声的浪花比先前
更高更汹涌了”。再后来，酒喝到更加酣畅的时候，一位
为人特别精明的酒客便诡秘地提出应到往日去过的“老
地方”（即妓院）行“余兴”。心领神会的众人不等这话说
完，就一窝蜂冲出席间，“各人心头痒痒地盼望着另外一
个快乐场面开幕”。

叶圣陶不仅利用酒席描写针砭社会，同时用饮酒场
面解剖自己的内心世界。这表现在被他的挚友茅盾誉为

“扛鼎”之作的长篇小说《倪焕之》的创作中。该小说主人公
倪焕之是一个在许多场景甚至细节中都闪现了作者影子
的人物形象。关于他的饮酒，小说前后就运用了四次笔墨。

第一次饮酒，基于生活矛盾造成的厌教心理，倪焕之
独自到酒馆喝闷酒，而后带着醉意回家，夜间躺在床上一
面偷偷流泪，一面迷惘地诅咒教师生活的无趣，心想自己
就像贞洁的少女违心地嫁给了轻薄浪荡子一般的痛苦。

第二次饮酒，倪焕之刚到水乡小镇的当晚，校长蒋冰
如为他接风，二人志气相投，便开怀畅饮了个痛快淋漓。

第三次饮酒，是在 1927 年大革命前夕，倪焕之和蒋
冰如相会在上海的一家酒店。这时蒋校长对时局感到恐
惧，而倪焕之则对未来充满信心。如此对比描写显示了
倪焕之对革命高潮到来时的高度亢奋。

第四次饮酒，则在“四·一二”大屠杀之后，倪焕之独个
儿在酒店借酒浇愁，却被人误认为是遭“姘头”抛弃之后只
好来这儿喝酒解愁，如此让他更感到生活的悲哀和绝望。

倪焕之的前后四次喝酒，映照出小说主人公一生的
内心世界和奋进历程。叶圣陶之所以用如此反复的描写
来出色刻画人物形象，这不仅和他对我国那具有悠久历
史传统的丰富酒文化的深刻理解有关，同时也与他少年
时代就在账房先生的父亲影响下学会豪饮的生活经历
有关。叶圣陶在早年所写《未厌居习作》中收有一篇名为

《三种船》的短文，内中就记载他儿时从书塾中放学归
来，便常陪父亲到玄妙观前街的老万全酒店去喝酒。照
例父亲喝 12 两，儿子喝 4 两，合起来就是旧时老秤的一
斤。叶圣陶的饮酒习惯就这样慢慢培养起来。后来进中
学时学校成立名为“放社”的文学社团，大家在玩限时作
诗、失败罚酒的“诗钟”游戏时，叶圣陶创作的一首咏物
诗得到众多同学称许，他自己也非常高兴，所以便在该
诗题之下写了“醉泥”二字作为署名。这便成为他的作品
所用的第一个笔名。

最近翻阅文史资料，偶然发现同是文学研究会发起
人之一的郑振铎早年所写散文《宴之趣》，恰好详细抒写
了他与叶圣陶等文坛朋友昔日赴宴饮酒的雅趣。该文
说，“宴之趣，是我们近几年来所常常领略到的，那就是
集合几个无所不谈的朋友，全座没有一个生面孔，在随
意地喝着酒，吃着菜，上天下地地谈着……虽然这些闲
谈都是所屑之至的……我们是时时可以发现许多珠宝
的，大家都互相的受着影响，大家都更进一步了解他的
同伴，大家都可以从那里得到教训与利益。”这段话，或
许从一个侧面有力旁证了叶圣陶小说的饮酒描写之所
以出色的又一内在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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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与河南 4 位作家参加了中国作家代表
团，出席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这次活动
有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事件、情节和细节，但让我记忆
犹新的，是开幕式晚会上郎朗的钢琴演奏和谢幕。

