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铁铸的巨狮，呼吸着河北

人的骄傲，活跃在民谣里：“沧州狮

子景州塔，正定府的大菩萨。”铁狮

子不只属于河北。神州风物，华夏

国宝，总讲到它。不管曾否谋面，它

的庞然吼姿，它的风雨铁色，都在每

个传说它的人心中敷演着故事。

老远跑去看它，就是要走进腹

稿早已成熟的故事中。

铁狮子并不睬来访者。它踞

两米高台之上，昂首向远，只管它

的千年一吼，那诞生于公元九百

五十三年的长吼。这一吼，由四十

吨黑铁铸就。这一吼，

成就了世界冶金史上先

拔头筹的壮举。农耕时

代的工匠们，变魔术似

地，干了工业时代的活

计。没有高炉厂房，没

有连铸设备，有的只是

能够创造奇迹的聪明。

巨大的泥模，是分

节垒范成型的。迸着金

星的铁水，一锅又一锅

地浇上去，灌进去。那

一刻，将金属块熔为桔

色浆汁的人，抬着火擎

着火驱着火追着火的

人，吆喝着指挥着将火

汇为不歇倾泉的人，同

声呼唤的是流动，流动，

火的流动，铁的流动。

篑土堆山，将只言片语

挥洒为鸿篇巨制，全靠

这流动。铁水就范前的

凝滞，毁掉那朴素泥土中包裹着的

辉煌，是极容易的事。而人们，到

底还是有办法调动铁的火的灵性，

去充充实实地填满铸模，去凸现狮

的每一根毛发、每一个花纹。砂眼

不多，气孔也少，完美的成功。

从此，那火热的时刻冷却为永

恒，于凝定中飞扬着流畅的韵律。

形之于铁的雕塑的艺术，雄狮高五

米半，披了绣花障泥，驮了仰莲圆

盆，若奔突若怒吼的样子，栩栩如

生。它中空的腹腔还铸满了《金刚

经》——当明代的北京人第一次撞

响铸着经文的永乐大钟，说一句敲

钟声如诵经声的时候，其实已经晚

了“锦心绣口”的沧州狮几百年。

铁狮开始做沧州的荣誉居民，

以它的风采。

中国本无狮。张骞通西域，通

来胡瓜、葡萄与石榴，也通来了狮

子。汉代人视其为神物，《后汉书》

一概记为“师子”，后来才配“犭”作

偏旁。历代雕狮铸狮多多，装饰趣

味渐占上风，使得想象中神兽的凶

悍，又在想象中慢慢地消融掉了。

大狮小狮，

变成太师

少师的符号。分等级的社会，甚至

规定出石狮、铁狮、铜铸鎏金狮头

上发卷疙瘩——螺髻的数目，一品

官员府第门前石狮可雕螺髻十三

个，一品官阶之下依级递减，七品

以下门前摆石狮就是僭越的罪过

了。踩着绣球的、逗着幼崽的石

