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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驰：
干净的灵魂一直在努力

肖斌

2022 年 6 月 22 日，是周星驰 60 岁生日。在网络跟帖

中我跟了一句：“星爷，生日快乐！”

周星驰的电影我全部看过，很多片子不止看一次，

要是再看，还是能从头看到尾。《大话西游》是 1994 年拍

摄、1995 年上映的，当时我完全不知，没有任何渠道和消

息告诉我有这部伟大的作品，哪怕当时我同学在田心开

了录像厅，他都不知道《大话西游》。2000 年我离开株洲

到异地工作，陌生的异地生活使人难受至极，老想回株

洲，可是回株难呐。有次回来，我在南大门小商品市场买

了几张盗版碟，其中有《大话西游》，这时候我对《大话西

游》完全未知，只是因为它有周星驰才买的。带着碟回到

异地，晚上一看就没忍住，看完一遍再看，流着眼泪到天

亮。后来告诉同事，他们晚上纷纷跑到我屋里来看，欢笑

时一屋子的笑声，打破了冰冷黑暗，伤心时因为众人在

场，都忍着，但我还是看到很多人笑得湿了眼睛。

2022 年 6 月女儿中考，女儿若无其事，我却寝食难

安。网络上看到《美人鱼》的片段，马上找到电影来看，没

想到又是从头到尾看完。这是第几次看《美人鱼》我也不

记得了，美的时候很美，难过的时候很难过。这虽然不是

周星驰演的，但邓超演得也很好，你看邓超，他和林允吃

鸡时，大老板骨子里的小人物性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周

星驰的角色就像普通的你和我，生活在市井，混迹于底

层，渴望通过奋斗和努力咸鱼定翻身。

周星驰电影中有个数字被经常提到：“9527”。《唐伯

虎点秋香》中，唐伯虎到华府当管家，他的代号是 9527。

《逃学威龙》中，周星驰行动的代号是 9527。有人给了解

释，说 9527 是“救我爱妻”的意思。也有人说 95 是《大话

西游》1995 年上映、27 是周星驰与女友罗慧娟分手时，

罗慧娟是 27岁。这都有可能。

看过很多人评价周星驰，王晶说，30 年之内喜剧电

影没人能够超越周星驰；刘德华，说周星驰是他的偶像；

马云说，只要是中国人，小说一定要看金庸，电影一定要

看周星驰；吴孟达说，全香港没人可以模仿周星驰；冯小

刚说，周星驰是偶像派演员加实力派导演；金凯瑞说，演

喜剧也就周星驰能和我比；而和周星驰同班同学的吴镇

宇说，所有外国喜剧明星包括金凯瑞，都比不上周星驰；

陈嘉上说，周星驰真的是我见过最厉害的演员，没有人

能比较。张敏跟周星驰合作 13 次，她用“独行侠”来形容

周星驰，她说：“你摸不到他会怎么拍，猜不到他要怎么

演。”张柏芝说，周星驰属于那种能把女生电死的类型；

毛舜筠说，周星驰节奏掌握非常好，眼睛会说话，肢体语

言丰富；巩俐说，周星驰别人无法复制，拍不出来，也演

不出来；郑佩佩说，周星驰是个天才；李若彤说，周星驰

在拍摄现场充满魅力和吸引力，完全掌控拍摄全过程；

恬妞说，周星驰是喜剧之王，没人可以代替他……《锵锵

三人行》窦文涛说过，周星驰在机场候机时，大厅里一大

群人，周星驰作为最大的咖，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蹲在机

场的角落里吃方便面。周星驰在访谈节目里说过，他不

弄别的事，是因为他不懂，他只会电影。

“9527”这串数字，我根据自己不熟的粤语，翻译成

“就是不容易啊”，所以我取“够不易”的意思。我想学周

星驰，只在自己喜欢的领域继续努力，户外跋山涉水，家

里陪好老人和孩子，不擅长的不去贪图，不是自己的不

去觊觎，来者惜，去者放。

2000 年离开株洲时的一个画面至今在我眼前：我看

见一列独行的火车上那个唯一的乘客，他探身车窗外，

