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秦周游列国，希望凭借自己的才学游

说诸侯，以取卿相，好一展自己的抱负。结

果，在周王和秦王那里，都碰了软钉子，随身

带的金银都花光了，只好灰溜溜地回家。

回到家中，苏秦整理自己的书册，发现一

卷《阴符经》。这是老师鬼谷子临别之时，特

别交给自己，并嘱咐：若是游说失败，不妨精

研阴符，自有所得。当时苏秦沉浸在出师下

山的激动之中，没有细细品砸老师的话。如

今这趟历练，让他心神宁静下来，此刻再想起

老师的话，想起老师当时看自己的眼神，心下

恍然大悟。

心神一定，苏秦一扫颓

态。当下整理好书房，将一

堆书札全部打包起来，塞到

角落里。书桌上，只放了这

卷《阴符经》。他也顾不上腹

中饥饿，跪于桌前，展开书

卷，定睛看去。这卷书到也

不长，短短 300 余字，旁边老

师的注解，却几倍有余。

苏秦一字一句，细细揣

摩，心中激动，不由得浑身打

颤，直至冷汗直流。等到苏

秦从巨大的激动中清醒过来

时，发现妻子正一脸怒色，站

在面前，没有好气地看着他，

冲他抱怨：“叫你吃饭都不出

来，几年时间对家里不理不

睬，那么多钱拿出去，全部糟

蹋没了，你还有理了。快去

吃饭。”

苏秦看着桌前不知道何

时点燃的油灯，再看看窗外，

已经漆黑一团，这一读，竟然

已经深夜时分了。他站起

来，对着妻子作揖道：“都是

我不好，你且再忍耐些时日，

终会有所报答。”妻子根本不

信，但毕竟是自己的丈夫，看着苏秦蓬头垢

面，衣衫褴褛的样子，心中终究是不忍心再说

什么，转身出去了。

自此之后，苏秦蜗居在家，那里也不去，

一门心思就揣摩《阴符经》，静心研读老师的

注解。自己这几年周游列国，所见所闻，都成

了注解使用阴符经的素材。在阴符经的指引

下，列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情形，逐渐清晰起

来。他又假设各种可能性，推演列国国势的

走向，揣摩诸侯的心理，分析他们的利益纠

葛。列国的地理人文、武备、内政方面的优

势、劣势，皆在他的研究琢磨之中。

有次遇到难解之处，他苦思不解，数日均

无寸进，烦闷之下，随手拿过穿竹简的锥子，

不巧就插到了大腿上，一痛一激灵，脑袋瓜子

开窍了，竟然想通透了。他大喜过望。自嘲

道，这到是个好办法。世传苏秦以锥刺股，是

因为疲累瞌睡而不得已为之，那怎么可能，一

个人醉心于一事，何须如此。他完全沉浸于

其中，常常通宵达旦。天下大势，逐渐在他的

脑海中清晰起来。如此，不觉已经一年有余。

这一日清晨，苏秦推开房门，走到院子

中，望着东方刚露出的半轮红日，微微笑道：

“今日起，天下大势，会随我而起伏。”他准备

再次出游。现在就是把家全卖掉，也凑不出

多少钱了。不过，苏秦一点都不着急。

他找来两个弟弟苏代苏厉，给他们讲解

阴符经的道理。他伸出双手，笑着说：“如今，

我看天下大势，如同看自己的

掌纹。这番出游，我势必左右

天下大势。”

