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台景，两个人，1 小时 45 分

钟的演出时间，在一间空荡荡的

办公室，为了一个搞笑剧本能够

通过审查上台演出，某喜剧剧团

的编剧不断修改剧本，以迎合国

民 政 府 文 化 审 查 官 的 趣 味 和 要

求。7 天时间里，随着多番的审查

与修改，在和编剧的接触中，审查

官的内心的对峙情绪悄然发生了

颠覆性的变化。这就是北京人艺

近日上演的话剧《喜剧的忧伤》的

大致故事。剧本改编自日本著名

舞台剧《笑之大学》，导演徐昂对

剧本做了本土化的处理，将故事

移植到上世纪 40 年代抗战时期的

重庆。

《笑之大学》刻意选择 7 天来

展示两个人的内心变化，暗合上

帝创造人类世界的时间，也许这

出戏的潜在的语汇即是：艺术拥

有 能 够 创 造 出 一 个 美 丽 新 世 界

的 神 力 。 7 天 时 间 ，从 无 到 有 ，

从 暗 到 明，从 混 沌 到 清 晰，从 虚

空到充实，一点一 点 地 ，人 性 力

量 不 断 发 酵、成 长，冲 破 个 人 内

心 的 限 制，逾 越 时 代 的 藩 篱，从

战 争 年 代 的 幽 暗 中 慢 慢 显 现 出

喜 剧 或 者 说 戏 剧 艺 术 的 光 亮 。

这 点 光 亮 ，烛 照 着 惨 淡 的 现 实

世 界 ，也 烛 照 出 两 个 个 体 灵 魂

的 尊 严 与 高 贵 ，尽 管 这 点 光 亮

抵 不 过 编 剧 注 定 要“ 战 死 沙 场”