看着火车驶过红卫桥。其实当时去异地我不需要坐火

车，因为异地没有火车站，我不知道脑海里怎么会有这

样的画面，我去万古峰，可去万古峰我还想要回来，我不

喜欢一去不返，但命运的车轮只推着我向前走。十几道

长长的铁路轨道上，只有这一列火车，我看见车窗外那

个他依依不舍地回头望红卫桥，红卫桥在火车身后越来

越小。

异地风风雨雨多年，我带着株洲生养的这个干净灵

魂一直在努力，虽然没有什么建树，但认为自己还年轻，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感谢周星驰陪我度过了异地那些难

熬的时光，我要说一句：“星爷，生日快乐！”

博学多艺 自学成才
——缅怀文化名家弘征先生

陈文潭

惊悉文化名人弘征先生 9 月 12 日仙逝，非

常悲痛。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与弘征先生有更

多接触，然而与他有“三个一”（一次电话、一个

讲座、一本书）的缘分，其中的点点滴滴，让我

印象深刻、永远难忘。

弘征先生原名杨衡钟，湖南新化人，早年

曾在株洲求学、工作。历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

总编辑、社长、总编辑，《芙蓉》杂志主编、编审。

省文联委员及省作协第四、五届副主席，国务

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省人民政府参

事。著有诗集《浪花·火焰·爱情》《当你正年轻》

《青春咏叹》，评论随笔集《艺术与诗》《书缘》

《杯边秋色》《湖湘拾韵》，古典诗论《<诗品>今

译·简析·附例》《唐诗三百首今译新析》《今评

新注唐诗三百首》《汉魏六朝诗三百首今译》，

印谱《望岳楼印集》《现代作家艺术家印集》等。

杨先生长期生活于社会底层，居无定所，然而

自强不息，孜孜以求，终成文化大家，殊为不

易。

大约在十多年前，株洲市文联编辑《株洲

文艺六十年》丛书，其中《诗词卷》收录了弘征

先生的三首诗作。我受命参与《文艺评论卷》的

编辑工作，从师友处得到弘征先生的电话号

码。电话打过去，弘征先生的声音清晰、亲切，

略带新化口音。由于文集定位“写株洲人，株洲

人写”，几经商量，《株洲文艺六十年·文艺评论

卷》最后采用了诗评家杨光治评论弘征先生诗

歌的文章。

2020 年 11 月中旬的一天，我受邀在株洲九

畹书院开设题为《株洲新诗七十年》的讲座。我

将十位代表性诗人分为五组，其中第一组即为

弘征、郑玲，这两位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生活

在株洲的很有影响的诗人，弘征《每当我走上

长江大桥》《生活多么美好》等诗篇，曾受到著

名诗人郭沫若的高度评价。应该说，弘征的诗，

以及他的诗评鉴赏、诗歌编辑（比如袖珍诗历

的独创）、诗歌活动组织，为诗城株洲留下了绚

丽的篇章。

今年上半年，我于网络平台淘得一本《弘

征：人与书》。知识出版社 2015 年 11 月第一版。

书分三辑，辑一：本色是诗人；辑二：出版家风

度；辑三：无意作印人；附录：著名目录、图片目

录。该书由几十位全国文化名人、名家执笔，多

方位、多角度地记叙了弘征先生“以书为媒、以

书为友”的艺术生活，拥有大量的第一手珍贵

材料。国家出版总署原副署长、党组副书记刘

杲为之作序。记得五四时期，一句“我的朋友胡

适之”,曾经是许多人的口头禅。然而，在湖南，

甚至在全国，弘征先生都是具有多方面艺术才

华的文化大家，到处都有他的朋友和作者、读

者，则是不争的事实。

斯人已逝，去往天国。我想，天堂也一定是

书店、书房的模样。

弘征先生，一路走好！

《我和我的祖国》 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普通百姓的故事。影片的七个小故事的时代

