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毫无疑问，贫富与欲
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
矛盾，是人类痛苦或者欢乐
的根源”（莫言《悠着点，慢
着点——在 2010 年东亚文学
论坛上的演讲》）。痛苦是人
生的本质，而欲望是人的全
部密码，用叔本华的话来说
就是，“生命是一团欲望，欲
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
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
间摇摆。”三十多年前，莫言
就曾写下长篇小说《酒国》，
描绘了荒诞又真实的酒色财
气的人间欲望和人性沦陷，
深刻揭露和分析了腐败的根
源。这一次，转型为剧作家
的莫言，经过十多年的构
思，以四幕话剧剧本 《鳄
鱼》 实现了对“欲望”和

“反腐”主题的接续与创新，
“不为英雄树碑立传，却为贪
官写话剧”。

与其说这是一部“以逃
亡贪官为主人公的话剧”，不
如说这是一部以“欲望”或
欲望的象征——“鳄鱼”为
主 角 的 寓 言 。 在 “ 后 记 ”
中，莫言就直接言明了这一
主旨，“人的欲望就像鳄鱼一
样，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和营
养，便会快速生长。在本剧
中，决定鳄鱼生长快慢的是
养它的柜子，而决定贪官贪
腐程度的是他掌握权力的大
小与制度对权力的限制程
度”。人类的欲望是填不满的黑洞，是喂不饱的鳄鱼，如果
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那么，像单无惮这样的贪官无疑
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豢养鳄鱼最终葬于鳄鱼之
腹”——这无疑是对所有贪官的警示教育。

在我看来，“反腐”其实也只是莫言使的一个障眼法，
他更感兴趣的还是对贪官单无惮进行灵魂的揭示和反思，
或者说以此为标本，在人性和个性上对官员共同贪腐现象
进行深挖。很显然，莫言对当下某些小说、影视作品中塑
造的那些概念化、扁平化的贪官形象是不满意的，而在
《检察日报》多年工作的实践经验为其塑造单无惮这“一个
能在舞台上站得住的典型人物”提供了条件。单无惮的典
型性，正如会说话的鳄鱼最后对他所做的“庄严宣判”：

“作恶多端但良心未泯。畏罪逃亡却热爱祖国。喜欢女人却
终被女人抛弃。满怀壮志却一事无成。”人性的共性与个性
统一于一身，悖谬与反讽也集合于一身，最终成就这一个

“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与其说他是一个“罪该万死”的
大恶人，不如说是一个因为放纵欲望而家破人亡的可怜
人、失败者，用剧中老黑的话来说就是，他“不过是犯了
一个仪表堂堂、手中有权的男人最容易犯的错误”。而之所
以能够塑造这个典型形象，是因为莫言不是把贪官当成贪
官来写，而是“当成人来写”，不是简单地批判，而是“了
解地同情”，因此这个“人”的特殊构成是“五分英雄，二
分流氓，二分情种，一分诗人”。我甚至觉得他不像是学中
文的而更像是学哲学的哲人、智者，因为他时不时地就会
像尼采那样妙语连珠，比如他说，“人民有心，人心所向；
人民有眼，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有口，防民之口甚
于防川；人民有手，人民的铁拳砸碎旧世界；人民有耳
朵，人民听到了你的召唤；人民有身体，把人民的冷暖挂
在心上。人民什么都有，自然也有肛门。”把抽象的“人
民”概念具象化，把人民的力量具身化，通俗易懂，雅俗
共赏，戏谑中又蕴含深意。这是单无惮的表白，更是莫言
自己的心声；这是对人物的个性和丰富性的尊重，更是对
现实和艺术的尊重。

莫言巧妙地将一群贪官污吏、文痞艺丐、情妇赌徒置
于美利坚合众国的一栋别墅里，为名分的瘦马，为金钱的
慕飞和老黑，为虚名的牛布，为儿子的巧玲，如此等等。
尽管身份各异，但每个人都是欲望的奴隶，每个人心中都
有一头鳄鱼，可能是扬子鳄，也可能是奥里诺科鳄。单无
惮逃出了祖国的怀抱，却无法逃出欲望的密室、罪恶的牢
笼。莫言意在告诉我们：欲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可控
的欲望催人奋进，超越理想，失控的欲望使人疯狂，堕落
沉沦，并且必然导致“人人都是害人者，人人都是受害
者”的互害型社会。“良心上过不去”的人毕竟是少数，仅
仅依靠道德教化也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1990年代以来早
已礼崩乐坏、道德滑坡、人心不古。所以，要避免单无惮
的悲剧，就必须要“从制度设计上防止腐败，用法律来控
制纵欲”，从而把心中的鳄鱼关在有限的心房里——《鳄
鱼》的社会关切和人文关怀正在于此。