的命运。

这出戏的成功，首先归功于

导演对剧作的选择，对戏剧剧本

思想性、文学性资源的敏感捕捉

和 深 度 开 掘 。 从 2001 年 处 女 作

小 剧 场 话 剧《第 一 次 亲 密 接 触》

到 2011 年的首都剧场《喜剧的忧

伤》，10 年之间，北京人艺青年导

演 徐 昂 的 进 步 令 人 赞 叹 。 个 人

认 为 徐 昂 对 戏 剧 文 学 价 值 有 非

常 独 到 的 见 识 与 理 解 。 无 论 是

《动 物 园 的 故 事》还 是《小 镇 畸

人》，两部戏的改编、排演都显示

出了导演对当下戏剧现状、对时

代生活的强烈关注和成功把握，

丝毫没有戏谑与流俗，尽管没有

如《喜 剧 的 忧 伤》这 般 赢 得 社 会

和大众的广泛关注，但是在戏剧

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积攒了不

少 人 气 。 大 家 常 说 优 秀 剧 本 是

一台戏成功的一半，对优秀戏剧

的思想性资源的发现发掘，是一

种 建 立 在 艺 术 实 践 基 础 上 的 艺

术自觉。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

作品最终极意义的竞争，拼的就

是 理 解 力 。 你 对 世 界 的 理 解 达

到什么程度，作品才有可能呈现

到 什 么 程 度 。 大 众 传 播 时 代 的

戏剧，在商业化、娱乐化、大众化

的方面自然无法与电视剧、电影

匹敌，那么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

面 不 断 掘 进，彰 显 戏 剧 最 永 恒、

最直接面对观众的力量，恐怕应

该是中国话剧未来的 一 条 光 明

坦途。

就舞台表现来说，陈道明不

愧为一个天才演员，多年没有在

舞 台 上 演 戏，一 出 手 便“ 晶 晶 然

如 镜 之 新 开 而 冷 光 之 乍 出 于 匣

也”。他所饰演的审查官这个人

物 一 上 台 就 带 有 一 股 子 刚 毅 和

不近人情的神色，全然不同于他

以 前 所 塑 造 的 方 鸿 渐、溥 仪、康

熙 这 样 的 书 生 或 帝 王 的 形 象 。

后 来 观 众 发 现 审 查 官 这 个 人 物

有从军的履历，所以他的表演挂

着审查官这一人物的前史，带着

军 人 气 质 。 此 外 陈 道 明 演 出 了

审查官内心的变化，从出场时漫

不 经 心“ 铁 板 一 块”式 的 审 查 官

到结尾充满感情、热情和激情的

作为个体的一个人，从开始的强

硬 删 除 到 后 来 参 与 剧 本 修 改 再

到 融 进 戏 里 跟 编 剧 一 起 扮 演 角

色，直至最后认识到笑所代表的

价 值 。 而 这 正 是 这 出 戏 的 核 心

所在。另外，陈道明“独眼龙”的

设计也暗藏语汇：始于个人或者

时代目光之昏暗，终于喜剧艺术

之明亮。

何 冰 所 饰 演 的 编 剧 中 规 中

矩，他力图在舞台上展示一种底

层 小 人 物 式 的 聪 明 与 坚 忍 的 状

态，但是他的表演缺乏了某种属

于文人的外柔内刚，甚至是秋菊

式的“驺”，编剧内心对喜剧的近

乎于自虐的坚持、修改、再坚持，

他内心的“这是我一个人的战斗

方式”这股子坚韧和心理支撑没

能被充分演绎，被何冰所表现出

的小人物的圆融、嬉笑的顺从所

掩盖，所以到结尾处编剧对审查

官 讲 出 只 对 他 一 个 人 说 的 那 段

话的时候，感染力很弱。另外编

剧 这 一 人 物 还 是 要 有 一 些 年 代

感的，多一股骨子里的文气才符

合编剧这一强大的灵魂吧，或者

可以参照一下中国上世纪 40 年

代的那么多戏剧团体的编剧、导

演 的 形 象 。 或 许 因 为 陈 道 明气

场强大，我们从整出戏读到更多

的 是 笑 融 化 了 一 颗 坚 硬 的 心 ，

而 编 剧 身 上 所 蕴 藏 的 抗 争 精 神

被 弱 化 了 ，他 以 卵 击 石 的 莫 可

奈 何 以 及 属 于 那 个 时 代 的 忧 伤

也被弱化了。

从整出戏的效果来看，上半

场 有 些 沉 闷 ，下 半 场 又 有 些 匆

促 。 上 半 场 陈 道 明 的 表 现 收 得

过紧，其实可以色彩更鲜明更有

层次。下半场尤其是第 6 天、第

7 天何冰有些过于轻易，应该强

调 出 人 物 的 变 化 。 7 天 之 中 几

番的修改，其间暗藏的人物心理

的微妙变化应该更为明晰、更为

夸 张，依 照 顺 序 着 力 强 调，只 有

这 样 ，结 尾 处 点 题 的 矛 盾 才 能

释 放 巨 大 的 爆 发 力 。 陈 道 明 所

饰 演 的 审 查 官 ，即 作 为 文 化 官

员 的 他，出 于 对 职 业 的 忠 诚，他

再 次 对 编 剧 的 剧 本 给 予“ 不 予

通 过”的 决 定，并 祝 贺 他 能 为 国

而 亡 为 国 捐 躯 ；作 为 一 个 个 体

的 人，他 完 全 被 喜 剧 感 染，满 腔

真 情：你 一 定 要 活 下 来 啊，你 的

剧 本 我 给 你 保 留 ，没 有 演 员 我

来 为 你 演 。 何 冰 所 饰 演 的 编

剧 ，他 不 畏 人 言 ，不 畏 困 难，坚

持 一 个 人 以 喜 剧 的 方 式 斗 争 到

底 ，坚 持 用 艺 术 释 放 我 们 的 心

灵，坚 持“ 普 罗 大 众 无 论 何 时 都

应该拥有笑和美好生活的权利”

这 一 人 道 主 义 理 想 。 从 工 作 关

系这对矛盾中，两人都要服从强

大的时代对人物命运的安排（参

军）和 对 剧 本 的 审 查 行 为（不 予

通过），而作为两个个体的人，他

们在此刻，惺惺相惜，真情流露，

互相致意。

忄

据报载，日前，在北京市文

联主办的“ 让文艺回归心灵：

2011·北京文艺座谈会”上，来

自各艺术门类的近百名专家畅

所欲言，对目前文艺界的种种

怪现状进行了抨击，并就当前

文艺界所面临严重的商业化、

功利化、庸俗化、虚假性等问题

归纳出了三大怪现状，即“文艺

被金钱裹挟，文艺创作躲避现

实，作品成为政绩工程”，皆切

中肯綮，击中要害。

会上，中国传媒

大 学 一 位 教 授 对 赵

本 山 的 批 评 可 谓 火

力十足，他说赵本山

的 作 品 是“ 伪 艺 术 ”

