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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落的杂草，不配拥有

梦想吗？”这句话出自青春歌

舞电影《燃野少年的天空》，该

电影由张一白和韩琰导演，讲

述的是一群臭味相投的“咸鱼

少年”与一群“杂草少女”的青

春故事，“我们什么都没有，所

以我们什么都不用怕，那就找

个舞台搏一搏！”这句台词触

动了我，为他们永不言弃的精

神所感动。

剧情在我看来是波澜起

伏的。由彭昱畅饰演的男主

角老狗来到海南一所男校复

读高三，与对面女校的女主角

小黄相识。小黄热爱舞蹈，却

因身高原因备受排挤。有一

天，开一家咸鱼店的父亲告诉

她，因为母亲是一位大明星，

所以经常不在家。但同学们

不相信，经常嘲笑和欺凌小

黄，戏称她为“海的女儿”。倔

强的小黄为了能见上“母亲”

一面，拼尽全力也想参加舞动

奇迹大赛，于是老狗决定帮助

她，并且和一起“想干大事”的

同学，携小黄一同打破偏见

与 隔 阂 。 他 们 经 历 无 数 挫

折，有丧失过斗志、分崩离析

过，但最终重整旗鼓，找回初

心。电影情节中有一个在雨

中热舞的片段，小黄参加大

赛被拒，为只能在台上报幕

而感到悲愤欲绝，倾盆大雨

中，她站在学校门口朝着对

面大声报幕，老狗等人也来

到校门口，以报幕回应她的

报幕。他们来到马路中间，重

复着小黄教给他们的动作，动

作越来越整齐，节奏越来越有

规律，雨也越下越大⋯⋯这种

执着打动了围在校门口嘲笑他

们的学生，于是会跳舞的学生

一起奔入雨中，加入了热舞。

溅起的水花拍打着每一个人，

雨水与眼泪混在了一起⋯⋯

此情此景，看得我热血沸腾。

“难道人生就没有比赢更

重要的事情吗？比如，输得更

开心一点。”这是老狗在影片

中的一句话，也是我为之认同

的话。

“即便当一条咸鱼，也要

当一条快乐的咸鱼！”克服重

重阻碍的小黄终于来到了舞

动奇迹初赛现场，见到了所

谓的“母亲”，这也让父亲的

谎言最终还是被揭穿。在台

上的表演也没有成功，本来

就伤心的小黄坐上父亲的车

离去。老狗站在“舞动青春”

的宣传车追赶小黄，而接下

来 便 是 最 让 我 感 动 的 片 段

——老狗不停地在车上跳着

小黄曾经在天台跳过的舞，口

中也一直呐喊着，希望小黄听

见。车子没油了，停在了逐渐

变大的雨中，不知道谁呐喊了

一声：“接着跳，别停！”于是所

有的学生一拥而上，推着车子

往前。豆大的雨点击在大地

上，开出了灿烂的青春之花，

也不在乎对方听不听得到，看

不看得到，但心意一定能不远

万里传达给对方。

整部电影的场景和背景

音乐搭配很到位，让人身临其

境。比如在海中央的一幕，随

着主题曲《燃野少年的天空》

的响起，我被近千人跳舞的场

面震撼了。

也有一些吐槽这部电影

的评论，有些人不理解主人公

拼搏的动力和原因，觉得电影

有些剧情没有逻辑，甚至认为

电影歌颂的青春脆弱不堪，还

有些观众觉得编剧没有活在

人间，内容不接地气⋯⋯青春

为何不可以迷茫？又为何不

可以拥有无法被理解的热情

与燃烧？既然会有人肯定，那

也会有质疑。不管怎样，因为

有这部青春热血的舞蹈电影，

我至今留恋过去的那个夏天。

“我们是杂草，从泥土中

来。出发吧，野小孩。”

读张伟明的诗歌，我有种走

进大自然一样的欣喜。我试图

借助西方现代文学的两种新批

评方法，一个是社会学批评，一

个是心理学批评，来分析总结张

伟明诗歌的特点。

张伟明的诗歌是“性灵世界

的蝴蝶效应”，以大自然的微妙

转化形成热烈的情感风暴，来冲

击洗刷我们的灵魂。

蝴蝶效应是社会学的概念，

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

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来整个动

力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

应。“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

的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

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

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蝴

蝶效应也证实了我们中国历史

文化的智慧，如《周易》中“君子

慎始，差若毫厘，谬之千里”的哲

学思想和方法论，即承认系统的

边界，建立在宇宙无限论之上，

探讨宇宙有限性的方法。我想

说的是，张伟明诗歌，非常强烈

地显示出这种“蝴蝶效应”。

他大量地、反复地写到蝴

蝶、想象蝴蝶，写到天地之间的

“翅膀”“飞翔”，写到“大地之芽”