狮，双双把门，更像司礼迎宾的角

色。狮性退化，几乎成了狮子狗

儿。沧州狮则不然。它葆着兽王

本色，不蹲不坐，行姿动态似乎还

在渴望百米冲刺，逐鹿猎狐。它不

故作三缄其口的深沉状，仍那般敢

怒敢吼。它不屑为一

门一户看家护院，志

在镇守一方的平安。

来 到 它 面 前 的 人 会

说，伴铁狮子阅古历

今，是沧州人的群体

意识。

铁狮做沧州的荣

誉居民，自有它的神奇。

汉明帝梦金佛，

梦来了洛阳白马寺前

驮经卷的白马，也梦

来了普贤、文殊二菩

萨。普贤驭象，在普

贤的道场峨眉山，“象

池夜月”成了胜景。文

殊骑狮，五台山的文殊

寺俗称“狮子窝”。文殊

最大的坐骑在哪里？

在沧州。沧州因此分

享了五台山——文殊

菩萨道场的灵光。当

初的寺庙已无，寺前铁狮仍在，狮

的 传 说 仍 在 。 铁 狮 名 叫“ 镇 海

吼”。相传，当年海龙兴风作浪，

水淹村庄，菩萨救苦救难，放出坐

骑，一场昏天黑地的恶斗，狮降

龙，赢得了日朗风清海静。“镇海

吼”的威慑力，能辟邪，能驱恶，那

是百姓们安居乐业的祈愿，借熔

炉泥范代言，铸出的神威。

沧州人珍惜铁狮做这里的荣

誉居民。

因为有了铁狮，此沧州越发区

别于彼沧洲——杜甫诗中“吏情更

觉沧洲远”，那古代隐士的精神家

园。古诗里的沧洲，被虚拟得如同

海上仙山飘渺境。对“乌托邦”的

这一版本，沧州含笑说不。沧州人

直面人生的爱与憎，已然凝为钢筋

铁骨的狮，风风雨雨也难泯灭。生

活中难免有丑恶，有沟沟坎坎，有

英雄落难草料场，但更有林冲的一

把火，有人心向善，有天下太平的

期盼，和属于正义的民心。中国，

河北，沧州把铁狮作为向人类正

义的赠礼，请世界倾听这个城市

的发言。

因为铁狮，沧州城又叫狮子城。

这个标题不是我起的，我是

从铁凝那里偷来的。在前不久

举行的“古县牡丹杯”二〇一一

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颁奖典礼

上，铁凝主席以获奖作家的身份委

托评委会向大家转达了问候和感

谢，并发来贺信。铁凝说：“人们有

时会把写小说称为‘作小说’，但

很少听到有人把写散文说成‘作

散文’。也许散文的不可制作性

确立了它的难度，散文需要智

慧、诚恳、真性情。我是在做人

生的学徒。作为一名写作者，散

文是对我的情怀与文字的终身

磨砺。当我学写散文时，我以为

我是在做人生的学徒。”

