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俑卓然开生面　光彩更现二号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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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 兵马俑二 号坑位于
一号 俑 坑 以 北 ，三 号 俑 坑 以
东，占 地面积约六 千平方米 ，
是考古 工作者1976年 发现的 。
经过1976、1977年 的钻探和局
部试掘 ，发现二 号坑是一个 由
步兵 、车 兵 、骑兵结合的 曲 尺
型军阵 。

二号俑坑可谓秦俑坑 中 的
精华 ，在军队阵容 、兵种 、武
士俑 的 神态 及姿 势 等 方面都较
一、三号坑复 杂 、特殊 。其军
阵由 四个独立 的 单 元组成 。一
是由 跪式和立式步兵俑组成的
弓弩小 方阵 ；二是 由 64乘驷马
战车组成的 车兵方阵 ；三是 由
1 9乘车和百余件随车步兵组成
的车 步 混 合 兵 阵 ；四 是 由 116
个骑 兵 及 鞍 马 组 成 的 骑 兵 方

阵。从 而形成大阵包小阵 ，
阵中 有阵 ，可分可合 的壮观
场面 ，充 分反映 出 秦始 皇时
军事 力 量的 强大和统一全 国
的赫赫威势 。

弓弩步兵俑阵位于二号
坑东 北 角 突 出 的 部分 。俑群
呈方 阵 ，由 表 里 两 部 分 组
成，其 中 心是8列160个跪 射
俑，两 侧 是 6列84个 丁 字 步
站立 的 袍俑 ，东 西两端分别
站着60和40个丁字步站 立 的
袍俑和 甲 俑 。两端和两侧两
立射俑 组成这一小阵之表 ，
把跪 射俑 围在里面 。跪俑持
弓，立俑执弩 ，跪俑为 里 ，
立俑 为表 。这是古代 弓 弩兵
作战的 写实表现 。因 为 弓 是
随张 即 射 的 兵器 ，张 弓 后难
于持久 ，弩是蓄 积弹 力 伺机
发射 的 复 合装置 ，具有穿坚
摧锐的威力 。然而 ，这两种
兵器都做不到连续 射击 ，装
矢需要时间 ，因 而只有把 弓
弩兵 集 中 于 一 阵 ，前 后 相

次，形成后面 射击时前无 立
兵，张 而复 出 ，射而复入 ，
轮番 发 射 ，矢如雨 下 ，才能
给对方 以有 力 的打击 。

车兵 位 于 二 号 坑 的 右
侧，有 战车8列 ，每列8乘 ，
共64乘 。每乘车 上有铠 甲 武
士3人 ，一 为 驭 手 ，一 为 车
左，一为 车右 。战车阵 占二
号坑面 积 的一半 多 ，说 明 当
时战车在作战 中 仍有重要的
作用 。

在车兵方阵 以北 ，还有
车、步 兵混合编列的军阵 ，
共三 列 ，每列六辆战车 ，车
后均配备有步兵若 干 。

骑兵 的 出 现是古代兵种
的一大 革命 ，是古代战争发
展的新阶段 。二号坑 中 骑兵
阵列 ，反映 出 秦时骑兵在 作
战中 的 作用 越来越大 。秦素
有善 养 马 的传统 ，秦穆公时
已有 “畴骑五千”，二号坑
的骑兵 已 可独立行动 。共有
骑兵 116组 ，骑 士 站 在 马 的

左边 ，右手引 缰 ，四 组一排 。
骑士头戴小皮帽 ，衣着 紧 束 ，
脚穿长靴 ，体魄健壮 ，身 高均
在一米八 以 上 。

二号 坑 兵 种 的 配 置 是 建
立在 各 兵 种 战 斗 特 长 基 础 上
的。步 兵 的 机 动 性 强 ，灵 活
易变 ；车 兵 用 于 “陷 坚 阵 ，
要强 敌 ，遮 走 北”；骑 兵 则
擅长 “踵 败 军 ，绝 粮 道 ，击
便寇”。三 者 的 编 列 适 应 了
战国 以 来 战 场 地 域 扩 大 ，适
应在 不 同 地 形 作 战 的 需 要 。
正如 《孙 膑 兵 法 ·八 阵 》讲
的“易 则 多 其 车 ，险 则 多 其
骑，厄 则 多 其 弩”。三 者 的
有机 配 合 可 以 克 服 各 自 的 不
足，从 而 扬 长 避 短 ，发 挥 整
体威 力 。

