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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桂琴

最近，电影《周处除
三害》频上热搜，这部犯
罪题材电影以8 . 4分的豆
瓣评分、炸裂的口碑轻松
碾压一众热片。刷过N条
小视频，又完整观看了一
遍影片，再次确信“观众
的眼睛总是雪亮的”实为
颠扑不灭的真理，《周处
除三害》的确是一部能够
触及灵魂的好片。

个人感觉这部电影
最有价值的内核是揭穿
了人世间精神PUA的真
相，导演甚至以让男主角
将那群执迷不悟的信徒
集体爆头的极端表达，试
图唤醒世间那些喜欢被
精神催眠的人恢复自主
意识。片中位居通缉榜首
的黑道头子林禄和摇身
一变成为拯救众生的教
主尊者，这个人物塑造得
很成功，必须承认，他的
洗脑水平当数一流，他的
言行放在现实中也极具
蛊惑性，满嘴都是听起来
颇有道理的哲理箴言，做
的却是杀人骗财的罪恶
行径。有人说，社会上的
PUA者说的99%的话都
是对的，待你接受后再用
另外那1%来控制你。在
复杂纷纭的网络世界，这
样的PUA者比比皆是，
且比电影中的尊者更难
识别，而那些甘愿被洗
脑、有意无意做了帮凶的
跟随者则成为滋养他们
野蛮生长的营养基。这部
电影或许可以促使我们
琢磨一下这几个问题：一
个人真正的自由是什么？
你是否拥有独立完整的
自我意识，是否具备分辨
和抵抗精神催眠的能力？
你有多久没有静心思考
过了？作为芸芸众生中渺
小平凡的一分子，我们着
实需要在“终身役役而不
见其成功”和“苶然疲役
而不知其所归”的人生路
上时不时停下来歇歇脚，
对自己的生命进行一点
独立自主的哲学思考。

说到精神自由，庄子
的“逍遥游”当是公认的
最高境界了，这种无所凭
借的精神上的绝对自由
成为古往今来众多文人
墨客的终极追求。哲学家
陈鼓应曾说：“凡中国文
人，到了四五十岁年纪，
都会不自觉成为庄子的
粉丝。”但怎样的境界才
属于真正的“逍遥”？古往
今来的学者有着各种不
同的诠释注解，并引发了
诸多争鸣，其中最著名的
当数魏晋时期支道林对
向秀的跨界碾压。《世说
新语》中记录了这个发生
在魏晋时期名士圈的著
名桥段。话说“竹林七贤”
中的向秀以“适性逍遥”
论在当时的清谈界风靡
一时，他说，“大鹏之上九
万，尺鴳之起榆枋，小大
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
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
芸，同资有待，得所待，然

后逍遥耳。”意思是宇宙
万物，无论是大鹏还是麻
雀，只要适性，都可以逍
遥。众人一听，原来“逍
遥”这种高大上的境界我
们素人也能分分钟进入，
纷纷对他路转粉，向秀便
成为万民拥戴的文化“明
星”。谁知没多久，突然跳
出来一个叫支道林的和
尚表示反对，他说，“夫桀
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
得者，彼亦逍遥矣。”意思
是夏桀和盗跖这样的暴
君、大盗都是以残害生灵
为性，要说适性就是逍
遥，那夏桀、盗跖也是逍
遥了？如此尖锐犀利的质
问让“明星”向秀一夜坍
塌，人们转而做了支道林
的拥趸。大家都认为支道
林推崇的“物物而不物于
物”“玄感不为，不疾而
速”更接近庄子的“逍遥”
本义，于是支道林又成为
被追捧的“新星”。这样的

“造星”“毁星”故事自古
至今不胜枚举，不足为
奇。大众推手们在毁掉自
己树立的偶像的同时，也
许还会夹杂些许委屈受
伤的情绪：当初咋就被他
忽悠了呢？并不会醒悟到
最应该进行的其实是自
我反思：为什么老是膜拜
于偶像脚下，而不是用独
立自主的自我意识去思
考和理解这个世界？鲁迅
曾经引用过的叔本华那
句“莫让自己的大脑变成
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足
以让我们警醒，而学习、
借鉴、成长、独立，在精神
上真正站起来，做自己的
主人，说起来容易，却是
很多人需要用一生去努
力学习的独立行走。