苏秦原本学的就是游说之

术，这番闭关修炼，其说服之术

更是炉火纯青。何况苏代苏厉

也不是蠢人。苏秦这番说辞下

来，苏代苏厉马上就拜服了，心

中知道，自家兄长，这次不是在

吹牛。

两个弟弟各自拿出钱，替

苏秦购置了车马服饰随从仆

人，支助哥哥周游列国。苏秦

把《阴符经》和自己的笔记注解

都留下，嘱咐两个弟弟也细心

揣摩。日后必有大用。兄弟三

人郑重道别。

苏秦乘车离开洛阳，他心

中思忖，虽然秦有一统天下之

基础，可是秦王不待见我，我也

就不要再去热脸贴冷屁股。既

然不能去秦国，那就去赵国。

从赵国开始，我行合众之策，联

合六国以抗强秦。

苏秦到了赵国，想求见赵

肃侯。但这时赵肃侯信任自己

的弟弟赵成，任命赵成为相，号

称奉阳君，赵国的事情，基本是奉阳君说了

算。奉阳君出于自己的考虑，非常厌恶列国

来的说客。苏秦花钱托人拜见奉阳君。奉阳

君一听是苏秦，心想，这又是一个口舌之徒，

赵国不欢迎这样的人。他勉强见了苏秦一

面，言辞之间，甚是不屑。

苏秦出来，也不生气。对随从说：“我之

大计，须从赵国开始。可惜现在奉阳君主事，

没有办法见赵肃侯，即便见了，赵肃侯也不会

听我们的。”随从问那怎么办？苏秦笑道：“我

观奉阳君面相，必不久于人世，到时候我们再

来。现在我们去燕国，以我对燕王的了解，他

一定会听我的。”