总而 言 之 ，二 号 坑 的 军
阵特 殊 ，兵 种 多 ，武 士 形 象
多样 ，它 提 供 给 人 们 一 幅 生
动的 秦 代 军 阵 图 谱 ，是 研 究
秦军 事 史 的 宝 贵 资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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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姿 勃 勃秦骑 士
——秦俑二号坑的牵马骑士俑

李淑 萍

今年3月 1日 ，是秦
俑博物馆值得庆贺的 日
子，考古队从此开始发
掘秦兵马俑二号坑 ，这
也是人们 多 年来翘首 以
待的 事 。秦 俑 三 坑 ，
一、三号坑 已 经发掘 ，其面 目
已被世人了 解 。二号坑是个什
么样子 ，人们迫 切想知道 。因
此，发掘二号坑时 ，举行了 盛
大的庆典 。

庆典过 后 ，秦俑考古队按
步就班地依照考古规程 ，对二
号坑进行发掘 。他们把二号坑
划为24个20×20m的探方 ，第
一步 先 发 掘 四 个 探 方 ，计
1600m2。约 需 三 四 个 月 便 可
至文物层 。现在 ，发掘 工程 已
进行了 半个 多 月 ，正在清除四
个探方的表土 。在考古工作者
辛劳之时 ，我们来看一下二号
坑出 土的牵马骑士俑 。这些骑
士俑 集 结 在二号坑 的 第 四个单
元，属 于 第二步考古发掘计划
中的 事 ，如果顺利 ，将于 今年
下半年开始发掘 。

1976年 4月 ，秦 俑 二 号 坑
被发现 。当 时曾进行了 试掘 。
试掘 中 出 土了 一些文物 。牵马
骑士俑 ，便是其 中 最宝贵的一
组。按试掘推算 ，二号坑 中 的
牵马 骑 士 俑 共 有 116组 ，每 组
有一骑士牵一战骑 ，这便是人
们称之为 的牵马骑士俑 。它们
四路一排 ，集结在二号坑 后部
的北 侧 。骑士身 穿短褐 ，外套
紧身 铠 甲 ，护着前胸后背及双
肩，腰 束 革 带 ，足 蹬 轻 便 皮
靴。头 戴 小 皮 帽 。帽 两 边 有
带，结 于 颚 下 。整 个 装 束 轻
便、劲捷 、灵 活 、潇洒 。骑士
身高1.80米 ，身材健壮 ，但不
臃肿 。骑士与战骑并排 ，站在

战骑的左方 。战骑高1.72米 ，
身长2.03米 ，双耳短促 ，尖如
削竹 。腿长臀圆 ，胸部饱满 ，
劲健有 力 。尾 鬃 辫成大辫 ，显
得轻捷骏逸 。背上有鞍 ，头套
络头 ，平静而 自 然 。这便是秦

军骑士英 姿 的 生动写照 。
从这组雕塑看 ，它正说 明

了秦兵马俑写实雕塑艺术的成
熟。古代对骑士的体质要求是
很高 的 。古代兵书 《六韬 》中
说，武 骑 士 要 年 龄 在 40岁 以

下，身 长 7尺 5寸
（ 合 今 1.63米 ）以

上，壮 健 捷 疾 ，超
群绝 纶 等 。秦 代 雕
塑家 以 严 格 的 写 实
手法 ，雕 塑 了 秦 代

武骑 士 的 英 姿 。它 的 面 部 眉
棱突 起 、高 鼻 、合 唇 ，唇 上
八字 胡 须 丝 丝 不 苟 。这 是 一
位训 练 有 素 的 骑 士 形 像 。战
骑的 挑 选，《云 梦 竹 简 》中
说，蓦 马 要 5尺 8寸 （合 今 1.
34米）以 上 。这 件 陶 马 ，雕
塑得 完 全 符 合 一 匹 良 骥 的 要
求。它 方 头 大 眼 ，鼻 孔 圆 ，
口微 张 ，双 耳 中 间 留 着 一 绺
鬃毛 ，整 个 身 材 ，符 合 秦 代
相马 专 家 伯 乐 写 的 《相 马
经》中 对 良 马 的 要 求 。这 是
我国 古 代 雕 塑 品 的 杰 作 。它
是写 实 的 ，但 又 不 刻 板 ，而
是给 实 物 以 生 命 ，使 它 有 了
灵魂 和 感 情 。骑 士 的 面 部 表
现出 了 一 位 忠 于 职 守 、自 信
孔武 的 军 人 形 像 。而 战 骑 的
神态 ，是 一 付 听 命 于 骑 士 ，
准备 奋 蹄 奔 腾 的 状 态 。两 件
作品 ，合 为 一 组 ，有 主 有
从，完 美 、统 一 、合 谐 ，不
愧为 古 代 艺 术 珍 品 。写 实 艺
术在这 里 得 到 了 升 华 。