与“天空之蝶”，写“触摸大地之

幽微/聆听自己呼吸间的气息//

我有一个执拗的灵魂/却长出一

双不覊的翅膀”；完全超出了“庄

周梦蝶”的认知世界。蝴蝶体态

轻盈、五颜六色、静默不语，每一

只蝴蝶的生命却无不经历令人

难以想象的“化蝶”历程，基督教

认为蝴蝶是信仰与灵魂的象征，

蝴蝶召唤我们保持信仰。我很

少阅读到一个诗人能够这么频

繁地想象蝴蝶。张伟明与蝴蝶

发生这种生命的联系，可谓是一

体两面、形如超级孪生的，就像

史铁生“我与地坛”一样，最终都

是朝着信仰、宗教和灵魂世界中

去的。

张伟明诗歌的蝴蝶效应，是

在日常世界中，打开人体所有的

感觉系统，对外部世界展开多元

变幻、神圣微妙的感受，从一点一

滴的感受开始，借助语言和诗意

的生发，引起性灵世界的种种变

化，形成“个体”对“世界”的整体

构建。典型的比如他在《浮白之

季》感叹道“只是我的眼神散漫

了，只是我的心神涣散了”。同时

又在《等待》中写道“拥有一颗哭

泣的灵，让我震颤也感觉新奇”，

等等。中国古代文学也有过“性

灵派”，明代晚期文学革新派——

“公安派”的领袖袁宏道提出“独

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

乾嘉时期大诗人袁枚继续发扬这

种文学风格，主张直书“性情”，

强调要直接抒发人的性灵，表现

真实情感，“性灵派”在近现代文

学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

觉得如能能沿着张伟明这种诗

歌路径，继续发展和丰富下去，

很可能建立一种“新性灵派”。

张伟明的诗歌是“感统诗

歌”，在当今我们硬科技环境中，这

能够让我们与世界建立“软联通”。

感统就是感觉统合，是人体

有效利用自身的感观，从外界获

得不同的感觉信息输入大脑，大

脑对输入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并

作出反应。张伟明的诗歌最突

出的特点，就是用一种很原始、

朴素的感受力，将自然世界中各

种声音、色彩、味道、形状、温度、

动静、方向等，用诗的语言真实

地展现出来。大家可能会说张

伟明回归，回归诗歌、回归故乡、

回归宁静等，但我认为，他正在

回归真实。这可能也是张伟明

自己的“文学发现”，就是重新认

识人体的感受能力，重新激发出

来，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形成

一个对人自身来说，相对“真实”

的世界。当今我们面临的是一

个复杂多变、迷离动荡的社会环

境，特别是硬科技环境，我们越

来越沉浸在虚拟世界当中，很多

人都不理念、不追问什么是真

实，真实从哪里来？我们是否正

在快速丧失人类与生俱来的生

理和心理的感受能力。张伟明

可能在做一种努力，就是引导读

者除了用“硬科技”与外部世界

发生关系，还要更多地以“软联

通”来感觉、发现外部世界。

著名作家王蒙的作品《得

到：极简老子》，以个性化的解读

阐释《老子》超常的智慧，无论做

人还是做事，我们都能从书中获

得有益的启发。

《老子》又名《道德经》，仅五

千言，却包藏宇宙人生之机，涵

盖大千万象之理，内容虽宽泛驳

杂，却能用“道”一以贯之，哲学

思想玄妙精深，使老子成一家之

言。而以他名字命名的这部著

作《老子》，翘楚于诸子百家，堪

称国学经典，闪耀着中华智慧的

光芒，一直被世人所喜爱、研读

和传诵。而由王蒙先生亲自解

读这部经典，想来也是极爱《老

子》的。在他边读边做笔记的同

时，用心研究老子的思想精髓，

能结合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和

阅读体会，对这部经典给予精要

的批注，有感而阐发的见解，而

非学术上的论文，这就便于大众

读者，尤其是年轻人阅读和接

受，在更好地读懂《老子》的同

时，通过王蒙通俗易懂的精简解

读，使我们从中学到一些立身涉

世的方法和道理。

《得到：极简老子》一书里，

就如何“认识世界，师法自然”

“认识自己，做自己”“管理自己，

管理人生”“管理工作，管理成

功”“管理人际关系”等几个主要

方面谈了自己对《老子》的阅读

心得和见解，其实我们可以将这

些分散的内容归纳为两个方面，

即做人和做事。

做人如山。品德是一个人

成就事业之基。《易经》讲“厚德

载物”，强调了“德”的重要，在一

个单位里，组织上在选人用上也

经常说“德才兼备”，把“德”放在

首位。如果一个人的“德”不高，

或“无德”，就是给他再多的名

誉、再高的地位，他也不能承受，

这叫“德不配位”。大德如山，非

一日之功，我们知道有句话叫

“积土成山”，山是由土点滴积累

成的。《老子·第五章》说：“早服

谓之重积德，重积德而无不克。”

王蒙先生对此阐释：“德不是现

金，不是立即兑现、立即出成果

的。德是根本，需要的是积蓄、

积累⋯⋯‘早服’就是积蓄，就是

打基础，就是积德、积攒、积累。”

从做人的方面讲，王蒙认为，修

身立德就要“认识自己”“自我不

要膨胀”“适时洗清心灵的垃圾”

“学会自我批评”“不争”“忍耐”

“低调”“遇事多想自己的责任”，

王蒙还强调：“仁与不仁，全在一

心”。这些道理并不深奥，一听

就懂，只要我们坚持做下去就能

求仁得仁。

做事如水。水的本性是善

的。“上善若水”，语出《老子》，指

的就是水的最好状态，利万物而

不争。王蒙认为水有自己的规律

和章法，有自己的稳定性、规律性

与可持续性。在《得到：极简老

子》中，王蒙对“事善能”（出自《老

子·第八章》）这句话进行了阐发，

他说：“水有水的多方面能力、能

量，冲流、浮载、灌溉、洗涤、溶解、

调节，等等，从不失职。”这是做事

应有的态度，也告诉我们，要想做

事成功就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

我们应像水一样做事，对待本职

工作专心致志、勤勤恳恳、尽职尽

责、敢于担当、有所作为，为了完

成任务大胆尝试，讲究方法，攻坚

克难，百折不挠，直至成功。

做人如山，做事像水。我们

从王蒙《得到：极简老子》一书中

受到这样的启发：做事先做人，

德是根本，需要点滴做起，积土

成山。德立而后行事，像水一样

敬业称职，焉有不成功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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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白帝彩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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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如山 做事像水
——读王蒙《得到：极简老子》

林振宇

青春活泼的心，决不作悲哀的留滞。 ——冰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