进而言之，“鳄鱼”不仅仅生长在每个人的心中，也盘
踞在每个国家的心中。“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需要克制欲
望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也只有克制欲望才能
实现。一个人的欲望失控，可能酿成凶杀；一个国家的欲
望失控，你就会酿成战争。由此可见，国家克制自己的欲
望，比每个人控制自己的欲望还要重要”（莫言《悠着点，
慢着点》）。这句话的预见性不言而喻，无论个人还是国
家，都要控制自己的欲望，都要“悠着点，慢着点”，这或
许正是《鳄鱼》想要表达的超越反腐、超越个人、超越国
别的真正意图所在，是莫言的“世界情怀”所在。当然，
莫言也十分清楚，文学也好，话剧也罢，并不能使人类的
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但也诚如其所言，“尽管
结 论 是 悲 观
的，但我们不
能 放 弃 努 力 ，
因为，这不仅
仅 是 救 他 人 ，
同时也是救自
己 。”话 剧《鳄
鱼》正是莫言明
知不可为而为
之的一次努力，
让我们也共同
努 力 ，继 续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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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书心书影

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
版有五卷本“胡竹峰作品”，《中国文章》《民
国的腔调》《雪下了一夜》《惜字亭下》《黑老
虎集》等作品集三十余种。曾获孙犁散文
奖双年奖、丁玲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
星散文奖、刘勰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林
语堂散文奖、滇池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红
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介为
多种文字。

世情胡竹峰专栏·南游记

2023年10月25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程建华 电话：5325934 E-158050557@qq.com

副 刊

为纪念永乐年间航海的施进卿，取
名晋卿岛。岛在西沙永乐环礁最南边，
永乐环礁的名字很好，好在永乐，人生
哪能永乐，故求永乐。明成祖朱棣年号
永乐，说民众小康，方与民同乐，编辑
有浩瀚的《永乐大典》，铸造有硕大的永
乐大钟。大钟还在北京城，大典散轶海
内外，所谓立言，也要常怀惜字之心，
言多必失，容易烟消云散。

朱棣迁都后，营建京师三大事：紫禁
城、天坛、永乐大钟。紫禁城是皇宫，天坛
是祭祀皇天、祈五谷丰登的场所。朱棣戎
马一生，虔诚信佛，专门铸造大钟礼佛，借
此巩固王朝。永乐大钟内外铸满经咒，计
有十七种之多，二十几万字。

永乐大钟铸成，悬挂在紫禁城边的
汉经厂。此后，钟声延绵好几年，昼夜
撞击，音色独特，声传数十里，时远时
近。永乐大钟响亮过也沉默过，在孤烛
冷寺里独自承受着寒风露雨的寂寞，但
金性不灭，声鸣不改。

总觉得第一次永乐大钟的声响是个
晴天，阳光浩浩荡荡照过紫禁城血色的
宫墙、金色的屋顶和空旷的广场。乾清
宫座椅上，六十岁的皇帝容光焕发，众
大臣垂手站立，打起精神，宫外廊檐
下，宫女和太监有些无所事事，眼神却
有些惊恐。“当”的一记声响传过来，所
有人心头不自主颤抖了一下，一声又一
声，声声接着，清亮又略显沉闷的铜音
响彻皇宫周围。朱棣不禁老怀大开，他
以为这宫殿乃至这京城这天下都笼罩在
大钟的佛音下。