牵马 骑 士 俑 的 出 土 ，也
为研 究 古 代 的 军 事 制 度 、兵
种组 合 以 及 骑 兵 阵 列 ，提 供
了重 要 的 丰 富 的 实 物 资 料 。
这大 约 也 就 是 一 开 始 发 掘 二
号坑 便 引 起 轰 动 的 一 个 原 因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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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捷 英 俊 的 跪 射 俑
田静

在秦 俑二号坑左前 角 面积约1050平方米
的范 围 内 ，埋藏着一支秦代特种 步兵 ，即 弓
弩手 。在此 区域 内 ，陶俑 的布局是这样的 ：
南北 两个过洞 各站 立三排短褐俑 ，东西两个
过洞 各站 立 两排 甲 俑 ；中 间 四个过洞 为跪射
俑。每个 过 洞 两 行 ，共 8行 ，每行20尊 ，共
计160尊 。在 跪 射俑 旁 还 发现有铜镞及铜 剑
鞘头等兵器 。

这些跪 射俑头挽发髻 ，身 穿战袍，上身
及两 肩 著甲 ；右腿着地 ，右足与地面垂直 ，
左腿 弯 曲 ，左 足掌贴地面 ，左脚根抬起 ；右
臂微 曲 ，手半握 ，拇指上翘 ，左臂肘部抱于
上腹 前 ，四指微 曲 ，拇指微翘 ，身稍左侧 ，
双目 向 左前方平视 。关于这种俑 的 名 称 ，有
人称 之 为 “跪 式 背 弓 俑”，也 有 人 称 之 为

“ 蹲 跪 俑”、“跪 射 武 士 俑”、“蹲 姿 甲
俑”或 “跪 射俑。”

跪射俑 的 姿 态是武士的坐姿。《礼记 ·
乐记 》中 有 一段记载孔子 与宾 牟贾的对话 ，
谈及 一 种 歌 颂 周 武 王 灭 商 的 音 乐 舞 蹈 《武
乐》时说 ，跳此舞的 人 “有时而跪 ，以右膝
至地 ，而 左 足 仰 之”，文 献 中 称 之 为 “武
坐”。这种 动作与 “跪射俑 ”的姿态 是相 同
的。《三 国 志 》中 孙 策说严 白 舆 “能坐跃 ，
劲捷不常”。由 此看来 ，由 坐而起 ，要行动
迅速 ，必须经常训练 ，而其坐姿也有一定规
定。大 概就如 同 “跪射俑 ”的姿态 ，一条腿
站地 ，一条腿离地 ，便于及时起立 。

跪射俑 的这种坐姿 ，是古代军事 中 一个重要的
单兵动作 。我们知道 ，古时的 单兵教练十分重要 ，
许多 兵 书如 《吴子》、《尉缭子》、《孙子 》都在
兵教 中 把单兵教练作为 重要一课 ，教会士卒在兵阵
中前进后退左右刺杀 等动作 ，以备战时应用 。我们
熟知 的孙子 训练吴王 阖 闾 的宫 中 美女 ，也是先教会
其知 “左右前后跪起”的动作 。

坐姿在作战 中 ，是采取守势的 姿 态 。因 此 ，坐
姿的单兵动作常应用 于兵阵 中 的坐阵。《尉缭子 》
中说：“有 立阵 ，有坐阵”，“立阵所 以行也 ，坐
阵所 以 止 也。”坐 阵 之 应 用 ，有 两 种 情 况 ，一 是
军情 不 稳 ，需 要 稳 定 军 心 ，整 顿 队 伍 ，另 一 种 情
况是 以 待 战 机 。跪 射 俑 的 姿 态 应 属 于 待 机 而 出 。
这样 看 来 ，所 谓 “跪 射 俑”，实 际 是 “坐 姿 武 士
俑”。它 的 出 土 为 我 们 了 解 古 代 的 单 兵 训 练 和 兵
阵排 列 提 供 了 实 物 资 料 。这 些 跪 射 俑 左 腿蹲 曲 ，
右膝 跪 地 ，上 体 伸 直 并和 头 部略 转 向 左 侧 ，双 目
凝视 左 前 方 ，双 手 在胸 右 侧 一 上 一 下 紧 握 弓 弩 。
射击 时 ，左 腿 蹲 曲 ，右 膝 跪 地 ，重 心 稳 ，用 力
省，便 于 瞄 准 ，而 且 因 其 目 标 小 ，不 易 被 敌 人 发
现，因 而就成 为 防 守 或 埋伏 时 理 想 的 一 种 射 击 状
态。