背景分别为:1949 年的开国大典、1964 年中国

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1984 年中国女排

奥运会夺冠、1997 年香港回归、2008 年北京

奥运会、2016 年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

着陆、2015 年 9 月 3 日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

兵式。电影主要是通过时间线来展开故事情

节，一个一个故事的呈现让人穿梭时代、见

证历史。

《前夜》 篇中模拟升旗实验缺红绸子，街

坊邻居送来；做阻隔缺稀有金属，无数的老

百姓前来“帮忙”。有人把烟袋锅子、老花

镜、孩子的长命锁、家里的勺等一切金属物

品拿出来捐赠。那个时候的人民群众可以说

是 一 穷 二 白 ， 可 是 他 们 却 愿 意 为 了 开 国 大

典，为了祖国的事业奉献出所有。《相遇》篇中

无数科研人员隐姓埋名、一心扑在祖国的科研

事业上，甚至有些科学家为祖国科研事业奉献

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最终让我国在世界科研

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正是由于千千万万中国

人的不懈奋斗才成就了如今的盛世中华。

个人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国家的发展，个

体的价值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得到实现，没有

国 家 这 个 大 家 哪 有 小 家 ， 没 有 小 家 哪 来 个

体。个人和国家就像是河和海的关系，河流

只有汇集到大海里才能感受到那份波涛汹涌

的力量、也像一枝独秀和满园春色的关系，

电影中的 《夺冠》 篇中国女排众志成城、齐

心协力、相互配合才能取得奥运冠军；《护

航》 篇中，吕潇然作为中国空军飞行队中最

优秀的女飞行员，却被意外通知撤出阅兵编

排留作替补。正是她优秀的技术才被安排替

补，解决阅兵过程中的突发情况。替补虽然

牺牲了当下的荣誉，但也证实了她的优秀。

一个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人是值

得敬佩的人，是所有人学习的榜样。

虽 然 我 们 这 一 代 人 经 历 的 动 荡 岁 月 不

多，但在这部影片中的七个故事和人物，让

我们直观见证了很多重要时刻。它带给我们

不仅是视觉上的冲击，更多的是中华民族的

伟大、中国人民的精神所在。我们也要向先

辈一样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为祖

国的事业奋斗终生，让生命在“红色”中绽

放。

一首情诗
能有多浓

李喜

我阅读过一些里尔克的诗，印象

深刻的有两首，一首讲述爱情，一首

讲述生命，在那首 《祭沃尔夫·卡尔

克罗伊德伯爵》 中，有非常深刻的一

句 “ 有 何 胜 利 可 言 ？ 挺 住 意 味 着 一

切。”这句话非常哲学、诗意、浓郁顿

挫地激励一切在厄运与艰难苦熬中的

人 ， 每 每 觉 得 抗 不 下 去 了 ， 就 想 想

“挺住意味着一切。”这就像是阴郁乌

云中的一线光……

但里尔克作为奥地利最伟大的诗

人之一，他还有更多伟大的作品，其

中令我难忘的就是那首 《挖去我的眼

睛 ……》。 里 尔 克 全 名 为 赖 内 · 马 利

亚·里尔克 （1879-1926），奥地利诗

人，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德语少数民族

家庭，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德语韵律

诗人。里尔克从小父母离异，由生病

的母亲带大，母亲略有些神经质，将

小小的里尔克当成女孩养育，这种不

太正常的养育方式，导致他童年孤单

又敏感，但青年与中年过后，生活也

并不见得更好，他一生四处游历，漂

泊流浪，死前仍然凄苦孤单，但将孤

独痛苦与对生命的体验写下，因而留

