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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 滚过一个惊雷
□傅彩霞

  《人生海海》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的长
篇力作。“人生海海”是句闽南方言，它的意
思就是“人生像大海一样变幻不定、起落浮
沉，但总还是要好好地活下去”，现已成为人
们相互安慰、勉励的话语。
  麦家无疑是讲故事的高手，这就决定了这
部作品的构思与其他小说迥然有别。这部作品
采用了第一人称、儿童视角、故事套故事的叙
事方式：外层故事是叙述老保长、“我”爷爷、
父亲与小瞎子等，展开的家族利益与荣辱之
争，这些纷争明里暗里都与蒋正南有关；故事
中的故事，即核心层才是主人公虚虚实实、真
假难辨、诡异传奇的人生经历。这种构思无形
中增加了小说的悬疑色彩，吊足了读者的胃
口，激发其强烈的探索欲望。
  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作者则采用了侧面
描写为主、正面描写为辅的艺术手法。能够讲
得清，无需回避与隐晦的，由主人公蒋正南娓
娓道出，如因作战勇敢、战功赫赫，成为国民
党军营长；无师自通成为军医之后，救活军统
女特务并成为其得力干将等。除了主人公这有
限的个人叙事，更多的是通过他人的转述，即
通过“我”爷爷、父亲和老保长、林阿姨的叙
事接力，还原了蒋正南充满传奇色彩、命途多
舛的人生。比如父亲给“我”讲了猫的来历、
蒋正南让我军首长起死回生的神奇医术、起义
后蒋正南遭人算计被首长保下来等。爷爷、父
亲讲的都是可见光的，无损人物形象。接下
来，老保长转述的内容则越来越接近主人公作
为军统特务的生活本质和核心，包括打入日军
内部，为了刺探情报、锄奸等，不惜丧失尊
严；被当做汉奸投入监狱，之后又成为国民党
军医，再后来走上抗美援朝战场等。从上战场
成为英雄，到最后被开除军籍，遣返回家，则
由林阿姨完成了转述，至此，蒋正南的人生轨
迹完整清晰起来。
  蒋正南在文中有两个绰号：上校和太监，
这分别代表着人们对他的
不同态度。前者表示尊
敬，后者是戏谑之语，是
搭建故事框架、推动情节
发展的要素，暗含着其悲
剧命运。他集国民党军
官、军统特务、志愿军英
雄等多重身份于一身，这
是时代的产物。他阳光开
朗，爱猫胜过热爱自己的
生命；他扶危济弱，深受
同村人的拥护与爱戴。他
作为军统特务，深入虎穴，与日军周旋，不惜
牺牲个人的荣辱与尊严。泣血的付出，成为其
一生不敢面对、讳莫如深的耻辱与污点。朝鲜
战场上，他迎着枪林弹雨救死扶伤，屡立战
功，面对爱情只能黯然神伤，选择退出。
  人性的复杂与算计、抉择时的违心与自
保、喜欢偷窥与猎奇的无聊与怪癖，这些人性
的弱点与丑陋，在作品中也都有所揭露与批
判。老保长为了男人脸面，在大庭广众之下言
之凿凿，诋毁上校是太监。“我”爷爷为了自
证儿子及家门清白，与公安做交易，成了告密
者，遭人唾弃。小瞎子出于自私与阴暗心理，
造谣生事，污蔑上校。
  鲁迅先生说过：“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
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对蒋正
南这种有点“缺陷”的英雄，我们要学习小说
中的父亲与林阿姨，对他多一点包容与理解。
这或许也是作家的用意所在。