“ 伪 慈 悲”，“ 赵 本 山

说‘我能把全国人民

整笑了，你能吗？’可

是笑是需要分析的，

应 该 是 来 自 艺 术 审

美的笑”，而不是“刺

激 你 的 感 官 获 得 满

足 、养 眼 不 养 心 的

笑”。由于批评的对

象是赵本山，自然引

起 众 人 的 围 观 。 事

出 有 因 ，其 实 ，这 种

批 评 自 去 年 就 开 始

了 。 在 2010 年 举 办

的电视剧《乡村爱情

故 事》研 讨 会 上 ，赵

本 山 受 到 了 该 教 授

的批评，他在发言中

称 赵 本 山 作 品 表 现

的是“ 伪现实”，并直

言其境界不高。赵本

山当场反驳说：“最恨

那些自命不凡、认为自

己有文化的，而实际在

误人子弟的一批所谓

教授。”4 月 12 日，在

《大笑江湖》发布会上，

赵本山也称专家“就是

靠质疑吃饭的”。

“ 艺 术 审 美 的

笑 ”是 什 么 ，可 能 要

从 艺 术 心 理 学 或 喜

剧美学的角度来研究。作为小

众的艺术科学，有时创作者和

研究者之间还真难以沟通，因

为艺术家是很难从超强的舞台

反响中被说服的，也难以理解。

而作为普罗大众，可能从来未接

受过审美心理学的教育，他所认

识的就是直观的爆笑场面以及

扑面而来的喜剧效果。赵本山

臻于化境的演技以及他那批“长

得都有特点”“歪瓜裂枣”般的徒

弟，确实达到了“我本无心说笑

话，谁知笑话逼人来”的功效。

诚然，作为俗文化的代表，

这些东西不被受过专门审美训

练的人看好，并且能在喜剧现

场不苟言笑或就憋着不笑甚而

认为低俗的人从古至今大有人

在 。 而 我 国 戏 剧 从 发 轫 到 成

长，就是和所谓的低俗相伴而

生、相伴而行。从宋时的杂剧

《双斗医》、《眼药酸》一直到清

末地方戏的崛起，打闹取笑、

“舞步趋跄”，也就是走路像小

沈阳那样跌跌撞撞，都是中国

喜剧常用的表演手法。就连元

杂 剧 中 大 师 级 的 人 物 如 关 汉

卿、王实甫等，剧中的粗口也比

比皆是。然而，这并不妨碍其

艺术光辉。而对这种成就的认

可，同代的评论家难以发现或有

这样的高度，能看清楚的都是凤

毛麟角的智者。如对关汉卿的

评价，元代的钟嗣成认为他是

“一空倚傍，自铸伟词”的大师，

但这是同行之间的欣赏，真正

为学界所认同，也还是 20 世纪

初王国维撰写《宋元戏曲史》的

事了。这种“马后炮”

