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一部通过学问
与教育、事业与职业、恋爱与婚姻等主题道
出人生“围城”、心灵困境的人生主题曲。而
这四主题中，每一个都有困囚人的心灵、使
人沦陷其中的“无形城堡”。我们除了在其中
勘破人生的“围城”、心灵的桎梏，更重要的
是于此找寻“解围”之道。

《围城》的学问与教育之“围”在于知识
分子难以战胜自欺心理，时常怀着自我抬高
的心态。书中主人公方鸿渐是这种“围城心
理”的主要代表，方鸿渐怀抱理想却又不切
实际、内心矛盾但渴望突破。只是，他在这种
矛盾斗争中，选择的是并非客观地审视现实
和评价自己，也不是以积极的方式提高个人
的自我价值，他选择了自我欺骗的方式——
买个假博士文凭摆脱在学历上的自卑心理。
并且，他对于求学也非抱着单纯的目的，他
曾说：“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
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
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
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由此可
知，他留学并非为了求得真知灼见，而是以
高学历装饰自己，以此提高身价。他用假洋
博士的文凭欺骗自己，这种自我欺骗不仅不
能提高自我身价，反而降低了自我标准。虽
然，这种状况下，他也并不是完全心安理得，
当看到假洋博士韩学愈的文凭，他内心还是
自愧的，这表明他还有知识分子的反省与自
尊，但是这个“围城”并未因他的自尊而拆
解。他和他人，知识分子仍存在标榜——不
明就里的本县两个记者口口声声叫方鸿渐

“方博士”，假洋博士仍然披着“夏娃的树叶”
继续他的“学问”，表里不一的知识分子仍在
继续着他们的“表演”……他们的身心仍在
膨胀。或被人标榜、或看到别人标榜，他们陷
于其中，不将学问作信仰，而是当成了筹码，
最终也束缚了自己。孟德斯鸠曾说：“投机取
巧、专想寻觅做学问的捷径者，最终只能走
进令人失望的死胡同。”对于所有学习者，特
别是像我们正在汲取丰富知识的大学生来
说，求得真学问唯有扎实地学习与求索，如
若仅靠一纸文凭粉饰自己，我们无法达到自
己的高度，更不必说追求更高的目标，只会
走进让自己失望的死胡同，无法“走出去”。

在学问上“突围”，唯有“真”与“实”，这样既
能静心领悟，也能坦然追求。

除了在学问与教育上陷于“围城”，方鸿
渐在事业上也遭遇了自身的困境。

在职业期望与现实的差距中，他的职业
几经变迁：先是在岳父的点金银行安身，然
后被三闾大学聘为副教授，在结婚后又在上
海一家报馆任小职员。虽然一波三折，但是
方鸿渐都没有在这三份工作上做出突出的
成绩，也没有真正激发出工作的热情。相反，
几 番 职 业 的 辗 转 ，他 又 走 进 了 事 业 的“ 围
城”——无法给自己一个准确的职业定位，
而是在此消磨了意志、泯灭了志气。诚然，社
会生活有其阴暗一面，即使是在一个大学，
也有道貌岸然、表里不一、口中教育内心酒
色之徒的校长高松年；有看似随和、内心算
计的假洋博士韩学愈；还有经历官场与政界
风云的汪处厚，也有溜须拍马的势力人物陆
子潇。方鸿渐一方面自视清高，一方面又想
在此谋求发展，这种困境致使他无所作为，
最终也因为这些虚伪知识分子的勾心斗角，
遭受了排挤，离开了他大学教师的岗位。求
职并非容易，方鸿渐在众多职业经历中，虽
经历波折，但也无法与人相处，且自身能力
存在缺陷。当自我职业理想与现实职业情况
存在差别时，我们一方面要认识清楚就业期
望和现实落差的现实状况，一方面也应该正
确地审查自身，是否存在基础不扎实、能力
欠缺、学历不够等问题。在职业“围城”里，我