果然，正如苏秦所料，在燕国，他得到了

燕王的礼遇和重用。他从燕国起步，开始了

他的合纵大计。

假如，我是说假如有一天，

你一觉醒来，忽然发现自己原来

竟然是个盗版，我想，你脸上的

表情绝对不亚于卡夫卡小说《变

形记》中萨姆沙从睡梦中惊醒，

看到自己已变成了一只巨大的

甲虫那样沮丧和惊讶。只是，小

说里的事是虚构的，而盗版的

人，确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

譬如，我——一个在人生赤

道上空转了大半圈的五十岁的

男人，在看到前面的原点在忽隐

忽现时，蓦然回首，发现原来的

我，竟是个赤头赤尾的盗版。说

白了，我的人生，就是个盗版人

生。

不 是 吗 ？ 很 小 的 时 候 ，当

听到别人说，只要爬到高处，就

能走进月亮里。于是在一个一

轮皎月耀人间的夜晚，我哭着

闹着，让无奈的父亲把我扔在

屋顶上，看呀看，可翘首看了半

宿，那圆圆的月亮非但没有靠

近我，反而越走越远。大了点，

大人们说，好好读书，读好书将

来就有白面馍馍吃。于是就读

呀读，读别人读过的书，刷别人

刷 过 的 题 ，听 别 人 听 过 的 故

事。等考上大学了，白面馍馍

是吃上了，可没考上的人照样

也吃起了白面馍馍，甚至吃得

更好。走入社会了，要做一番

事业了，干什么好呢？选来选

去，却很少有人能够选择好最

适合自己的工作。

我 并 没 有 怨 天 尤 人 的 意

思，任何社会都有它存在和运

行 的 合 理 性 。 处 在 同 一 个 时

代，为什么有的人就能取得事

业的成功，而有的人就会失败

或归于平庸呢？这是个体的差

异造成的，通俗点讲，就是人和

人的区别使然。就像我，走的

是别人指点给的路，跟在人身

后一味地复制着别人的脚印，

粘贴着别人的故事，抄袭着不

适合自己的事情。从来就没有

为自己喜欢的事努力过、挣扎

过，也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并

活出自己，一句话，从来就没有

正版地生活过。

我所做过的，不过是把别人

现成的外衣，不加思索地套在了

自己个头很小的躯体上，虽有一

定的观赏性，却极不合身，也很

滑稽。所以，呈现给世人的，就

是一个盗版的我。这样的盗版

生活，注定了自己的一生必然是

碌碌无为。

客 观 上 讲 ，现 实 生 活 的 压

力和社会的浮躁的确增加了我

选择正版人生的难度，可从古

至今，不也有许许多多的人拨

开了云雾和偏见，勇敢地做起

了自己，走上了适合自己的人

生道路，为所有人立起了正版

人生的标杆吗？我为什么就不

去复制他们的精神，而只复制

他们的内容呢？如果社会没有

了他们，没有他们选择了的正

版人生，那充溢社会的活力、创

造和历史车轮的不断向前就无

从谈起。

话说回来了，世界上没有一

个人想做自己的盗版，包括我，

正如卡夫卡小说中萨姆沙不想

变成甲虫一样。有的，只是一些

人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人生是

盗版呢，还是正版。

让有经商头脑并喜欢经商

的人去经商吧，让有从政品质的

人去从政吧，让肯钻研爱学习的

人去当科学家、学者、医生、老

师、律师或裁缝吧，让有艺术天

赋的人去做文学、绘画、书法、音

乐、舞蹈或伞头吧，让每个人都

能在挤挤攘攘的社会中找到自

己合适的位置和应有的归宿吧，

否则，就是有悖常理，就是逼他

们去做自己的盗版。

盗版人生
□ 任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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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吕梁·文明印记⑤

◇爱我吕梁·民间传说⑧

则天庙，位于吕梁市文水县南徐村。该庙

始建于唐代，重建于金皇统五年，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是全国唯一祭祀武则天的祀庙。庙