去晋卿岛的水上，看见一丛寸长小
鱼跃出水面，在波光与阳光的照耀下，
发出淡淡的鱼鳞光，看得人沉迷。那鱼
连续跃出数次，方才一窝蜂游远了，不
由一阵惆怅。

晋卿岛植被不如甘泉岛，但也处处可
见绿意。难得岛民开辟了菜园，有大头
青、地瓜叶等绿叶蔬菜。路旁空地上还有
西瓜，瓜蔓结果何止七八个，大者如汤盆，
小的只有拳头大小。青青茵茵，是耕种人
家的意思，活泼泼家长里短。

岛上有一百零八兄弟庙，其上写“有
求必应”四个字，南海岛礁随处可见此庙，
庙皆简陋，无塑身甚至无牌位，空空如也，
自有神灵。随行船员脱下帽子，一正面
容，恭恭敬敬在庙门前跪倒，结结实实磕
头祭拜。据说这一百零八个兄弟皆为船
员，出没风波里救助渔民，后遭遇海难，民
众立庙为纪，尊敬成神。这一百零八个人
姓名不详，行径难考，他们都消散成了海
风，护佑南海人出入平安。

有人在晋卿岛见过高达数丈的古
树，粗可合抱，枝叶如巨伞，聚集了无
数海鸥。至今岸边海水还浸泡有巨大的
树干，不知道是不是当年旧物。同行者
故地重游，却找不回多少记忆。百十年
不会沧海桑田，但斗转星移，多少物换
人非，最是时光如水。童年时光是溪
水，少年时光是河水，青年时光是江
水，中年时光是海水，难能风平浪静啊。

晋卿岛呈椭圆形，长近千米，径阔
处约一里路，岛上有沙洲。潟湖低地生
长着茂密的羊角树丛林，土质亦为鸟粪
土。绕岛走了一圈，费时无几。难得海
边礁石平缓，走来格外清润自如。有些
礁石在水中露出半截，人走上去，远眺
茫茫大海，静静听听波涛汹涌，耳畔有
种如闷雷隆隆的声音，连续不断，轰轰
发发，仿佛千万只马蹄同时敲打地面一
般，又像千万人同时在擂击大鼓，这一
股股声势，如天地肃穆的威严。

海水一次次爬上礁石，有些轻柔，
有些刚硬，一律义无反顾，一往无前。
几只海鸥在绿树和蓝海之间翱翔，姿态
迥异，羽毛晶莹洁白如雪花轻舞。不远
处的海上，蓝洞绿茵茵凝视天空。

晋卿岛

世情小说世情

那是一块石头，巨型石头，确切地说
是一块水泥大饼，就那么突兀地出现在勇
的梦里。惊醒后，他愣愣地从沙发上起
身，回味着没有前因后果、定格在残留记
忆中的那个大物件。

它光洁圆润，周身颗粒挤在一处，腠
理紧实得难以呼吸。看起来就像酒店里的
大圆桌，却是加厚版的，沉重，无法随意
旋转。昨夜觥筹交错之间，勇想不起自己
说了什么，只记得频频举杯。

勇是临下班时接到的饭局通知，他很
清楚自己去只是凑数的。主家是位成功的
生意人，却不胜酒力。在一些场合，需要
勇这样听起来有些身份，但实际上没有丝
毫权势的人撑个场面。酒量酒品俱佳，勇
的出席不会折了主客的面子。这次宴请好
似为了孩子上学……算了，勇是个懂规矩
的人，对别人的事从不多嘴多舌，让主宾
喝好、饭局不冷场才是他的职责。

主家混得风生水起，宴请的宾客大都
非富即贵，每次在酒桌上却总把勇捧得很
高，这让他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这个年
龄了，还追求什么呢，得对得起朋友的
好。主家隔三岔五给塞张小购物卡，各种
节礼也没落下。即便勇偶尔从主家笑眯了
的眼里，无意中看到过好老板对编外员工
的恩赐，也固执地认定那一定是错觉。他
和主家是老乡，是多年老友，相互情深义
重。勇是逢请必到，而老乡每次也都不忘
让人送他回家。除了司机，勇总是最后一
个到家。