那天晚上，青年钢琴演奏家郎朗带着青春的微笑、
穿着一身黑色翻领西服出现在舞台上，在与上海歌剧院
交响乐团完成了钢琴协奏曲《黄河》后，台下的观众报以
热烈的掌声，台下的观众中有来自全世界的作家和出版
商，还有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和德国总理默克
尔。郎朗对着观众深深地鞠了一躬，鞠躬完毕，郎朗朝
台侧幕后走去。随着他的脚步，台下的掌声非常热烈，
而且越来越高，片刻，郎朗微笑着从幕后出来，走到钢琴
前，坐在琴凳上，全场立即鸦雀无声。于是，郎朗舒展自
如地弹奏了一曲舒曼的《梦幻曲》，音乐厅里流淌起飘逸
柔美、如泣如诉的旋律，尾音如一丝细流，悄悄沁入沙
池，曲子已尽，演奏者的手依然在琴键上端悬着，于是，
音乐在无声中继续，在人们的心灵中继续，直到演奏家
的手落到面前，大家才如大梦初醒似地报以暴风雨般的

掌声。郎朗就在这样的掌声中回到幕后。但是，掌声如
大海浪潮，汹涌起伏，人们的眼睛期待地看向幕后。大
概 5分钟后，郎朗从幕后走出来，就站在离金丝绒大幕
一步远的地方，微笑着朝大家鞠了一躬，便毅然走到幕
后。

观众的掌声更加响亮了，但是，郎朗没有出来。出
来的是主持人，她遗憾地向大家宣布，下一个节目开始。

其实我很想再听郎朗演奏一曲，我也是猛烈鼓掌的
一分子，所以，为郎朗没有再为大家演奏一曲，我每每想
起，都很遗憾。

但是在去年夏天突然到来的时候，我豁然理解了郎
朗。

郑州去年的春天特别短，似乎在一呼一吸之间，人
们就从棉衣过渡到短袖，自然感叹春天的短暂，我便想，
正因为春天短暂而美好，人们才特别怀念，对它的离去
充满惋惜。如果春天一直待在人们身边，人们就会习以
为常，不会感到它的美好，甚至埋怨它的冗长。由此想
到，郎朗在音乐厅，面对中德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广大
观众，如果一味地应了观众的掌声，一曲一曲地弹下去，
人们还会津津有味地听下去吗？人们还会将手掌拍到
发红吗？

肯定不会！
及时谢幕，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境界。
及时谢幕，才有了春夏秋冬，才有了斗转星移，才有

了百花争艳、朝气蓬勃和欣欣向荣。

适斋书话

《法门寺》又叫《双姣缘》，说的是一桩曲折复杂的杀
人案，剧情抄录《京剧小戏考》文字如下：

“书生傅朋偶遇孙玉姣，互生爱慕，傅将玉镯置于
地，使玉姣拾去。事被刘媒婆看见，允为撮合。其子刘彪
知此事后讹诈傅朋，地保刘公道劝解，刘彪怀恨在心，遂
夜入至姣家杀人，又将人头投入地保家朱砂井内。公道
畏惧，打死长工宋兴灭口。此事告至县衙，郿坞县令赵廉
竟将傅朋屈打成招入狱。宋兴之姐巧姣曾与傅朋订有婚
约，乘刘瑾陪同皇太后至法门寺降香时鸣冤告状。刘瑾
命赵廉复审，终于查出实情，斩刘彪与刘公道，并按太后
旨意，将宋巧姣、孙玉姣均配与傅朋。”

全剧有三段重头戏。一是拾玉镯，少女少男一见倾
心，玉镯定情，花旦为主的做工戏；二是庙堂，大太监刘
瑾奉太后御旨，受理宋巧姣的诉状，花脸与小丑的念白
戏；三是朱砂井，县令赵廉复勘命案，老生的唱工戏。三
折都很有名，论好看当数庙堂一折。

在这件命案里，错勘贤愚，造成冤狱的是“自劝儿在
窗前攻读孔圣，一心想做清官高升一品”的县令赵廉；而
明断是非、平反冤案的倒是史家称“肆恶无忌，变乱成
法”的大奸臣刘瑾。因此有人说，刘瑾一生就干过这一件
好事。但此剧妙处不在于写刘瑾“做了”这件好事，而在
于写刘瑾是“怎样”做了这件好事的。