式的评论可见学界对

俗文化的认知是多么

艰难。

赵本山的成就不

必多言，多少年来观

众 对 他 的 赞 赏 是 不

被 专 家 的 评 论 所 左

右的，甚至连央视都

把他当成定海神针，

如果专家不研究，确

实 和 艺 术 现 实 背 道

而驰。

而赵本山也称专

家“就是靠质疑吃饭

的”，也正如中国传媒

大学的这位教授所说

“犯了众怒”。训练有

素、观剧经验颇丰的

专家有异于普通观众

的地方。没有质疑就

没有作品的完善，没

有质疑就难以推动艺

术样式的发展。特别

是当我们放眼世界艺

术舞台的时候，我们

的喜剧作品，其距离

和高水平国外艺术作

品相比还真不是一步

半步之遥。

目前，明星大腕

脾气大，指名道姓说

不得。周立波对同济

大 学 教 授 张 生 的 回

击，可以说是这种现

象的典型代表。好在

周立波还没将其告上

法庭。这让人不由想

起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和沈璟

之间的争执，当两人争论格律

应该服从内容还是在格律的要

求下进行创作时，汤显祖就意

气用事，说就是不按格律去写，

要让天下人全都唱坏嗓子。这

时的他全无大家风度，近乎泼

妇骂街。其实，汤显祖的作品

没那么极端，其《牡丹亭》是传

世之佳作。

当艺人尚未成名时，渴望

评论 家 的 关 注 与 点 评 。 如 上

世纪 20 年代的评剧到上海演

出，人们还认为是低俗的不登

大雅之堂的“蹦蹦戏”，戏剧家

张庚对“ 蹦蹦戏”及白玉霜的

大胆肯定，使十里洋场的观众

为之一振，进而发现了这个北

方 新 兴 剧 种 的 美 。 可 见 艺 术

家 与 文 艺 评 论 家 之 间 是 共 生

共 荣 的 关 系 。 艺 术 家 不 能 随

着名气越大，脾气越大。评论

家也应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对 文 艺 现 实 要 有 扎 实 的 看 法

与评论。

《喜剧的忧伤》：从对峙到融合
范党辉

毛泽东文艺美学研究的新开拓
——评王少青《毛泽东文艺美学编年读本》

杨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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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国 20 世 纪 的 文 艺 理 论