们需要兼顾自身与现实，完善自身、判定现
实，方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去处。

对于婚姻之“围”，书中几句对话道出了
真谛——《围城》中，赵辛楣约方鸿渐、苏文
纨、董斜川、褚慎明几人在馆子吃饭讨论哲
学时，苏小姐有说到：“法国也有这么一句
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苏
小姐这句话，用一个比喻十分贴切地还原了
婚姻的本相。未曾走进婚姻这座城的人想着
如何进去，而真正走进去的人又得不到期盼
的结果，他们热切的心渐渐冷却、淡漠，遭遇
失望后，往往又想逃离，而你的逃离，城外的
人看不到，你所抱怨的，有可能正是别人歆
羡的。故事开始之时，方鸿渐还没留学，在北
平大学里“第一次经历了男女同学的风味”，
于是“看人家一对对谈情说爱，好不眼红”。
在这种“眼红”的冲动下，他修书一封给父亲
希望解除婚约，可是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
——他首次“冲入围城”失败了。在这之后，
他潜心哲学，得出了“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
是生殖冲动”的偏颇结论。可以看出，方鸿渐
的爱情与婚姻自身的困境也是从这里开始
的。而到了后面，这种困境已演变为一种处
于失望中的自暴自弃。在三闾大学，方鸿渐
与孙柔嘉相识并不久，却迷糊地成了夫妻，
然后陷于生活的琐碎中，变得矛盾不止、口
角不断。方鸿渐盲目地走进爱情，却没有认
真地反思自己，也没有从过往的感情中学习
总结经验，以至于迷失在这种种恋爱与婚姻
关系中，陷于重重围城，成了心灵的囚笼。

方鸿渐的种种围城心理，传达出作者的
哲理思考意蕴，即“对人生对现代人命运富
有哲理的思考”。从中，我们也能反思自我的

“突围之道”，在教育与学问之城、爱情与婚
姻之城、事业与职业之城，我们的目光需兼
顾近与远，不为近处的表象所困，也不被远
处的“风景”所惑。内心从容豁达，找到自我
的定位，也看清现实的境况，在种种困境中
坚定自我的方向，坚守自我的准则，追求自
我的境界，不迷失、不彷徨、不困囚，在社会
的重重干扰中长出一对驰骋心灵的翅膀，飞
出高城，摆脱桎梏，找到自己的天空，不堕入

“方鸿渐式”的虚无与迷茫，可算“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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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四海》的导演是韩寒，抛开年少时的滤镜不说，看到
电影标签是喜剧、爱情、动作，想着会很好看，无论如何也
不至于踩雷踩到“天雷滚滚”。

我到的那场几乎满座。剧情并不复杂，生活在海岛上
的小镇青年吴仁耀热爱机车、喜欢上清纯好看的女孩子
周欢颂。他有自己的少年气，在机车里挥洒着青春，成为
小镇上最出色的摩托赛车手。他的青春悸动，在欢颂清浅
的微笑中，得到回应。不靠谱的老爹带来的成长疼痛感，
似乎也没有那么明显。故事的上半部分，因为有了演员沈
腾、尹正的表演和编剧特意营造的“笑梗”，电影院里还是
响起了几阵笑声。

电影的明显溃散出现在下半场，欢颂的大哥欢歌
意 外 坠 海 离 世 ，留 下 一 大 笔 非 法 债 务 给 妹 妹 。仁 耀 和
欢 颂 来 到 大 城 市 广 州 ，想 依 靠 个 人 奋 斗 还 债 ，并 实 现
自 己 的 梦 想 。两 个 没 有 什 么 特 别 技 能 的 年 轻 人 ，一 开
始 在 大 城 市 经 历 生 活 的 捶 打 ，在 我 们 这 种 中 年 人 看
来，似乎一点也不意外。果然，编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要讲，故事的主线平淡无奇，副线凌乱不堪，无论是失
忆奶奶的亲情线，还是警官与放高利贷者之间的相互
抬 杠 ，都 是 有 头 没 尾 ，再 加 上 演 员 的 表 现 力 并 没 有 多
少 情 感 的 起 伏 ，整 部 电 影 拖 沓 、散 漫 ，看 得 人 昏 昏 欲
睡 。连 我 这 种 对 文 艺 片 包 容 度 非 常 高 的 人 ，都 觉 得 如
此，我赶忙瞧瞧身边一心一意要看喜剧的先生，哦，已
经在座位上睡着了。