内现存的一对唐代石狮，对唐陵和武周盛世的

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史料价值。

2011年冬，在南徐村村东地下 14米出土一

对唐代石狮。出土时，两只石狮一南一北，相隔

约 60 米，面东背西，每座通高 4.47 米，重 26 吨，

狮身和底座皆用整块青石雕刻而成，体量宏大，

雕刻精美。这一对狮雕采取蹲式，较为写实。

它头披卷毛、张口扬颈、四爪强劲有力、身躯后

蹲，凛然挺拔，底座四周皆刻有祥云、仙鹤等吉

祥图案,具有典型的唐代石狮特征，也是中国历

代石雕中的巨制。经山西省考古所和多位考古

专家认证，这对石狮属唐代文物，应是安置在武

士 陵墓——昊陵的石狮，是山西现存唐代石

狮中最大的一对，充分显示了大唐帝国的强

盛。这对石狮的出土，第一次以实物的形式佐

证了昊陵的存在。

昊陵，为武则天的父亲武士 的陵墓。公

元 635年，唐高祖驾崩，武士 在悲痛中患病，呕

血而亡，享年 59岁，“遗令归葬文水”，时年十二

岁的武则天护随回乡葬父，这是她第一次回到

故乡。公元 701年，武则天在并州文水的昊陵前

立了一通高大的“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亦

称“攀龙台碑”。据明代《永乐大典》记载，该碑

高 5丈、宽 9尺、厚 3尺，是古今第一大墓碑。全

篇碑文长达 6700余字，由唐代宰相李峤撰文，武

则天的儿子相王李旦书写。攀龙台碑文中，不

仅记载着武氏家族的姓氏起源与籍贯，还详细

地记述了武则天父亲武士 一生的经历。

石狮的出土对昊陵位置的研究有了新的认

识。相关学者推测，昊陵就在南徐村东，北至神

堂会（中舍交界处）南至龙泉北，也正好在龙泉沟

石虎沟之间，东至出土地，而那块史料记载中的

天下第一碑就在南徐村与龙泉村的交界地方。

很久以前，在临县义居寺的山门外

有 5 座牌楼，南、北路口各 1 座，山门前

并列 3座。其中，两座小牌楼内各安放 1
尊石狮子，威猛高大，英气逼人，过往香

客赞不绝口。

传说，在临县三交镇枣圪 村，有户

丁姓家人，世代单传。夫妻年过 30，尚

无子嗣。每逢四时八节，都要到义居寺

烧香拜佛，祈祷许愿。同时，还常做些

修路补桥、接济穷人的善事。

数年之后，丁夫人突然怀孕，终于

生了个胖小子，夫妻感天谢地。到义居

寺香烧次数更多了，佛拜劲头也更足

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

福”。某天，这个“含在嘴里怕化了，捧

在手里掉了”的儿子突然生病了，来势

凶猛，危在旦夕。经多方救治，毫无疗

效，眼看到了命悬一线的地步，夫妻俩

心急如焚。按理如此行好积善的人家，

本不应遭此灾难。邻居们一边安慰，一

边抱怨老天不公。夫妻俩哭得撕心裂

肺，惊动了夜游神。

夜游神走进义居寺，禀报了佛祖。

佛祖道：“哎！此子原本是寺院浇花的

童儿，因生性懒惰，被贬于凡间。殊不

知夫妻俩只知溺爱，不知施教，有违我

佛初衷，故欲追回。”夜游神道：“请看在

夫妻乐善好施的份上，就再给一次机会

吧！不然，世人就会说好人得不到好

报，就会对我佛生出诸多怨愤之情！”佛

祖沉默片刻道：“生而不教，必为后祸！

也罢，我自当设法，但务要使夫妻明白

‘生而不教，不如不生’之道理。”