下 大 量 杰 出 作 品 。 比 如 《 秋 日 》

《豹》 …… 以 及 这 首 《挖 去 我 的 眼 睛

……》。

挖去我的眼睛……
里尔克 杨武能 译

挖去我的眼睛，我仍能看见你，

堵住我的耳朵，我仍能听见你；

没有脚，我能够走到你身旁，

没有嘴，我还是能祈求你。

折断我的双臂，我仍将拥抱你——

用我的心，像用手一样。

箝住我的心，我的脑子不会停息；

你放火烧我的脑子，

我仍将托负你，用我的血液。

这是一首非常好懂的诗，如果不

分行，就是散文，但作为最好的德语

韵 律 诗 人 ， 这 首 看 似 直 抒 胸 臆 的 诗

歌，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其韵律，以及

由优美韵律中穿透而出的隽永诗意。

这还是用汉语翻译过来后的感觉，原

文读起来更是情深义厚，令人动容。

最开始的两句“挖去我的眼睛，我仍

能看见你，堵住我的耳朵，我仍能听

见你”，将一种朴实的共鸣定在温柔的

基调中，非常明确地表示了对爱情的

忠贞态度。接着又是并列的两句“没

有脚，我能够走到你身旁，没有嘴，

我还是能祈求你。”将情感的浓度加

深，且这种加深是在用词“残酷”的

程度上，而且这发誓般的残酷感越来

越强，直至最后“折断我的双臂……

放火烧我的脑子……”通过这种残酷

的表达，诗的意境和情感到了一种深

沉 疯 狂 的 程 度 ， 但 这 种 疯 狂 是 沉 郁

的 、 压 抑 的 ， 可 见 其 爱 的 痛 苦 与 坚

贞。这是对一个爱的对象最忧郁疯狂

的表达，是典型恋爱脑的恋爱经验。

每 读 此 诗 ， 我 就 看 到 一 个 脆 弱 、 疯

狂、感情丰富而思虑过度的里尔克，

这强烈的情感是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前

提。

我 和 再 福 相 识 时 才 16 岁 ，

还是个孩子。那一年高考失利，

我夹着一床被子去了一家纺织企

业。那个厂美女云集，我很烦

闷，甚至有点自卑，于是开始写

诗，渴望诗作发表。因为当时是

一个全民诗歌的年代，只要成为

诗人，就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去掉

“ 集 体 工 ” 的 身 份 ， 甚 至 “ 提

干”，坐办公室。

我拼命地写，拼命投稿，但

天不遂人愿，无一发表。那段时

间，焦灼、痛苦、郁闷，一度非

常悲观和自卑。就在此时，我结

识了再福。再福好像比我大十来

岁，也在一家纺织厂工作。但那

时，他的作品已数次被报刊发

表，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诗人，

在我心中，他是一个天花板式存

在人物。

那时株洲经常举办一些“诗

人”或“作家”讲座，他常邀我

去参加，他熟人多，到处打招

呼，但也从不忘“躲在角落中的

我”。

每次去他家，他总是弄一些

肉呀鱼呀用柴火烧好，招待我，

还不忘整瓶酒和香烟，晚了，没

有公交车回去了，我就和他挤在

一床，两个人聊诗歌、聊人生，

聊未来，聊到鸡鸣五更。

记得有一次，他竟在家开了

一次诗歌朗诵及研讨会。记得当

年那座城市最顶尖的青年诗人都

到齐了，如刘波、李虹辉、凯

韵、高顺利、胡建军、孙翔，我

也荣幸被邀。那时，我还未发表

一篇作品，但再福兄总是鼓励

我：老弟，依你的勤奋和才华肯

定会发表的。

借再福兄的吉言，我的作品

《火车司机的歌》 终于被 《人民

铁道》 刊发，从此一发不可收

拾。那一年我十九岁，再福兄拎

着一瓶酒来与我祝贺。

后来，我考取了中央广播电

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再后来

我去了海南，渐渐断了联系，这

一晃就是三十余年。

2015 年 上 半 年 ， 市 评 协 主

席文潭来海口看我，也终于再次

得知了再福的消息，据文潭介

绍，再福十多年前就下岗了，靠

在街边摆摊卖菜生活，近些年，

老婆又得癌症。我力邀他来海口

散散心，电话里的再福很开心，

并欣然受约。

美好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他们在我家待了几天，临别时，

我握着再福的手说：“兄弟，一

切都会好起来的。”