临近尾声，以为热血少年要实现梦想的时候，随着
风向突变，仁耀在演唱会上飞跃珠江失败，他赚钱替欢
颂还债的梦想一起破碎；欢颂在去看演唱会的路上，骑
着她攒钱从小偷手上赎回来的摩托车，想给仁耀一个
惊喜，却遇到车祸，“麦琪的礼物”没有送出去。然后，欢
颂去世，仁耀回到了熟悉的海岛小镇，幻想着他和欢颂
一起抓螃蟹的美好时光。再然后，电影院的灯亮了。电
影完了，人们一脸懵逼的散场。儿子问我：“妈妈，这部
电影想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呀？这是一部喜剧吗？”
我竟无言以对。

游离的人生、意外的死亡、无法融入大城市的孤独，
不堪一击的理想……电影传递出的情绪，是失落、忧伤，
是无尽的惆怅。微博上有韩寒的粉丝嘲笑不能接受后半
部分剧情的观众，说喜剧的内核就是悲剧。这说法没错，
但你能不能一开始就讲得明明白白？或者干脆标签为文
艺，爱好文艺片的人也可另外抽个平常的周末来看，各取
所需不好吗？

“小镇青年”一直是韩寒电影中的重要标签。韩寒镜
头下的小镇青年，有着很深的文艺气质，爱摩托、重兄
弟。作为赛车手，韩寒爱汽车、爱摩托，所以摩托成了电
影中一个重要元素，也成为小镇青年的一个标签。作为
一个在小镇成长过的 80 后，我看着电影里的那些高档
机车，没有丝毫的代入感。至少在我年少时，在小镇从
没见过这些机车。多数的小镇是纯朴、乡土的，摩托车
只是风尘仆仆的代步工具，机车故事很难引起小镇青
年的情感共鸣。

有网友说，从电影的角度看《四海》，韩寒的台词有韩
寒语言的风格和标签，青春、文艺、热血、疼痛，但也带着
点年轻人的不切实际，这其实是他写给自己的散文诗；从
赛车的角度来品，韩寒的赛车技术有韩寒电影的画面，但
赛车的画面并不能撑起这部电影的质量，一个电影好坏，
要看的方面太多了。总之，韩寒的闭环就是“韩寒”这个品
牌的商业闭环。

据相关报道，《四海》的票房，在一开始达到顶峰。口
碑的坠崖，是从第一天走出电影院的那批观众开始的。我
想，这既有达不到预期的心理失落感，也有明明是一个悲
剧，非要说成喜剧的被欺骗感，还有故事不走心的鸡肋
感。最终，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电影终究是大众的艺
术，不是一个人的自以为是。

我很喜欢一首
诗中的禅意，一如
王 维 的 诗 ——“ 空
山不见人，但闻人
语响”；我更喜欢生
活的禅意，一如王
波先生的诗——没
有华丽的话语，没
有无病的呻吟，有
的是“缘起性空”的
简单朴实，曲径通
幽，意境深远，满满
的诗意和禅意。

“菩提”一词是
梵 文 Bodhi 的 音
译，意思是觉悟、智
慧，用以指人忽如
睡醒，豁然开悟，突
入彻悟途径，顿悟
真理，达到超凡脱
俗的境界。

我 们 读 一 首
诗，会感到温暖，会微笑，会思索和
感悟到生命的某些意义和态度，让
人充满力量和智慧地去面对人生。
这就是菩提。

翻开王波诗集《心若向阳》的第
一页。我们看到了《向日葵》的坚守：

没有蝴蝶兰矫情
没有含羞草内向
总是抬头仰望天空
把对太阳亘古不变的爱
抒写得明亮大方坦坦荡荡
当成熟果实从沉甸甸的花盘掉

落
它会在土壤中萌动
会把那些永恒向上的梦想
一代接着一代
去执着地追求
每一首诗都有着王波先生对生

活的态度和思索。一如《春笋》调皮
的疯长，《小草》发誓要成为母亲骄
傲的孩子，《南瓜花》期盼的“修成正
果”。

菩提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证
得了最后的光明的自性，也就是达
到了涅槃的程度。涅槃对凡夫来讲
是人死了，实际上就是达到了无上
菩提，《那条毛巾》一诗对涅槃给出
了最朴实的答案。