当晚，夫妻俩做了一个相同的梦：

梦中有一位白发老翁告诉他们，牌楼内

的石狮子能救其子。但儿子病好后，要

劳其筋骨，饿其肌肤，苦其心志，万不可

再溺爱儿子。否则，小命不保。翌日早

晨，夫妻俩跑到石狮前，铺了一张黄表，

烧香上贡，祈告求药。须臾黄表上便有

粉末生成。二人急忙包裹回家，让儿子

服下粉末，儿子三天后大病痊愈。夫妻

俩制了大红匾额，带儿子叩谢石狮子救

命之恩。从此，义居寺周边的人家，每

有病痛，便向石狮子祈告求药，每每灵

验。

话说，这对夫妻只记得石狮子能救

儿子的命，却忘记不能再溺爱儿子的警

告，对儿子更加溺爱了。后来，儿子堕

落为人见人恨的混世魔王，不仅虐待父

母，横行乡里，而且吃喝嫖赌，无恶不

作，将家财糟蹋个净光。夫妻俩只好四

处流浪，客死他乡。后来，儿子在一次

抢劫中杀了人，被官府抓去判了死刑。

行刑之时，儿子依然毫无悔意，还振振

有词大骂父母害了自己。

这 个 故 事 流 传 了 好 多 年 ，其 中 深

意，值得为人父母者深思。

拍摄很成功的一些电视专题片和纪

录片，一个非常显著之处，就是准确和恰

到好处地运用空镜头。这是考量一部片

子艺术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

水墨是国画语言，油画颜料是油画

的语言。摄像机拍出的画面，是电视艺

术的语言，而画面中的空镜头，那是电视

艺术语言中的极品。

正确运用空镜头，在电视艺术中至

关重要。

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句诗出自鲁迅先生的《无题·万家

墨面没蒿莱》：“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

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

听惊雷。”与杜甫诗句“城春草木深”有相

似的意境。我们常说“大象无形”“大象

无声”。那么高大伟岸的大象，怎么能无

形、无声呢？“大象无形”是有意化无意，

大象化无形，就是不要显刻意，不要过分

主张，无形态无框架才能容纳一切形体，

最宏伟的形象就是没有形象。“大象无

声”也即“大音希声”，是一种艺术和美的

最高境界。它是指，最完美的文艺作品

都必须进入道的境界，进入自然朴素而

没有任何人为痕迹的本真境界。也就是

说，大音若无声，大象若无形，直到给人

以无音、无形的感觉，从而，至美的形象

就到了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这也就

是老子“道隐无名”“道可道非常道”和

“道法自然”的思路。在我看来，像，是艺

术的死敌，是最笨拙的手法，空灵才是最

高境界。空，不是没有内容，它不等同于

无，而是更宽泛的内含。我们不妨把它

理解为“无中生有”。而艺术就是无中生

有。综观各类艺术，最显著特点，就是传

达一种情绪。这种情绪传达的方式，不

是告诉，不是一字一句道来，而是一种无

形的流露，一种体验。具体到一部电视

片，在不能和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时候，就

需要使用一些空镜头，这些空镜头的画

面、音乐、节奏等，恰好就是那个主题的

流露，传达。比如，你要表现一个王朝的

更迭、变革，一个家族的衰败、破落，从辉

煌荣耀到坍塌破灭的瞬间情绪，你很难

找到对应的实体电视语言。这种情况

下，用一些夸张后的自然空镜头，比如疾

风、暴雨、黑夜等来过渡，就更能有说服

力，更有一种情绪的共鸣。在这一点上，

我更主张“说出来就不好了”的观点。也

就是说“意会比言传”更有味道。

蛙声十里出山泉

《蛙声十里出山泉》是 1951 年我国

著名画家齐白石为文学家老舍画

的一幅水墨画，作品源于老舍先生

给齐白石的求画信的影印件。老舍先生

的信中其中一句诗便是“蛙声十里出山

泉”。白石老人接到老舍先生送来的诗

句后，用了三天三夜去思量怎么画才能

实现这句诗的意境。现在我们来看这幅

作品，整个画面上，留有大块的空白，即

天和水的地方不着墨色，留出白纸。从

山涧的乱石中泻出一道急流，六只蝌蚪

在急流中摇曳着小尾巴顺流而下。我们

知道，蝌蚪是青蛙的卵变成的，青蛙在交

配前不停地鸣叫，虽然画面上不见一只

青蛙，只有六个小蝌蚪，但从画面上的山

川、河流、蝌蚪中，仿佛能看到在奔腾的

泉水中有青蛙在活动，有“听取蛙声一

片”的意境之美。这种表现方法，使画面

虚 实 相 生 ，形 神 兼 备 。 正 由 于 作 者 对

“时”“空”领域的熟练掌握，才显出一种

空灵之美。也有“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

水”的大美之境。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画

上几只青蛙，那么“蛙声十里”又如何表

达呢？“十里”又要用多长的画卷？白石

老人发挥了大胆的设想，把蝌蚪与青蛙

进行了内在的关联，从而巧妙地构思，表

达了主题，成为中国画中的旷世佳品。

再来看一首唐诗《滁州西涧》中的名

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是唐代大诗人

韦应物的一首著名的诗。韦应物天宝末

年曾在宫廷担任过玄宗的侍卫官。早年

为人任侠，狂放不羁，后来折节读书。滁

州，在今安徽省滁县城西，韦应物时任滁

州刺史。这首诗是描写诗人不得其用的

无奈、忧伤的情怀。诗中表达出诗人独独