老婆骂勇不长脑子，不是一个阶层

的，整日跟着人家屁股混个啥名堂。你懂
个！真正的想法他没法说出口。老乡应该
言出必果吧，不会像上司拍着胸脯再三承
诺……念头一闪，勇瞬间没了自信。

今早睡过了头，老婆、孩子，上班的
上班、上学的上学，当务之急得给自己的
迟到找个合适的理由。出门时，勇又想起
梦里那块水泥大饼。它就像巨型水泥柱的
一个横截面，出现在工地上很正常，出现
在……勇想起来了，此刻，水泥大饼应四
平八稳地躺在离小区不远的马路沿上。至
于它什么时候出现的，不清楚；做什么用
的，勇也不清楚。

天最热那阵的某个午后，勇第一次注
意到它。妻子走得过急，崴掉了鞋跟。勇
搀着她，走出一身的汗，茫然四顾，他喘
着粗气抹了一把汗，建议先坐那大水泥
墩上歇会儿。妻子说不是墩，是片，比
墩要薄些，你这搞文字的就这水平？勇
丝毫不生气，慢慢吞吞地说，即便我表
达能力不如你，也改变不了我可以靠文
字为生的事实。你呢，生就干粗活的
命。逛个街，就跟要上山下地似的，瞎
使劲。妻子瞪着大眼珠，吼着勇的全名，
让他再说一遍试试。

勇突然觉得屁股底下一阵灼烫，赶忙
提醒，傻婆娘，少跟我较劲。这石头片
子，坐着还舒服？妻子后知后觉，嗷一
声蹦了起来，一只光脚片子踩得勇脚趾
生疼。

那巨大的水泥大饼，就待在路口拐角
的台阶上，除了挡路，看不出其他效用。

它究竟是从哪里切割下来的，勇左右想不
通。女儿鄙夷道，怪不得我妈说你傻，不
知道有“现浇”这个词吗？勇老脸一红，
我是傻，可架不住傻人有傻福哇，有你和
你妈我知足了。

一天，老婆让他管管自家女儿，说好
像早恋了。这事不该是当妈的主抓吗？勇
叹了口气，老婆一定是故意的，就是想证
明自己对家庭毫无贡献。

科林斯的西西弗斯惹怒了众神，被罚
每天推个大石头上山，然后再眼睁睁看它
滚下去，如此重复，日复一日。勇想知
道，那山有多高，石头有多重，如果换成
那个水光溜滑的大石饼，西西弗斯会不会
更绝望……勇突然笑了，为自己的无厘
头，为自己混乱的思绪和生了气的胃。

出了小区本该向北走，那里有个公交
车站，正常的话，他坐到单位大概得四十
分钟，再免费骑个共享单车五分钟就到
了。到底是坐公交还是打车，勇犹豫着，
要坐公交过去，午餐就等于免单。可是，
电话那头领导已有了一丝愠怒，怎么解释
今儿上班一再迟到呢？这时，勇意识到走
错了方向，找错了北，他娘的，今天怎么
诸事不顺呢？

勇顺势蹲到了路牙上，想咂根烟解解
乏，也琢磨琢磨迟到的措辞。烟没拿稳掉
在了地上，他俯身拾起来。昨晚散席后，
老乡好像把桌上剩的烟酒统统打包给了
他，嘴里叼的烟应该就来自那里。这时，
勇忽然意识到，脚下不就是那块大石饼原
来的位置嘛。大饼呢？记得一次老婆发
狠，勒令他以后就啃它过活。

那块水泥大饼悄没声地来，又悄没声
地失踪了。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梦里，
也是混不下去了，惺惺相惜，前来道别？
根据弗洛伊德解析梦的理论，这算显性
梦，还是暴露潜意识的隐性梦？勇一时想
不明白，脑子里乱得很。他决心请假一
天，要好好琢磨一下大饼的事儿。

失踪的大饼
李 晶

喜欢石涛的画，喜欢石涛画中无处不
在的典雅和秀润，不苍白，诗意足，他的
画中，有文章，文气郁勃。

菊，一向是中国画家所喜欢之题材，
石涛亦不例外。但石涛画菊，不似白石老
人那样只是菊花朵朵或丛丛，石涛的画
菊，多是菊在“境”中。

少有的，以单株“菊”为素材的一幅
画，是石涛《山水图》（之六）。虽名曰

“山水图”，实则画的是一幅菊花图：画面
简约，仅一石一菊，亦可名之为《菊石
图》。石，苍黑如铸，虚实结合，明暗相
映，石之四周，地面湿痕氤氲，石之暗黑
处，仿佛苔藓密布其上焉。菊生石旁，仅
一株，但却枝叶繁茂，丰盈肥硕，花朵大
而繁，纷然绽放，朵朵如怒，是一种傲然
而放的姿态。