被爱情挟持，为道德
绑架，让深奥玄妙的言论
迷惑，对权威盲目迷
信……生活中的洗脑悲
剧实在太多，此类司空见
惯的社会新闻未免令人
感叹，对于缺乏独立思考
能力的人而言，实在是危
险重重。有啥好办法避开
这些无处不在的陷阱吗？
这时如果有谁向你兜售
锦囊妙计，你信以为真，
无异于又自动投身进入
一个新瓮之中。犹如婴儿
学会走路靠的是大胆站
起来自主向前迈开步子，
想彻底摆脱各种PUA，
必须培养自己的理性思
考能力，摒弃巨婴心理，
切忌将思考的权利交给
别人。比如说，如果有哪
个专家、学者或大师告诉
你这个世界是虚妄的，那
么，你要先将这个专家、
学者或大师的那一大堆
头衔通通给虚妄掉，然后
再想想看，如果他变成邻
居老王，你还信不信他说
的话？因此，想实现思想
上的独立行走，首先得学
会以魔法打败魔法。

(本文作者为山东
海岱传统文化研究发展
中心主任、致公党山东
省文化专委会委员、山
东省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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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斯美塔那【文化杂谈】

□肖复兴

今年是捷克著名作曲家、钢琴
演奏家、指挥家斯美塔那诞辰200
周年。想起好多年前的深秋，在布
拉格，我和同伴从胡斯广场去有名
的查理大桥，主人特意带我们步
行，为了好好看看沃尔塔瓦河，这
是一条最值得他们骄傲的河。

那时候，布拉格旅游还没有那
么热，沿着沃尔塔瓦河走，街道很
宁静，没有旅游城市那种人流如鲫
的嘈杂。在一个街口，我偶然看见
一个蓝色的街牌，即使不认识捷克
文，从字母上也能拼出“斯美塔那”
来，心里一阵惊喜，莫非这就是斯
美塔那大街？便问主人，他们点头，
并没有我那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但是，这一发现当时让我隐隐
地激动。将这条大街命名为斯美塔
那，真是太恰如其分了。而且，斯美
塔那大街，这名字的音阶也极为悦
耳。最重要的是，斯美塔那专门写
过一首《沃尔塔瓦河》乐曲，而这条
河就在旁边。

走在这条大街上，一下子像是
和斯美塔那邂逅相逢似的，忽然觉
得这条街是那样美丽。

那一天，我们路过这里时恰
是黄昏，一街金色的树叶在头顶
轻轻摇曳，一街金色的落叶在脚
下瑟瑟作响。沃尔塔瓦河的河心
小岛上更是美丽动人，那一丛丛
金色的树木环绕成一幅绝妙的油
画，树叶定格成为金子做成的叶
子，树的呼吸和河水的涟漪化为
一种旋律，一对年轻人正在旁若
无人地拥抱接吻，成为画面中相
得益彰最动人的一笔，天衣无缝
地融化在金色的韵律里。让人觉
得，如果恋爱，在这里才是无与伦
比的，即使是普通的亲吻也会夹
着那金色的韵律，浪漫无比，变成
金色之吻。满树金色的叶子飒飒细
语，在为他们伴奏，也在为我们伴
奏，同时，也在为布拉格伴奏。

当然，这伴奏的旋律应该是来
自斯美塔那最著名的《沃尔塔瓦
河》。一街高大树木上金色的树叶，
在秋风中摇曳出斯美塔那《沃尔塔
瓦河》那一个个曼妙无比的音符。

这时候，心里响起斯美塔那
《沃尔塔瓦河》的旋律：开始时长笛
和单簧管奏出美妙的音符，紧接着
小提琴温柔地呼应，还有竖琴跳跃
的泛音。然后，整个乐队有节奏地
衬托着，此起彼伏，无数条清澈的
溪水从四面八方涌来，汇成了这条
河。这条河，因有了斯美塔那这首