劲捷 英 俊 的 160尊 跪 射 俑 位 于 秦 俑 二 号 坑 东
部突 出 部 位 ，其 位 置 比 一号 坑 的 前 锋 还 要 突 出 。
它是 整 个 秦 俑 兵 阵 的 左 拒 ，其 后 是 一 个 较 大 的
车、骑 兵 种 的 方 阵 。一 旦 敌 人 袭 击 ，左拒 这 一 支
方阵 由 坐 而 立 ，迅 速 出 击 拦截 ，保 卫 大 阵 。秦 俑
二号 坑 中 的 跪 射 俑 似乎 是正 在 进 行 单 兵 教 练 或 队
列训 练 时 一 瞬 间 的 姿 态 。他们 上 身 挺 直 ，臀 部 紧
贴左 足 根 ，身 体 的 重 量 落 在 右 膝 、右 足 和 右脚 尖
上，三 个 着 力 点 恰 成 等 腰 三 角 形 ，整 个 跪 射 俑 被
塑造 得 英 俊 潇 洒 ，劲 捷 勇 猛 。在 这 些 俑 的 附近 出
土有 镞 、剑 等 兵 器 ，表 明 这 些 俑 是 执 弓 和 佩 剑
的。它 们 挟 弓 带 剑 ，立 可 以 疾 走 ，趋 敌 致 胜 ，坐
则如 磐 石 ，坚 不 可摧 。跪射 俑

训练有素的立姿射俑
孟剑明

恩格斯在 《军队 》一文 中
强调，“军 队的 力 量在于它 的
步兵 ，特 别 在 于 它 的 弓 箭
手。”也就是说 弓 箭 手在战争
的舞 台 上是一个相 当 活跃 、重
要的 兵种 。秦俑三坑 中 出 土的
弓箭 射手不仅种 类 多 ，装 备齐
全，且大 多 部署在重要位置 ，
二号坑 中 出 土的 立姿 射俑就是
这众 多 弓 箭射手 中 的一种 。

秦俑二号坑是由 步 兵 、车
兵、骑兵 及专职弩兵等 诸兵种
联合组成的 “集 团 军”。立姿
射俑 是弩兵的 一种 ，他们被部
置在弩兵方阵 的 四 周 。在东西
两边 的 南北长廊里各有二排 ；
南、北 两边洞 里各排三列 ，共
计有 立 姿 射 俑 172件 。他 们 头
挽发髻 ，身着轻便战袍 ，腰 系
革带 ，胫着护腿 ，足蹬方 口 翘
尖履 ，整个装束显得轻灵 、便
捷。他们左脚 向 左前方斜 出 半
步，双 脚 一 前 一 后 呈 丁 八 字
步，左腿微拱 ，右腿后 绷 ，上
身挺 立 ，微 向 左转 ，左臂向 左
半抬微 举 ，四 指并拢 ，手掌伸
张，掌 心 向 下 ，右 臂 曲 抱 胸
前，头微 向 左偏 ，面部神情专
注。整个动作为持 弓 弩 引 而不
发状 。此 姿 态与 《吴越春秋 》
中陈音 向 越王勾践讲述 “正 射
之道”的 记载完全吻合 。陈音
说射 箭 的 人要心定神凝 ，注意
力集 中 ，其射箭姿势是 “左足

蹉，右足横”，“左手若
附枝 ，右手若抱儿 ，右手
发，左手不知 ，此正 射持
弩之道也”。立姿 射俑 以
合理合度的 足法 、手法 、
身形科学地说 明 秦代对射
箭的具体要求 。他们与方
阵中 部 的 跪姿 射手互相依
托，互相弥补 ，二 者一起
一坐 ，弓 弩轮 番 射击 ，矢
注不绝 ，大大增强 了 杀伤
力，便敌方无机可乘 。