这段话确实很精彩。作为

从事散文研究多年，特别是对

铁 凝 散 文 进 行 过 专

门研究的本人，我对

这 段 话 有 着 深 刻 的

理 解 。 关 于 散 文 的

不可制作性，铁凝在

一 九 九 二 年 出 版 的

散文集《草戒指》自

序 中 就 表 述 过 。 我

当时的理解是，散文

的内容要真实，要体

现 自 己 的 真 实 情

感 。 而 经 过 多 年 的

研究，尤其是当自己

也 有 了 一 定 的 散 文

写作经验后，我就越

发 觉 得 铁 凝 所 说 的

“ 散 文 的 不 可 制 作

性”有着先见之明。

因此，我在很多的散

文讲座、座谈中，多

次 提 醒 那 些 热 心 散

文的写作者，千万不

要以为散文好写，更

不 要 以 为 那 是 在 做

作文。

散文不是作文。

作 文 的 重 要 意 义 是

让学生掌握语言，把

一 个 命 题 叙 述 清

楚。作文的高端，才

开 始 涉 及 表 现 手 法

和 思 想 的 挖 掘 。 可

以说，作文的高端是散文的初

始。但我们从大量的散文写作

者写出的作品看，他们大都还停

留在做作文的中高端。我们从

书店中看到的许多的《中学生作

文选》，为什么很少吸引成年人

阅读呢？主要的原因是思想的

浅显和文字的学生腔。至于个

别优秀的作文，即使放到成年人

写的散文里，也不会差到哪里

去。有的还有可能是非常优秀

的散文。

作文和散文还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区别。作文往往是命题

作文，是老师要求必须写的，甚

至规定了字数、时间，属于被动

型；而散文则是作者自愿的自由

的写作，其写作的动因是生活中

的某一个节点被激活，让你不得

不叙述、思考、议论、抒情。没人

给你规定时间、字数，甚至发表

与否都无所谓。前者是从概念

出发，后者是从生活出发。这就

不难理解“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这句经典的文艺语录了。

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当我

看到铁凝说出“我是在做人生的

学徒”这句话，我就感到强烈的

共鸣。对于作家而言，你的创造

再充满想象、智慧，你也不会如

生活给予我们的内容更丰富。所

谓生活，首先要考虑生，人只有拥

有了生命才能很好地活着。活着

需要质量，光能呼吸、吃饭、睡觉，

那不是真正的活着。人只有思想

活着，才算是真正的活着。大千

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有着

对世界发现、思考的本事。谁也

不要说你是造物主，谁也不要说

你对世界早就看透了，在世界、

生活、人生面前，我们永远是微

小的。我很喜欢“学徒”这个词，

人只有想学手艺，才可以找师傅

当学徒。写作很神秘，它的神秘

在 于 我 们 一 直 有 很

多 未 知 。 即 使 你 今

天知道了许多，对于

明天发生什么，我们

仍 然 无法判断。然

而，我们也不能因为

其神秘，就变得无所

适从。如果假设写作

是一门手艺，那我们

就 可 以 找 到 它 的 规

律。我们过去喜欢称

呼 某 人 为 自 己 的 老

师，这个老师其实不

是你发现生活创作作

品的老师，而是带领

你 去 研 究 作 品 创 作

规 律 的 老 师 。 而 你

真正的老师、师傅，

只能是生活，是人生

的悲欢离合。

那么，拜生活为

师，是不是把生活如

实 地 记 录 下 来 就 是

艺术呢？当然不是。

铁凝说，散文的不可

制 作 性 决 定 了 它 的

难 度 ，散 文 需 要 智

慧 、诚 恳 、真 性 情 。

我理解为，作家首先

要尊重生活，然后才

根据自己的眼光、性

情去发现、感觉、体

验生活。在这里，智慧不仅是如

何发现生活的亮色，更重要的是

如何表现生活。如果有人把比

喻、夸张、抒情、描写等看做是文

学的制作性，那就大错特错了。

艺术就是要表现，就是要来源于

生活高于生活。生活没有表现，哪

里还会有艺术。四五十年前，著名戏

剧导演石挥就曾说过：“艺术家要比

人民高一点。”这里说的高一点，并

不是工资待遇、社会地位，而是

指对生活、人生的认识程度。假

如你的认识程度还不如人民群

众，那你这个艺术人民群众肯定不

欢迎。艺术家的创造从来都不是

孤立的，更不是闭门造车、苦思冥

想出来的。聪明的艺术家往往会

从人民群众的智慧中总结集体的

智慧，化成自己的智慧。这种不

断地从我走向我们的转化过程，

就是艺术的不断的创新过程。由

此，也就真正理解铁凝为什么会

说“作为一名写作者，散文是对

我的情怀与文字的终身磨砺”

那 样 的

话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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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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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春时，在书房翻