毛巾的第一世是：
那条崭新漂亮的毛巾
躺在衣柜守候孤独的岁月
毛巾的第二世是：
搏斗着肌肤上的脏东西
抗击着身体上的小水珠
时光在指缝间滴落
毛巾纱线脱落，甚至破洞
毛巾的第三世是：
剪成两截放到阳台
踏上了抹布的革命征程
它不声不响的生命诠释了一切
王波先生对生死还有着更多深

刻的思考，如《假如我走之后……》
《父亲的刀》《外婆的墓碑》……涅槃
不是凤凰的专利，每一个生命都同
样是“不朽的精神丰碑”。

菩提更是一种活在当下的生命
态度。正如《从家到单位的距离》所
写：

长此以往的奔波
有的人会感觉特别麻烦
而我不是
坐城轨尽情品读窗外一瞬而过

的美景
乘汽车闭眼聆听轻音乐放松一

周疲劳
还有《母亲节》与妻子一起去陪

伴母亲的故事，《写给一颗即将脱落
的牙齿》中的那些思考。“珍惜有你
存在的时光”体现了一种活在当下
的生命态度。平凡的人生便是，相信
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我喜欢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的
书《肖申克的救赎》，囚犯安迪的成
功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他用坚
韧完成了人生的大选择。我相信，人
只 要 拥 有 善 良 和 对 光 明 不 懈 的 追
求，就会拥有最有意义的人生。

处处菩提处处诗，这就是王波
的《心若向阳》这本诗集给出的最美
答案。

近日，我看了由央视播出的三十一集连
续剧《经山历海》。这部剧由杨亚洲导演，张
国强、王丽坤主演。这部剧是根据赵德发的
长篇小说《经山海》改编，作为献礼中国共产
党建党百年的优秀电视剧，故事讲述了性格
直爽的市区干部吴小蒿（王丽坤 饰）为梦想
毅然报考楷坡镇副镇长，上任后与经验老到
的镇长贺丰收（张国强 饰）扎根基层一起工
作、努力、奋斗的平凡故事，在收视率和口碑
上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从整体上看，该剧是一部扎根基层、有
血有肉的感人之作。剧中有很多故事场景，
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剧中塑造的真实的基
层乡镇干部和党员的形象鲜活、饱满，不做
作。以真情实感感染观众的内心世界。观看
之后，振奋人心。该剧能深入人心，主要是真
实，充满生活气息。

素材是真实的，是创作团体通过深入基
层、在农村基层采访人物原型的故事，并通
过对人物性格艺术加工，加上植入一个个扶
贫脱贫故事而成的。剧中主人公吴小蒿为人
直爽，因为没有农村基层工作经验。在工作
中，曾闹出不少笑话。但她树立了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实干的精神。在工
作中成长，在实践中成长。最终干出了一番
事业，赢得了领导的信任和群众的认可。贺
丰收是一名有着多年基层工作经历的乡镇
干部，工作能力强，但是有时也存在方法简

单等问题。镇党委副书记李言密因年龄原因
快退休了，刚开始工作拖拉，干事没有魄力
等等，这从侧面也可以看出基层干部工作中
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该剧人物性格鲜明，
但又真实地反映了每个人物的缺点，没有过
高的拔高人物形象，这让观众更能认可。

在剧中，楷坡镇党委、政府根据镇辖村
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各村的扶贫
脱贫方案。例如：落后的石屋村实施异地搬
迁、安澜村实行产业升级、开拓现代化渔业