立姿 射俑 的雕塑 ，作
者抓 住 了 射 手 在 单 兵 训
练中 拉 弓 的 瞬 间 动 作 ，
极富 力 感 的 拉 弓 的 双 臂
和前 弓 后 蹬 的 双 腿 上 下
呼应 ，将 炯 炯 有 神 的 双
眼，绷 嘴 屏 气 的 神 态 及
引弓 待 发 的 动 作 融 为 一
体，神 态 认 真 ，给 人 一
种训 练 有 素 、百 发 百 中
的威 慑 力 量 。秦 代 对 射
手的 训 练 极 为 严 格 ，秦
律规 定 负 责 发 弩 的 射 手
如果 射 不 中 目 标 ，要 受
到处 罚 。所 以 秦 代 的 雕 塑 家
严格 地 把 握 了 这 一 点 ，将 射
手一 丝 不 苟 的 正 确 训 练 姿 态
表现 得 活 灵 活 现 ，淋 漓 尽
致，也 充 分 说 明 射 击 技 艺 在
秦代 已 发 展 到 相 当 高 的 水
平，拉 弓 射 箭 的 动 作 已 经 形
成了 具 有 一 定 要 求 的 规 范 化

动作 。可 以 说 秦 俑 二 号 坑 中
的立 姿 射 俑 以 其 准 确 的 动 作
造型 ，严 肃 认 真 的 表 情 神 态
告诉 人 们 秦 代 正 是 因 为 有 了
这些 训 练 有 素 、勇 武 善 战 的
武士 ，才 能 力 挫 群 雄 ，独 领
风骚 ，一 统 天 下 。

立姿 射 俑

《 神禾塬 》的魅力
江雪

1 4集电视连续剧《神禾塬》，之所以能够唤起观众的欣
赏冲动 ，我以为主要在于她表现关 中 风情的成功 。这“风
情”不仅仅是地理与 自 然环境的 ，也是人文精神的 。文化
积淀悠久深厚的关 中 农村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 ，有了过
去历史所不可比拟的深刻变迁 ，《神禾塬 》把这历 史的变迁反映得
真实 、典型 、富有文化意蕴 ，因而显得有滋有味 ，荡气回肠 。任何
一位城居的市民 ，会以此 引 发 乡 土之恋 ；任何一位农民父
老兄弟 ，足以凭藉她反思 自 己的生活 。

70年代末80年代初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 ，唤发出
农民潜在的空前而巨大的生产热情 ，而农村商品经济的深
入发展 ，从根本上改变着中 国农民的命运 。这场历史性变
迁的深刻之处 ，不仅在于对农业生产力 的解放和发展 ，同
时也可以说是在于农村的生产关系调整之后 ，农村社会所
呈现的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 。这变化的总的
历史趋势 ，通往中国农村文明富足的前景 ，而
这个变化的过程却不可避免地充满革命性的
阵痛。《神禾塬 》正是真实生动地再现 了这场
阵痛 ，富有说服力地预示着这个前景 。关 中
老农宋思温和他的两个女婿 ，作为新旧 两代农民的代表人
物，在其生活化的矛盾冲突里 ，其实质就是蕴含这一社会
内容 。表面上看起来 ，是商品经济为 当代农民开辟着致富
的广阔道路 ，而深层上是含情脉脉的 中 国古典意味的农村
社会的终结 ，是小农经济造就的 中 国老一代农民的结束 ，
是商品经济造就的 中 国新一代农民的诞生 。这一场新旧
交替的裂变 ，在他们的生活里和精神上引 起的震荡也是空
前的 。宋思温老汉在神禾塬精神领袖的地位上 ，不断受到
来自 社会各方的大胆进取的生活观念的冲击 ，也为商品经
济中 出现的生活的罪恶而震撼 ，他的关中老农的哲人式的
贤明 ，已不能完全支配新一代人思想理念与行为方式 ，但
他在生活痛苦的启蒙里所表现的博大深厚的亲情爱心 ，深
沉睿智的生活哲理 ，以及顽强坚韧的苦斗精神 ，并不为“领
袖”地位的失去而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魅力 。关 中老农文
化精神的积极一面 ，必然地会在今后的生活里若隐若现地
生存 ，化作商品经济生产方式里富有文化意蕴的人文精神