精巧的构思

演绎另类英雄
□璩存峰

  春天很短，仿佛刚刚鹅黄柳绿，一转
身，百花就铺天盖地绽放了。影片《周处除
三害》宛如晴天霹雳，眼前，滚过一个惊
雷，把夜空照亮，把心灵震醒，感觉整个世
界都在摇摇晃晃。
  影片借用“周处除三害”的历史典故，
伫依苍茫人世间，反省凝望贪嗔痴，为观众
烹饪出一场饕餮盛宴，成为这个春天津津乐
道的话题。一个罪犯击杀帮派大佬、以恶制
恶的故事，情节如此曲折，细节如此精妙，
制作如此用心，隐喻如此巧妙，人性探讨如
此深入，审美反差如此强烈，演员演技如此
爆棚，实属不易。影片里还叠加了诸多哲理
元素，让故事充满张力深度，引发观众对人
生意义的思考。难怪《周处除三害》会异军
突起，风驰电掣，成为爆款电影。
  在佛教里，鸽子、蛇、猪分别代表贪
欲、嗔恨、愚痴，称为“三毒”，即我们日
常讲的贪、嗔、痴。“尊者”林禄和与“香
港仔”许伟强、主角陈桂林，这三名通缉
犯，对应着鸽子、蛇、猪三种动物，是贪嗔
痴的形象具体化。“贪嗔痴是所有烦恼的根
源，这些都是浪费生命的毒害。”所谓除三
害，正是要铲除这些残害心灵的毒瘤，戒除
恶之根源，不再愤怒抱怨、内心焦虑、执着
固执，成为一个内心平静如水、纯净美好的
人。如果人人都能客观理性，明辨善恶是
非，这个世界会比现在的更美好。
  带有小猪图案的粉色手表是奶奶留给陈
桂林的遗物，也是他良知善根尚存的一丝微
光，寓意他具有猪一般的愚钝，只想着扬名
天下。奶奶走后，没有了亲人牵挂，没有了
束缚羁绊，陈桂林肆意妄为起来：“我要干
一票大的，让道上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谁。”
这个最原始、最愚蠢的想法，让他在罪恶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站在了悬崖之上。
  地下医生张贵卿为了说服陈桂林自首，
把自己肺癌晚期的胸片转嫁给他。在排队自
首时，陈桂林看到墙上挂着通缉犯的画像，
自己的画像只排在第三位，还被其他通报遮
挡着，仿佛一念之间，命运就拐了一个弯，
他誓要铲除前两名通缉犯，青史留名。
  “香港仔”手臂上绘有蛇的图案纹身，
具有蛇一般的毒性，性格暴躁，多变残忍，
十恶不赦。十几年来，他一直东躲西藏，却
死死缠绕着小美，还时时处处致人于死地，
哪怕是手下小兄弟，无意露出一个微笑，也
会被他用酒瓶狠砸头部，鲜血直流。
  “尊者”林禄和贪欲最大也最会伪装，
他利用灵修组织，把名利、金钱、美色统统
收入囊中麾下，过着呼风唤雨的奢靡生活。
披着羊皮的狼可恶可恨。信徒们被他的慈善
假象蛊惑，被圣堂传出的歌声吸引，被爱与
善的甜言蜜语引诱，误认为在“新心灵舍”
找到了精神依托与慰藉，在烈火中涅槃重
生，抛弃世俗一切，义无反顾地投入其怀
抱，也一步步走向被精神控制的深渊。
  在现实生活中，像“香港仔”这类暴戾
恣睢的恶人，并不十分可怕，大家会有防备
之心，采取防范措施；像林禄和这种表面一

套背后一套的伪善者，才是真正防不胜防、
吞噬人心的魔鬼。
  影片里，陈桂林枪杀玩弄苍生的“尊
者”和麻木信徒的血腥场面，寓意极深。把
控众生精神及物质的“尊者”，被陈桂林击
毙倒下，信徒们依旧摇头晃脑地唱着歌，
“尊者”的情妇站在他的巨幅彩照下，仿佛
又一个新的权威“尊者”诞生，离开的陈桂
林听到歌声，重返圣堂，给麻木不仁的信徒
一分钟选择离开的权利，继而，大开杀戒，
开始了惊心动魄的杀戮，为“尊者”殉死者
不计其数……
  影片结尾，三害皆除，他们的死都是咎
由自取。相比而言，陈桂林死得富有尊严。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抛弃了痴念，带着人
间的温情奔赴黄泉，吃完最后一餐，一位刑
警上前低声问道：“需要麻醉药吗？”他面
容平静地摇头拒绝，缓缓匍匐在白色垫子
上，仿佛一条被驯服的恶龙，罪恶的灵魂有
了栖息之地，嘴角露出了一抹不易觉察的微
笑，他终于带着最后一点良知，归于真我，
实现了自我救赎，在枪声中走完了一生。
  电影里有许多亮眼细节，过目难忘。每
次行凶前，陈桂林总是提前摘下粉色小猪手
表，唯恐玷污奶奶的遗物，这何尝不是在偷
偷保留善的火种？手表是他身上唯一纯净的
东西，他把这份美好留给了小美。枪决前，
小美为陈桂林刮脸，刮刀严禁进入监狱，刑
警陈灰说情通融，递上准备好的电动剃须
刀，巧妙隐喻陈灰与陈桂林的无言和解。这
些细微之处，彰显了人性的温暖。
  陈桂林既有冷酷无情的一面，也有对于
弱者的同情和关怀。粉色小猪手表隐喻在他
的内心深处，还留有一份良知和道义。电影
在塑造这个反派角色时，没有使用“二分
化”的简单思维模式，让陈桂林复杂立体地
站在观众面前，爱恨交织，欲罢不能。
  如果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剖析
《周处除三害》，那么也可将“三害”对应
“本我、自我与超我”。带有兽性的“香港
仔”是本我，违背道德准则的“尊者”是自
我，逐步内化成长的陈桂林是超我。本我、
自我与超我都会走向毁灭，唯有无我，才会
得到心灵的自由，抵达人生的最高境界。
  任何艺术，没有独立思考的原创性，不
付出艰辛的劳动，就会趋于同质化和扁平
化，绝不会胜出一筹。《周处除三害》没有
搞笑的段子，没有冗长的台词，没有奢华的
场面，没有故意讨好观众，没有无边际的营
销宣发，却具有优秀电影的特质，赢得了广
泛赞誉与良好口碑。以榜样为镜，向优秀看
齐，从来不是一件坏事。
  期盼这一声惊雷，震荡电影人的心灵，
穿越这场暴风骤雨，迎来一个电影的春天。

  电影《周处
除三害》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