阅昔日相册，见到四个难友青春

时的遗照。悲楚难耐之际，便有

了这篇文章出炉。

前几年，中秋佳节滞留于南京

时，本想去看看秦淮河的。南京的

友人说，全运会要在南京开幕，沿

岸正在装修，你在那儿只会看见立

在河边的脚手架。于是，我在八月

十五的黄昏时分，与友人登上了长

江之畔的燕子矶。之所以我们选

择了黄昏，而不是早晨——我希望

在那儿能看上一眼明月照长江的

风景，以不负一年一度的中秋。

昔日，我从重庆朝天门登船

沿长江而下时，在客轮上曾为南

京的燕子矶而动容。燕子矶不算

高，它三面临水，一边靠岸，像兀立

于江边的一个石岛；其石岛中间凹

陷两边上扬，状若一只展翅欲飞的

飞燕，故而得名燕子矶。它在万里

长江上有“第一矶”之美称，因而当

客船驶过此矶石时，船上旅客无

不跷首相望。当时我就立下宏

愿，如有机会在南京驻足，当去秦

淮河和燕子矶访古抒怀——因为

史书中记载：康熙、亁隆在巡视江

南时，都曾在这儿放舟戏水；诗仙

李白留下误把南京燕子矶下的长

江当成酒泉之传说。传说中的李

白，在燕子矶醉酒之时，要跳进长

江中扚酒，被共饮的友人拉住了衣

襟。从此，李白饮酒时坐着的那块

石头，得名“酒樽石”。

可是当黄昏时分，我们攀登上

矶石时，这种孟浪情怀却被一扫而

光。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块高高的

石碑耸立矶石之畔。走近碑前一

看，这是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的纪

念碑，碑前摆放着后人缅怀前人、

追思历史的各色鲜花。历史记载：

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十三日，日本

攻占南京之后，开始了血腥的屠

城。在三十多万死难者中间，有五

万多个冤魂死于燕子矶下。当时，

这些如惊弓之鸟的平民百姓，想从

燕子矶登船北渡过江，以逃离日本

人的屠城之劫；但没有想到的是，

受到日本江中舰艇的拦截。他们

用机枪疯狂地向这些渡江之舟扫

射，结果是几万国人的鲜血，染红

了燕子矶下滔滔的长江水。

离开大屠杀纪念碑后，我的内

心并没轻松下来——因为我们登

上矶石的另一翼时，又看见一块劝

诫碑。此碑并不太高，但碑文上边

刻着“想一想，死不得”六个扎眼

的大字。友人告诉我，这是我国著

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于上个世纪

二十年代在晓庄师范任教时的题

字。不用友人赘言，我也猜想得出

来：旧中国因贫穷落后，人的生命

轻如草芥，一些人因厌世而寻绝

路，这儿无疑是个不错的地方，只

要登上矶石，闭上双眼身子向后一

仰，便跌入波涛滚滚长江之中了。

真是事与愿违，我本来想来这

儿潇洒一番的，想不到被这两块石

碑搅得七零八落。奈何？这是中

国历史刻在燕子矶上的悲怆影像。

友人见我面色沉郁，忙把我

从醒世碑旁拉开，让我登上矶石

巅峰，波涛滚滚的长江，立刻出现

在我的面前。此时，正值落日西

沉，霞光染红了宽宽的江面，客

轮、游船、挖沙船，捕鱼船，同时穿

梭般地往来于火红的长江之上。

其中最令人心动的，是燕子矶下

一艘供游人游览长江的快艇，正

像脱弦之箭驶向了江心。艇尾留

下长长的水纹，搅碎了映在江水

中的晚霞，艇上两个身穿杏红色

救生衣的年轻人，看见了站在矶

石峰顶上的我们，便挥动起手臂

连连向我们招手致意。待我俩以

手臂回应时，那艘快艇已然沿江

远去，在大大小小的船只中，它如

同一只远飞的小小萤火，跳跃飞

舞于长江之中，直到在它的身影

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

但是当快艇消失之后，那江

心跳跃着的火红晚霞，又如同像

浓郁的血色一般，立刻淹没了我

的心田。之所以如此，那长江中

的血色，让我联想起了昨天登雨

花台时看见的那座烈士纪念碑。

有那么中华巾帼须眉的血肉之

躯，为了缔造新中国前仆后继走

向断头台。加上日本屠城金陵，

南京可以称得上中国都巿中的一

座悲情城巿。这是国人都知道的

事情。还有一些国人并不知道的