刘瑾出场，自报家门：“自幼净身，侍奉老王爷。老王
爷体宾天之后，扶保幼主正德皇帝登基；明是君臣，暗是
手足的一般。太后老佛爷十分的宠爱，将咱家收为螟蛉

义子三殿下，封为九千岁之职。”正如他贴身小太监贾桂
说的：“这字号够瞧老半天的了。”

宋巧姣为了救未婚夫，冒死犯上，硬闯太后降香的
法门寺，状告父母官。她父亲说：“儿啊，你看銮驾前呼后
拥，这状不告也罢。”惊了銮驾，刘瑾立刻吩咐：“这不是
诚心搅吗？绑出去撕了！”（请注意不是杀了砍了，而是

“撕”了）九千岁一言九鼎，立刻就要执行，幸亏万岁爷的
干妈听到了。老太后难得出宫，心情和畅；又是去寺庙进
香，慈悲在怀，说道：“大佛宝殿岂是杀人之所，看看女子
身旁有状无状。”金口一启，局面顿时改观。刘瑾立刻斥
责贾桂：“这大佛宝殿岂是杀人的所在吗？这是谁的主
意！”待到宋巧姣带状上场，刘瑾安慰她：“上头坐的是太
后老佛爷，有什么话尽管说，不要害怕，有咱家在这儿
哩！”刽子手变成了保护神。太后听了诉状，命令刘瑾审
理：“我儿将此案审明，胜似为娘降香。”刘瑾很觉扫兴：

“只说出得京来，开开眼福，谁知遇到这么档子事，可叫
我怎么办呢？”贾桂说：“旨意，不办不行呀！”两人一合
计，决定把办理此案的郿坞县令赵廉叫来“逗他一逗”；
鼓励宋巧姣有话大胆说，都有咱家哩。两人就这样连审
带玩，玩中审案，先把赵廉奚落个够，这才言归正传：“你
做得好父母官，百姓子民无恩可报，一张纸头可就把你
告下来啦。”三言两语问了大概，限令赵廉三日破案。对
宋巧姣呢，看出太后对她印象好，又摸准了审明此案胜
似降香的指导思想，不仅官司算她赢，还给银子一锭，命
她等候结案，随传随到，来一次给一次。打官司还发财

了。发落完毕，伸个懒腰：“今天可把咱家累坏了。咱家在
宫里哪问过什么官司呀！”后来官司问明，判决更是随
意。两个“姣”得到太后召见的殊荣，一起断给傅朋做老
婆。赵廉还升了官。杀手的妈妈刘媒婆因刘瑾见了讨厌，
差点儿给撕了喂鹰，赵廉大着胆说了句公道话“儿大不
由娘”，刘瑾一听，也就无罪释放。谁说人命关天，其实系
于一线。看这场戏，活脱脱一场猫玩老鼠，想抓就抓，想
放就放，抓了又放，放了再抓，直到奄奄一息，毙于爪下。
宋巧姣和刘媒婆，不过是侥幸逃脱的两只。

封建时代以人治代法治，一代几千年，形成根深蒂
固的思维定势。所以只盼出青天大老爷，不知要求依法办
事。《铡美案》百演不厌，就反映了这种思想，直至今日不
衰，也未可厚非，因为健全完备的法制建立，需要艰苦漫
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再严密的法律，也靠活人
来执行，而人就是良莠不齐、千差万别的。在揭示人治的
荒谬和危险上，像《法门寺》这样尖锐深刻、妙趣横生、富
于艺术魅力的戏，是屈指可数的。它借刘瑾无意间做的一
件好事来刻画这个权奸，比声色俱厉地描绘他残害黎庶
更立体化，更犀利，更叫人毛骨悚然。这个戏的无名作者，
真可佩服。当然，他也可能没想得这么深，只是营造喜剧
效果，歪打而正着了。这就是“形象大于思想”的一例。

此剧对正生扮演的赵廉也毫不客气，对科举制度以
文取士作了生动的讽刺。书读得好不一定有吏治之才。
这在今日也有意义。

刘瑾施了一回仁政。可这仁政后面的戏能瘆死人！

戏台人生戏台人生：：法门寺猫玩老鼠法门寺猫玩老鼠
□戴明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