乐曲，而时时荡漾着这样动人的旋
律。在夕阳和晚霞的辉映下，这熟
悉的旋律和着眼前的沃尔塔瓦河，
一起波金荡银，宛如从水仙女那明
艳动人的童话中流淌而来。

《沃尔塔瓦河》，是斯美塔那交
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中的第二首。
来到布拉格的世界各地游人，即使
不知道捷克本土的其他音乐家，甚
至连斯美塔那也不知道，但走在这
条河旁，不会不知道这首《沃尔塔
瓦河》。一个国家有这样一位音乐
家，能为这个国家、这样一条河谱
写下这样经久不衰的乐曲，实在是
伟大的。

特别是想到斯美塔那谱写这
首《沃尔塔瓦河》时，正是突然双耳
失聪的沉重打击到来的时候，会对
这首《沃尔塔瓦河》涌起另外一种
感情。想想当这首乐曲正式演出的
时候，斯美塔那坐在音乐厅中，却
已经听不见自己谱写的旋律了，该
是什么样的心情和情景？他曾经不
止一次走过这熟悉的街道，可是，
沃尔塔瓦河的河水流淌的声音，他
听不见了；秋风拂动一街金色树叶
的声音，他听不见了；街上走过来
的那些熟悉朋友的热情招呼和陌
生人的亲切交谈，他听不见了……
他该是何等痛苦！有时候，美丽的
情景和美丽的旋律，就是这样和痛
苦的人生、痛苦的心灵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故意造成这种强烈的对
比，让我们享受着美丽的同时，消

化着痛苦。
斯美塔那大街的尽头就是查

理大桥，中间要路过民族歌剧院、
五一桥和以捷克伟大画家马内斯
名字命名的俱乐部，路不算太长。
但这条路，斯美塔那肯定不知走过
了多少遍，因为自从1861年斯美塔
那37岁时从瑞典回国，到1884年他
60岁时去世，整整23年，他都生活
在布拉格这座城市，他的许多伟大
作品，包括这首最负盛名的《沃尔
塔瓦河》在内的交响诗套曲《我的
祖国》，都是在布拉格写出的，那是
他音乐创作收获的黄金时代。他同
时参与了创建捷克民族音乐的许
多工作，我们路过的壮丽辉煌的民
族歌剧院，就是他和许多人在1868
年一起募捐建立起来的。

走在这条街上，能让你的心充
满诗情和对斯美塔那的感念。有秋
风习习拂面，有落叶在脚下窸窣作
响，有沃尔塔瓦河在耳畔喁喁细
语，有斯美塔那的美丽旋律在心中
轻轻荡漾，真是再美好不过的一段
路了。

晚霞正在轻轻地飘散，暮色降
临了，一片朦胧笼罩着斯美塔那大
街和沃尔塔瓦河，查理大桥就在眼
前，呈现出黑色的剪影，横跨在河
上，紧贴在已经变成瓦蓝色的空
中。一切变得模糊起来，街灯蓦地
亮了起来，像是突然盛开在街道两
旁的倒开的莲花。飘然而至的夜色
中，斯美塔那大街立刻变幻了另外
一种模样，银色的灯光映照下，整
条街像是一条暗流的河，波动着粼
光闪闪，水汽氤氲飘浮在上空，仿
佛突然涌现出许多活跃的小精灵。
大概因为查理大桥是旅游胜地，即
使是夜色来临，前面依然是人影幢
幢，喧嚣的气氛扑面而来，没有了
刚才的宁静和诗意。有时候，人是
美的创造者；有时候，人又是美的
破坏者。

只有眼前这条斯美塔那大街
上的这些树叶，还依稀看得见，还
在耳畔荡漾着金属般清晰而响亮
的回响。实在应该感谢我们来得正
是时候，秋天使这些金色的树叶摇
响起金色的交响乐，这是比布拉格
之春音乐节的所有乐队都要庞大
的乐队，奏响一年四季最为辉煌的
交响乐。在这条斯美塔那大街上尽
情聆听这样辉煌的交响乐，指挥肯
定是斯美塔那，能看得见他的手指
正在晚风中舞动。他听不见，我们
却都能听得见。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曾任
《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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