悲情往事，也发生在南京：在新中

国成立之后的一九七〇年七月，

当“文革”进入疯狂年代，与我同

在一条大炕上睡过觉，与我同时

修理一个地球的四个老“右”，为

了生计到南京来谋生时，也被当

成反革命枪毙于南京了。他们的

名字是：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

陆鲁山，昔日他们分别来自北京

燕京大学、北京轻工业学院、武汉

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但在一九

七〇年的南京，却成了飘渺于天

际的冤魂。虽然到了一九八〇
年，一纸告示宣布为错判，但人已

然不能死而复生，而化作中国历

史长河中的一个浪花……

古人留下“见景生情”这句古

语，真是千真万确。昨天，我与南

京文学界的友人陈辽、赵本夫、徐

兆淮、毕飞宇，欢聚于江宁的翠屏

山宾馆时，还沉溺于畅饮之中；今

天燕子矶上的两块历史碑石，让我

全然没了游兴，如同一个陷入人生

迷宫的行者，久久找不到迷宫的出

口。陪同我来燕子矶的友人，听我

讲述了四个难友的往事之后，也被

我的心绪所感染，他匆匆到花店里

买回来几束鲜花，有红色的玫瑰，

有白色的百合……他说：“中国这

棵参天大树，它每个的成长年轮

中都蕴藏着英灵的形影；让“ 我

们”在这中秋佳节，用鲜花祭祀我

们远古和近代的英魂吧！”我们没

有把鲜花置于历史纪念碑前，而

是登上了燕子矶的制高点，站在

古代诗仙李白醉饮的石樽上，让一

束束鲜花变成纷飞的花雨，撒向了

滚滚东流的

长江……

曹禺先生仿佛就是为戏剧而

生，从看戏、演戏、导戏到写戏，终

其一生，无怨无悔。他的四幕悲剧

《雷雨》一直享有盛誉，无论过去还

是现在，《雷雨》都以其惊人的艺术

生命力活跃在中国舞台上。

在《雷雨》描写的人物中，如果

说有哪一个人深深地震撼了我，我

想那就是蘩漪。蘩漪的突出个性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对蘩漪

的爱恨有着自己的理解——

初读《雷雨》，让我觉得蘩漪

是一个乖戾不驯、不道德的女人。

身为资产阶级的太太，蘩漪

美丽、多情、任性。她在丑陋、混

乱、沉闷的周家生活了十八年，耐

不住内心的孤独、精神的寂寞，爱

上了从乡下来到周公馆的周萍，

并且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份——身

为周萍的继母，把自己的真情、性

命、名誉等等一切统统交到了周

萍手上。尽管她与周萍的爱情生

活是在一种极不舒畅的环境中，

不能充分享受属于他们自己的真

爱，然而她却满足了。可是就连

这样的生活她也不可能永远拥

有，周萍要离开她，摆脱她，这对

蘩漪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周萍

的出现，在她死水般的生活里吹

开了荡漾的波澜，所以她时而敛

声息气，时而疯狂爆发，还有她

那畸形的爱情、欲望的冲动，都裹

挟着一种闪电雷鸣般的突发性和

猛烈性。

再读《雷雨》，我却感到自己

以上的观点有些片面，或者说对

曹禺先生塑造的蘩漪这一形象认

识得不全面。毕竟，蘩漪是一位

新旧结合的人物，按剧中的提示，

她是一位“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

旧式女人”，这对于认识这个人物

的所作所为十分重要。正因为如

此，她才既渴望自由的爱情，又无

力摆脱家庭的牢笼，甘愿受周朴

园的凌辱。蘩漪虽然是周朴园明

媒正娶的妻子，但只是他的第三

任妻子（第一任是侍萍，第二任是

赶走侍萍后娶的名门小姐），两人

只 有 夫 妻 之 份 ，并 没 有 夫 妻 之

情。我们也可以看到，蘩漪之所

以像几乎所有的大宅院中的姨太

太一样阴差阳错地爱上了丈夫前

妻生的大少爷，并不是因为她天

生的变态，而是环境所迫，在她平

时接触的人中，无人可爱。我觉

得蘩漪嫁给了周朴园，自己生活

的悲剧就开始了，而她从来就没

打算走出这样的家庭，这注定她

必将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