中，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思想占有

十分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它是马

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理论中国化的

最大最重要的成果，对中国革命

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起着指路灯

和武器库的作用。传播和推动这

一理论的创新发展，是中国许多

有担当有作为的文艺理论工作者

终生的学术追求，王少青是其中一

位。身为湖南科技大学的教授，他

较早地进入了毛泽东文艺美学思

想的研究领域，曾发表一批有创见

有影响的有关毛泽东文艺美学思

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并出版了《毛

泽东文艺思想论稿》、《毛泽东文艺

思想当代性探索》等研究性专著，

在国内学界留下自己的足迹。

《毛泽东文艺美学编年读本》

（以下简称《读本》）不仅是对毛泽

东文艺美学活动的编年梳理，而

且其高度的学术和史料价值也丰

富和完善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美学

理论的知识谱系。

《读本》是一部记述毛泽东一生

文艺美学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专业性

编年体著作，它以翔实的文献资料

为依据，做到了史料性和学术性的

统一，避免了罗列事实的窠臼，也超

越了编年体裁的制约，从而在时间

的维度上丰富了历史的内涵。

《读本》中编年的起止时间为

从 1893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诞生

到 1976 年 10 月 6 日“四人帮”的粉

碎。不过，作者在梳理史料时，并

没有局限于毛泽东个人的活动及

经历，而是力图结合中国现代性的

革命历史语境来还原和建构毛泽

东文艺美学思想的谱系。《读本》这

种以史带论和以论证史相结合的

学术视阈不仅是中国古代文论“知

人论世”命题的当下呈现，同时也

是历史、文本、作者等诸多因素的

有机融汇和交互贯通。

作者在《读本》中进行的诸多

努力，真实地呈现了毛泽东在中

国 20 世纪文艺美学理论史上所发

出的历史声音。首先，《读本》把

毛泽东的文艺和美学活动纳入毛

泽东整体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活动

中，并且在还原毛泽东文艺和美

学活动的同时，酌量辑入了毛泽

东有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文

化思想等的史料记载。其次，《读

本》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载，所依据

的著作和版本均为中央权威部门

选编或者研究毛泽东文艺美学思

想领域的权威专家所著的文献资

料，有效确保了《读本》史料的真

确性和权威性。再次，在《读本》

所列出的参考文献里，从出版时

代看，最早的为 1977 年，最近的为

2009 年，而从资料来源来看，从毛

泽东本人著作到其他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著作，再到毛泽东文艺美

学思想当下研究者的权威著述等

都赫然在列。《读本》所依据的材

料不仅相当丰富，同时也大量融

合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

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对史

料的深度挖掘，使《读本》在学术

性、史料性上超越了时间的物理

限制，呈现出历史的深邃感和时

间的厚度。这样的处理在《读本》

中可谓随手拈来，如作者将毛泽

东文艺和美学活动大致划分为 5

个阶段：启蒙期、形成期、成熟期、

曲折发展期、失误调整期，这不仅

吻合毛泽东本人的文艺美学思想

发展的实际，也吻合中国 20 世纪

现代性的历史进程。

此外，使《读本》展现出历史深

度的另一表征在于文本所呈现出

来的现代性意识。立足于现代性

的维度，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所

领导的事业正是中国现代性进程

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作

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以及与中

国文艺美学实际相结合而产生和发

展的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也必然

在总体上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和体

现了中国现代性这一历史和时代主

题。在《读本》中，作者并没有把毛

泽东的文艺和美学活动孤立化，而

是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奋斗

的结果，因此，作者在还原毛泽东

文艺和美学活动的同时，对与此

有 关 的 重 大 历 史 事 件 和 文 坛 大

事，或者其他主要领导人和革命

文艺代表人物的主要言论和相关

活动也进行了选择性辑入。正是

这种处理方式，使得《读本》具有

强烈的现代性表征，具有适应中

国国情的独特的现代性意识。

戏剧导演王晓鹰：应建立娱乐道德观念

文艺创作的恶俗现象在于以谋取经济利益作为驱动力，要解

决这些问题，具体到戏剧艺术，主流戏剧需要更多地强调文化责

任意识，此外，在中国现行的文化政策体系中，政府资源投入和支

持也不可或缺。而民营戏剧则应建立娱乐道德观念，时下“娱乐

戏剧”中掺杂着许多粗劣、低级的演出现象，这样的演出致力于制

作低成本投入、低艺术质量、低道德水准的“三低剧目”，美其名曰

“为生活减压”，其实是为谋票房不择手段。 ——据《光明日报》

学者赵士林：任何时代都不能歌颂西门庆

我觉得社会的底线是真善美。我们可以培养文化氛围，比如让

大家多听听肖邦，多看看冰心。文化市场难为文化人，也锻炼文化

人。能创造出既有市场又有品位的作品，那才叫能耐。我不是让