谢天谢地谢人，再福回去不

久，就被调往市住建局管辖的公

用事业协会当秘书长。真为再福

兄感到高兴。

再福兄的诗，像他的为人一

样，坦率、真诚，直白，比如他

写告别那条小路：像兴高采烈的

新春／告别发黄的日历／我们告

别／家乡门前那条两山相挟的／

羊肠小道。他写大街上走着的青

年：在流淌着霞光的大街上／走

着一位黄皮肤的青年／他那沉甸

甸的旅行袋里／装着祖祖辈辈的

憧憬。他写纺织女工：织布车间

像沸腾的大海／灵巧的布机像劈

浪的战舰／纺织女啊／无畏的水

手／驾着战舰，驰骋在浪里波

间。几句大白话似的素描，就将

笔下的人物写得非常真实。

另一个特点是感情真挚，充

满着对生活的热爱。虽然他壮年

时遭遇下岗，不得不上街卖菜，

但再福将那些苦难写得很平常、

乐观。在 《向贫困宣战》 这篇散

文里，再福写道：也许是四十而

不惑，也许是品尝了生活尴尬的

日子，我和妻子在摆脱贫困的问

题上，可以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

……走自己的路，由他去说。在

《和妻子去贩菜》 一文中写着：

每天清晨 4 点多钟……推着三轮

车出门，遇到的有温文尔雅的，

也有尖钻刻薄的，但再福都是笑

脸相迎，那时的再福，是让人尊

敬的诗人菜贩。

其三，再福的诗文充满真诚

与感恩。他写妻子 （没下岗前）

为节省几毛钱，去蔬菜批发市场

买菜，“将嫩的当场炒吃，将老

的做酸菜吃”，简直节省到了一

根叶子都不放过的地步。而当再

福的诗朋文友来，却异常地慷慨

大方，当再福去长沙读大学需要

交 300 元学费时，家中拮据，妻

子却沉着地说：“你先拿着钱去

交学费吧，家里的事情我去想办

法。”多么好的妻子，可惜在该

享福时，不幸患病离世。

再福写友情亲情更是充满爱

憎。东哥重情重义，再福买了一

个老旧的二手房，装修资金却不

够，东哥经过半个月的“策划、安

排、修整”，让他如期搬进了新居，

却分文不收，说：“目前你家有困

难，就当作我给你的乔迁之喜的

礼物吧。”东哥是我和再福共同的

朋友，也是株洲一位作家，可惜在

五十岁左右英年早逝。

他 写 友 哥 ， 再 福 儿 子 高 考

时 ， 友 哥 宽 慰 他 ：“ 后 代 的 成

功，才是真正的成功。”因此，

友哥常来他这个贫困的诗人家

里，耐心地鼓励他儿子，最终让

再福的儿子考上了本科。

他写潘哥，当洪水肆虐，又

恰逢再福孩子生病时，潘哥冒着

生命危险淌着洪水，为他送来一

笔救命钱。读这些文字，我们不

仅为潘哥的善举感到敬佩，也为

再福的感恩之心叫好。

写这样的哥很多，如团哥、

荣哥、蔡工……

写 得 最 精 彩 的 是 《四 哥》。

再福写四哥“矮矮的个子，单单

瘦瘦”，家里很穷，只能“开春

时，送来一包新茶，割禾时，送

来一袋新米，天寒时，送来一梱

稻 草 。” 数 年 后 ， 再 福 父 亲 去

世，办丧事差三百元钱，正是四

哥“用手揉了揉为服侍我临终前

的父亲三天三夜未合的眼睛，从

衣袋里取出一个手帕包，打开来

将 300 元钱交给我，谁都知道，

这是他刚卖掉一头猪的钱——他

家所有的存积。”这一段写得非

常精彩，细节和情绪相融得非常

好，让四哥那种穷，但关键时义

薄云天的举动跃然纸上，让读者

感动。

再福兄从诗人到下岗工人到

菜贩再到保安，最后到协会，遭

遇到了过山车般的人生境遇，但

他总是用快乐的笔法来写这些苦

难，来感恩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诗文直白而坦率，值得人敬佩。

本土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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