“海洋牧场”、平湖村打造平湖绿茶产业化生
产等等。扶贫是一场攻坚战。需要无数共产
党人的奋斗。在剧中，我们看到了新时期共
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剧中
讲到，有一回下大雨，石屋村都是危房，吴小
蒿冒险带领群众撤离，但老花鼓却不顾危
险，执意要带走墙上的党旗和奖章，还有一
把小号。大年三十，楷坡镇全体干部冲在平
湖村救火一线，火被扑灭后，周斌书记在现
场给大家上了一堂令人深刻的安全课；楷坡
镇全体干部以镇为家，战斗在抗疫防疫一线
的片断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令我最难忘的一幕是周斌书记患癌逝
世后，全镇召开周斌同志追思会。周斌同志
生前最后对同志们说的话：“我的眼里为什
么总含着泪水，因为我们爱这片土地爱得深
沉……”不但感染了全镇干部群众，也深深
地感动了观众。扶贫是一项光辉事业，需要

无数党员干部的付出。扶贫干部也是人，承
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们从不向人表露。默
默奉献着自己。甚至是透支着自己的身体。

该剧是一部正能量、主旋律的作品，很
有现实意义。真实反映了基层扶贫工作中的
一些问题。例如：吴小蒿初次去石屋村进行摸
底工作，发放了 100份调查问卷。但最后只收
到 4 份。其实，了解民意，通过调查问卷的形
式并没有错，但吴小蒿因忽略了村民文化水
平偏低的现实，导致以问卷了解民意的效果
并不理想。引申到现实工作中，是否也存在这
种事与愿违的现象，的确值得我们反思。

楷坡镇党委召开民主生活会，镇党委书记
要求班子成员讲真话，多提意见。但实际过程
中，班子成员看似提了很多意见，实际上是精
心编造的谎言，变成了变相表扬镇领导。俗话
讲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
于这种变味的民主生活会，唯有性格直爽的吴
小蒿直言批评，我不由得为吴小蒿叫好。讲实
事求是容易，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却需要勇气和
决心。因此，扶贫事业也是离不开实事求是。

毋容置疑，《经山历海》用普通基层干部和
群众的真情实感的人生经历。让观众信服，让
观众感动。正如吴小蒿离开楷坡镇时感人肺腑
的一番话：共产党人的梦想就是希望每个人都
过上好日子，不管是普通党员还是基层干部，
都会坚持着这一梦想，哪怕经山历海，永不放
弃！《经山历海》不愧为一部打动心灵的好剧。

我市编剧高世逢被评为
“戏剧中国”突出贡献者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温琳） 日前，中国戏
剧文学学会开展“戏剧中国”2021 年度表彰活动，我市编
剧高世逢被评为“戏剧中国”2021 年度突出贡献者。

高世逢担任编剧的大型现代花鼓戏《攸州人家》，和
他担任编剧、导演的客家花鼓小戏《黄桃书记》成为中国
戏剧文学学会 2021 年度推荐剧目。

高世逢是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编剧，编剧各类舞
台 作 品 一 百 多 个 ，其 中 作 品 花 鼓 戏《试 官》《鹅 状 元》

《骂鸭》《村主任是我的亲外甥》分别获得国家艺术基
金和省市扶植基金 ，花鼓戏《鹅状元》在光明网展播 ，
客 家 花 鼓 戏《黄 桃 书 记》获 得 湖 南 省 百 团 百 角 株 洲 地
区 最 佳 剧 目 奖 ，客 家 花 鼓 戏《黄 桃 情 缘》获 得 第 六 届
湖 南 艺 术 节“ 三 湘 群 星 ”奖 ，花 鼓 戏《敬 礼》获 得 第 九
届 湖 南 省 残 疾 人 艺 术 节 金 奖 等 ，创 作 歌 曲《2020 最 美
逆行者》《我们是平凡志愿者》《亲亲共产党》《中国军
人 好 儿 郎》《逆 行 的 百 合》《致 敬 逆 行》《美 丽 酒 埠 江》
等 歌 曲 登 上 学 习 强 国 、新 湖 南 、红 网 时 刻 等 平 台 ，并
在全国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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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陷于“围” 不困于“城”
——读《围城》有感 许贤旺

打动心灵的好剧——《经山历海》观后
魏亮

《四海》
他写给自己的散文诗

张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