蘩漪上过私塾，又“ 受过一

点新的教育”，这不仅使她具有

了一定的文化水平，也丰富了她

的感情，开阔了她的精神世界，

更重要的是使她具有了较易接

受新事物、新思想的条件。蘩漪

没有自由却渴望自由，生活单调

却憧憬美好。对自己想要的生

活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时，她绝不

放弃自己的努力。为此她不惜

一切代价，甚至可以违心地把自

己置于极端屈辱的地位——要

求周萍把她带走，甚至日后可以

叫四凤一起来住。从中我们不

难理解，为什么当她看到周冲眼

睁睁看着四凤要与周萍离家出

走而毫无行动时，她会歇斯底里

地骂自己的儿子。

蘩漪在周宅这座牢狱里是个

受囚禁者，其外表哀怨乖戾，然而

在心底却涌动着炽热的暗流，一

刻 都 没 有 停 止 过 对 自 由 的 追

求。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

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

做一次困兽的斗”。当生活的大

门给蘩漪打开一丝混沌的希望

后，又毫不迟疑地关闭时，她不顾

一切地反抗周朴园，客观上反抗

那以双倍的力量迫压自己的封建

传统及礼教。

虽然蘩漪对周朴园的反抗，

带有个性解放思想跟封建专制斗

争的性质，具有较积极的社会意

义，可是蘩漪性格中的封建性，使

她的反抗不得不带有旧式女人的

痕迹，具有软弱无力的特点。她

渴望挣脱专制社会的牢笼，却又

不得不屈从于这个社会，始终在

矛盾与痛苦中无望地挣扎。作为

周公馆的叛逆者，蘩漪的反抗是

畸形的，病态的，把个人解放和幸

福自由的希望寄托于软弱的周

萍，而周萍对于蘩漪的感情本就

不足以跟这个世界对抗作战。

“雷雨”的世界，是一个令人

灵魂战栗的世界。曹禺借蘩漪的

口发出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吧的呼喊，以摧毁这个灭绝人性

的社会。笔者认为，发疯是蘩漪

唯一的下场，因为她的性格和当

时的社会是如此格格不入。两个

男人都抛弃了她，而她只是在自

以为是的爱情中毫无头绪地磕

碰。她如一匹执拗的马，毫不犹

疑地踏着艰难的老道。她想重拾

起一堆破碎的梦，救出自己，但这

条路也引到死亡。也许她只有这

个结局，可怜的女人！蘩漪代表

了那个年代里为数不多的敢于追

求自我解放的女性，却生活在一

个封闭、凝固、充满矛盾的畸形环

境中，这种性格与环境的矛盾使

她成为《雷雨》一剧中最“雷雨”式

的人物。

蘩 漪 流 淌 着 心 灵 泪 水 的 宣

言，是现代女性作为“人”的自我

意识觉醒的歌唱。她有自己的思

想，敢于作出自己的决定，即使在

成为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后，仍敢

于冲破封建纲常，大胆追求自己

的爱情。她就是这样一个敢于大

胆释放自己的女性。为了追求自

己的爱情，她抛弃了母性和道德

等一切束缚，体现出身处绝望中

的一种极端反抗。

蘩漪，正是迅急的雷雨，打破

了这个古老、专制封建家庭的死

寂；蘩漪亦是耀眼的闪电，刺破

了漠漠长空的黑暗，折射出不畏

强权、争取自由、宁死拼斗的绚丽

光彩。正是这些，才把她与那些

默默忍受政权、族权、夫权、神权

的一大群妇女区分开来，显出一

丝 耀 眼 的

锋芒。

生命的力量

源于远大的理想

我打点行装

踏上征程去迎接曙光

拨开迷障双眸的雾

信庭漫步徜徉

回首往日

迷茫坎坷梦境彷徨

感激生命的真诚

始终相依亲爱的党

是您无限的关怀

让我重新扬帆远航

牢记您谆谆教诲

不忘您长久期望

一只独飞的孤雁

今又比翼群飞翱翔

重温生活的新意

处处蕴育着迷人的芬芳

构建和谐

尽我力量

祖国富强

我无上荣光

扬帆远航
李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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