喜爱涧边生长的幽草，上有黄鹂在树荫深

处啼鸣。诗人对此似乎不以为意，自有更

重的心思，那就是傍晚下雨潮水涨得更

急，郊野的渡口没有行人，一只渡船横泊

河里。从这样的画面里，我们能看到诗人

在一个幽草丛深、黄鹂鸣叫的景致中，独

自站在滁州西涧，即上马河边，望着急雨

中的潮起潮落，任一只渡船横泊在河中，

风雨飘摇。充分表达出了诗人的忧伤、彷

徨和对自己无所作为的伤悲。这样的处

境与他的性格、才学，形成了大的反差，但

诗人面对这大好的春光，莺歌燕舞的景

色，却怀才不遇，无所作为，虽说是一滁州

刺史，命运却仿佛那急雨中横泊在河里的

一叶小舟，飘摇不定，心神惶惶。

在这首诗里，诗人没有直抒胸意，也

没有铺陈仕途的艰难，而是用“幽草”“黄

鹂”“春潮”“野渡”，寥寥几笔，勾勒出了

一个落魄人的心灵。如果把这首诗用水

墨画表现出来，不就是一个很好的空镜

头吗。试想我们要用摄像机、编辑机来

表现韦应物的这首诗，草是幽草，渡口是

野渡，舟是随风摇曳，水是汹涌澎湃的春

潮，而黄鹂是古代文人特别喜爱并反复

咏唱的一种鸟。最重要的是那个野渡

“无人”，真的无人吗？显然不是。而是

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有一位胸怀大志，

但无法施展才华的官员，忧心重重，苦闷

郁闷，用“野渡无人舟自横”来表达他此

时此刻的心情。只有深刻理解了诗人的

创作背景，理解了诗人的心情，我们才能

运用镜头和画面，把这种意境表现出来，

才 能 从 空 镜 头 的“ 无 人 ”里 ，看 到“ 有

人”。我们常说“诗画同源”，韦应物的

诗，白石老人的画，都为我们在电视片中

运用空镜头，做了一个示范，值得我们认

真体会，深刻理解。

还须弦外有余音

我国著名的漫画大师、散文家丰子

恺先生有两句诗“尝喜小中能

见大，还须弦外有余音”。高度概括

了艺术之美。电视片，作为一种艺术的

呈现，也必须同其它艺术一样，遵循这种

美的规律。电视美学就是要研究如何运

用电视艺术手段，认识和反映现实的规

律问题。电视语言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表现技巧和手法，而在这其中，空镜

头的应用，掌握起来难度是比较大的，需

要有相应的美学基础和艺术理论的支

撑。语言学中有一个术语，叫“语言构

拟”，空镜头就是一种“内心语言构拟”。

在一部电视片中，可以写实的东西当然

很多，比如对话、事件等，但那些抽象的

东西、情绪的东西，又怎么表现呢？我们

不妨把“通感”这种审美活动，引入电视

片的创作中。

实践证明，在日常的生活中，每个人

都可以使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

各种感觉都产生美感。准确地运用通

感，可以“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宋代诗

人梅圣俞语）。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密斯·

凡·德罗有句名言“少即是多”。我说：空

不是无。在我们的中国画中有“计白”一

说，画面上常常留有一定的素白之纸，这

“素白”处，并非无物可画的缺空，而是

“计白为墨”，墨出形、白藏象。即所谓

“ 无 画 处 皆 成 妙 镜 ”（清 人 笪 重 光《画

筌》）。这在书法作品中，也有一致的“留

白”现象，有的笔画看着是断开了，实际

上在气势上还连贯着。

再比如，中国的传统戏剧，一个显著

的特点就是“虚实相生”，老艺人说过：

“戏曲的布景是在演员身上”。演员手中

摇一支木浆，就表示在江河之上荡舟而

行；舞台上放一张桌子两条凳子，就表示

一个房间。这就是所谓的“藏境”，用宋

人欧阳修《六一诗话》中所引梅圣俞的说

法，即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或如清

人叶燮所说：“言在此而意在彼”。这就

在艺术知觉中形成了一种艺术审美的推

理符号系统，从而完成了一次审美的过

程。这些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和知识，

都为我们年轻的电视艺术，提供了宝贵

的借鉴经验。

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说：“无，这个

字是那么高超、那么伟大”“却千万不要

把‘无’当成是‘虚无’的无或‘有无’的

无”。因此，在创作电视艺术片中，我们

也一定要参透“空镜头”的这个“空”字，

真正使我们的每个“空镜头”都有无形之

“形”和无声之韵。

昊陵石狮昊陵石狮
□ 韩 鹰

石 狮 显 灵
□ 解德辉

三川河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题都城南庄题都城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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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冬出土的一对
唐代石狮。出
土时，两只石
狮一南一北，
相 隔 约 60
米，面东背西，
每 座 通 高
4.47 米 ，重
26吨，狮身和
底座皆用整块
青 石 雕 刻 而
成，体量宏大，
雕刻精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