凝视之，即感觉那株菊花，无风自
摇，且菊香散逸，弥漫画面间。

画面题五言绝句一首：“节未迩霜
降，朝来早降霜。画师生懵懂，染就菊花
香。”另有落款“寒露二日”。

从题诗可以看出，这幅画，应该是一
幅即兴之作：霜降尚远，仅仅是在寒露的
第二天，早晨，一场霜，却突然降临了，
节令如此的“悖谬”，连老画师也一派

“懵懂”。不过，懵懂归懵懂，经此一
场霜降，那株“菊花”却开得愈加绚烂

了，而且，菊香浓郁，阵阵袭人，老画
师闻香兴起，援笔成画，成就了这幅

“菊石图”。
此幅画的好，还在于“映衬”：菊石相

映，石之瘦硬、苍古，更好地烘托了菊之繁
茂、绚烂；石之沉稳、踏实，又很好地衬托了
菊花的摇曳、挺秀，两相映衬，各自风致，愈
加得到彰显，真正是相得益彰了。

至于菊花，那份傲然的姿态，简直就
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写照。

石涛，画有一幅 《对菊图》，很特
别，真是“境”大于菊：占据整幅画面是
山水，是建筑，所谓“对菊”，也不过是
两人合抬一盆菊花而已。

一套几进庭院，临水而建，背倚壁立
的陡崖，面对汤汤的流水；远处，山埠错
落，绵绵延延，给人一种苍茫无际的视觉
感受；庭院四周，依旧有山，错落环绕，
只是相对低矮一些，挡不住瞭望的视野，
庭院周围，更有苍松翠柏，绿树郁郁。最
前面的一处庭院，柴扉外，有小桥流水，
柴扉内，庭院宽敞，也正是在这一宽敞的
庭院内，一高一矮两人，正合力抬着一盆
菊花，两人二目相对，相对间，就是盆内
的菊花：菊枝微倾，有摇曳之感，见得
出，庭院内正有秋风吹过，谷风阵阵，那
菊花，也才枝条倾斜。

画面，有题诗曰：“连朝风冷霜初

薄，瘦菊柔枝早上堂。何以如私开尽好，
只宜相对许谁旁。垂头痛饮疏狂在，抱病
新苏坐卧强。蕴藉余年惟此辈，几多幽意
惜寒香。”

饮酒过度，病酒新苏，画家想把菊花
抬进室内，对菊、赏菊，藉此“蕴藉余
年”。所以说，此幅画的特点，是画菊却
不在菊，颇有点儿“醉翁之意不在酒”的
意思，如写诗，画家画菊，实则是在抒
怀，借菊言志、达情罢了。

如此，此菊，是画中之菊，更是画
家的心中之菊。不在菊之“象”，而在
菊之“意”。

石涛，画有一组《陶潜诗意图》。《陶
潜诗意图》（之二），谓之“悠然见南
山”，是演绎陶渊明诗《饮酒》之五“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意的。

画面远景，是如黛的远山，耸峙、苍
茫，云雾缭绕，宛若仙境；近景，茅屋一
间，只是露出屋顶部分，屋边，垂柳一
株，丝丝缕缕，疏朗飘逸，有风致；房屋
山墙一端，篱笆一道，回环曲折，竹篱高
低不一，参差错落，篱笆内外，黄菊遍
地，灿然开放；诗人站立篱笆之内，头披
宽巾，身着长衣，宽袍大袖，左手下垂，
右手捻菊花一簇，目视前方，遥遥而对
的，是如黛的远山。

此图之最，最是那菊花，色黄如金，
虚实结合，仿佛凌空开放，给人一种飘然
之感。似乎，那菊，并非人间之菊，那
菊，是属于仙界的，是开放在陶渊明“桃
花源”中的菊花。

明灿，纯洁，仙气纷然——此花，只
应天上有。

在石涛的笔下，陶渊明，简直就是一
位脱出凡尘的仙人了。

石涛的“菊花”
路来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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