大家都去听肖邦、看冰心，就是去看看金庸也不错。美国好的商

业大片也是有意义追求的，例如《泰坦尼克号》，片子结尾男主角

把心爱的姑娘托上水面，自己死去了，这就是回归温情和挚爱。还

有《拯救大兵瑞恩》，讲的是英雄主义和生命尊严。文化艺术总要有

一个底线，人类的基本价值要坚守，任何时代都不能歌颂西门庆。

——据《中国青年报》

文艺评论家仲呈祥：某些大导演成了山水装修工

艺术本来就是要追求美的，但现在一味追求营造视听感觉，某些

大导演成了山水装修工，到处去搞景观。我认为，一个民族的生理感

官刺激感过度强化的时候，必定是这个民族的反思能力和痛感衰退

的时候，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一个民族可以用金钱买来各种美味

佳肴，但买不来这个民族健康的文化胃口。 ——据《北京晚报》

话剧《喜剧的忧伤》

数 字 不 仅 是 自 然 科 学 意 义

上的计数符号，还有心理寓意和

文化属性，每个民族都对一些特

殊数字情有独钟，一旦置于文化

语境，便产生附加想象，转换为

另一话语系统，成为具有善恶隶

属和吉凶寓意的符号。

现代人受西方文化影响，认

为 13 是 个 很 不 吉 利 的 数 ，甚 至

在很多电梯显示牌上，12 层一跃

就是 14 层，空缺 13，避之唯恐不

及 。 据 说《最 后 的 晚 餐》共 13

人，其中犹大出卖基督，所以，13

个 数 凑 到 一 起 就 不 吉 利 。 但 在

中国，13 却是个最好的数，鲜明

体现在中国音乐上：古琴 13 徽、

古筝 13 根弦（古制，非改革）、琵

琶 13 品（古制，四项九品）、挫琴

13 根弦、小笙 13 管、《中原音韵》

13 道 辙 、第 一 部 印 刷 的 琵 琶 谱

《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

（又称《李芳园琵琶谱》，成书于

清代）、冀中音乐会流传的古老

套 曲 十 三 套 。 为 什 么 止 于 13？

因 为 先 秦 诞 生 了 13 部 典 籍 ，成

为儒家经典，合称“十三经”。

从 民 俗 角 度 观 察 对 这 一 古

老 的 数 字 崇 尚 习 俗 更 易 理 解 。

民 间 至 今 保 留 着“ 开 锁 ”风 俗 。

孩子从降生始，每年在脖颈上加

挂一把长命锁。缺医少药、死亡

率高的年代，父母希望就此锁住

孩子的命。十二年轮回，身体硬

到小病小灾夺不走的程度，便到

庙里举行“开锁”仪式。从此，步

入成人，进入社会。古老的“ 成

年礼”建立在“属相”划分的十二

年 周 期 上 。 孩 子 的“ 孩 ”，就 是

“ 地支”第一个数“ 子”和最后一

个数“亥”的合体，走出地支十二

个数的轮回，就不是“ 孩子”了。

《礼记·内则》：“十有三年，学乐，

诵诗，舞《勺》；成童（十五岁），舞

《象》，学 射 御 ；二 十 而 冠 ，始 学

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到

了 13 岁 ，就 能“ 束 发 而 就 大 学 ，

学大艺焉，履大节焉”。

再 回 到 音 乐 。 古 琴 上 的 13

颗徽是按音节点，中国人的耳音

就 是 由 13 个 节 点 计 算 出 来 的

“音体系”塑造的。换句话说，中

国 人 脱 口 而 出 的 音 ，都 能 在 13

个徽上找到，无论是陕北的秦腔

还是广东的粤剧，无论是河北的

评剧还是河南的豫剧，那些钢琴

上根本找不到的音，都跳不出 13

个节点。这套精密计算的数字，

在数千年间，格式化了中国人的

耳朵。古琴是所有中国乐器的

定音标准器，确立了中国人的基

本音高概念。典籍上说，13 徽就

是十二个月加一闰月。这话听起

来有点勉强，但权威话语就是如

此，让接受者晓得，这可不是凑

数，是为了将 13 的逻辑“进行到

底”。所以，从正统观念上讲，13

还不像广东人说的“八八”寓意

“发发”，是个很严肃、很正儿八经

的数字，尤其在乐律学方面，“律

度量衡”，可不是闹着玩的。

音乐与数字有天然联系，五

声、六律、七声、八音、九歌、十二

律，这些既是技术术语，也不完全

限于技术领域。十二律是中国人

选择的“音体系”，贯穿音乐史的

始终，与农耕节气划分的十二月，构

成一套关联的循环概念。其实，

先秦诸侯国多采用超过十二律

的“ 音 体 系 ”，但 周 文 化 以 涵 盖

所有现象的逻辑，使数字成为大

一统思想的基本元素。于是，数

字的概括便有了高屋建瓴、提纲

挈 领 的 意 味 ，提 升 到 宇 宙 观 层

面，如同“五行”学说，演化为条

理清晰的世界秩序的规范。

传 统 语 境 中 还 有 很 多 成 串

的 数 ，自 孔 子 把“ 三 十 而 立 ，四

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

顺，七 十 从心所欲不逾矩”连为

一套人生悟道规律，这串数字就

成铁律，让到了年头的人自我调

整。至于“花甲之年、耄耋之年、

期颐百岁”“智齿、垂髫、及笄、髫

龀、弱冠”，与西方把结婚纪年定

为“金婚、银婚、钻石婚”如出一

辙，都是充满诗意的岁月断语。

音 乐 中 还 有 许 多 有 趣 的 数

字 规 律 ，传 统 乐 曲《八 板》定 为

64 板 ，在 音 乐 学 家 的 解 说 中 也

与《易经》六十四卦、“八佾舞于

庭”（64 人）有关，约定俗成的结

构，自然是文化心理的需要。民

间曲名上的数字更是五花八门：

《一 字 箴 言》、《双 声 恨》、《三

台》、《三 宝 赞》、《四 季》、《五

更》、《五句推子》、《五世同堂》、

《八 匹 马》、《八 大 套》、《八 声 甘

州》、《九歌》、《十 样 景》、《十 报

恩》、《千声佛》、《万年欢》。至于

诗 歌 诸 如“ 故 国 三 千 里，深 宫 二

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

前”之 类 的 数 字 罗 列，更 是 充 满

玄机。

数字不是游戏，重大时刻如

果“凑不够数”，会被认为残缺，像

没画圆的圈，暗喻不祥。所以结

婚一定要双日子，吉祥寓意让人

感 到 圆 满 。 表 面 上 年 轻 人 回 避

13、崇洋媚外，真到举行大婚，定

会挑个农历、公历、星期都成双配

对的好日子，决不含糊，骨子里很

中国。心中有数，自然是文化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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