导向 。由 大魁 ，作为宋思温老汉的爱婿 ，他的大度 ，他的朴
实憨厚 ，他的精明强干 ，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看作宋思温老
汉精神积极面在新形势下的合理引 申 ，他的人格力量胸襟
胆识 ，是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共同铸就的杰作 ，代表关中
农民的未来与希望 。即使一直为宋思温老汉不放心不乐
意接纳的女婿冯丙南 ，也不好一概作“坏人 ”而论 。他聪明
灵活 ，无奈心胸狭隘 ，他工于心计 ，可惜城府不深 ，其失败
其堕落 ，给人的 同情悲悯大于憎恶 。由 浮到沉 由 升到降 ，
看来是第三者的阴谋陷害 ，但其实质也是性格逻辑与生活
逻辑发展的必然 。富有戏剧意味的是经过一番炼狱般的
苦苦折磨 ，与痛定思痛的幡然悔悟 ，冯丙南再度崛起 ，颇有
关中硬汉的风骨并通向成熟与成功 ，其生活历程也是一个
发人深省的警策 ，或者就已经表明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与

之相符的人文精神 ，决不是非道德非理性的投机行为所能
凑效 。不管关 中农村 （包括整个中 国农村 ）在通往文明富足的现
代化社会 中 ，还有 多长的路要走 ，生活在关 中 高天后土里的父老
兄弟的命运和苦乐悲观 ，永远会受到良知未泯的艺术家的深
切关注 。

可以告慰的是 ，《神禾塬 》并没有把 自 己的艺术聚焦点
放在传统的政治与经济的层面 ，而是由 生活切入 ，由人的
心理与精神世界切入 ，这样一来 ，充满关中风情的生活画
面所演示的生活气息 ，人伦亲情 、风俗礼义 ，都带上了强烈
的审美意义 ，而作为历史运转的轨道 ，生活的走向 ，就不再
是结论性的理性概括 ，而是鲜明的如生活本身一样的原始
本色来昭示其意义 。关中 风情之美 ，当 然有地理和 自 然环
境的独特 。她的 山川 、她的沟壑 、她的村庄原野 ，固然是自
然的 ，但也是人文的 ，任何一位观赏者不可能只在她的 自
然风光 中 流连 ，而忘记她深厚的人文色彩 ，也不会不把她
在心灵深处与别的地方的 自 然风光相区别 。关中 的 自 然风情天

然地联 系 着 历 史 联 系 着 悠 久 也 联 系 着 深 远 与 厚 重 ，简 直 就
是人 文精神 的 一种 外化 ，一 种 象 征 。关 中 的 人伦 亲 情
之美 ，更 多 地见著于礼仪规范之 中 的 古朴和真诚 。她
热烈深 沉 ，她真挚但不外露 ，世 易时移 ，流光淘洗 ，
她在情感 的表达里依然遵从明晰的理性 ，在亲 际的关
怀里依然强调着神圣的责任 。和整个东方文 明所看 重
的人伦亲情一样 ，她的 内涵与社会 的 公理大 义 相通 。
民俗 风 情 莫 过 于 婚 丧 嫁 娶 。固 然 是 “十 里 乡 俗 不
同”，但 在 整个 农 业 经 济 中 产 生 并 形 成 的 婚 俗 和 丧
仪，剔除其封建和迷信的 糟粕 ，我们还是可 以 发现 ，
那热 烈 的 几近原始的婚礼场面 中 ，有对生命辉煌的 由
衷礼赞 ，那肃穆的 古老的丧仪之 中 ，也 同 样含有对生
命逝 去 的 庄 严 悲 悼 。正 月 里 的 社 火 农 闲 时 的 野 台 子

戏，同 样构成关 中 农民特有 的娱乐方式 ，享
受生命欢乐的方式 。与这些人文传统与环境
须臾 不可分离关 中 农民 的 生活 ，便在古朴之
中透露现代的气息 。而笼罩关 中 农民心理和
精神世界的 自 给 自 足的恒稳心态 ，安命知 足

的精神传承 ，由 于时代大潮 的冲击 ，正在经历痛苦的
裂变和重铸 。爱情 、死亡 、恩怨……属 于人 类 精神生
活心路 历 程 表现 人 性深 层 涵 义 的 命 题 ，都 在 《神 禾
塬》充满生活气息 的故事情节里 ，展示时代所赋予 的
意义 ，展示 人性的 丰富与深度 ，展示变革 中 生 活的 艰
难和 充 满希望 。也不管关 中 农村的变革会怎样地起落
浮沉大浪淘沙 ，关 中 农民的 生 活 ，关 中 农民 的心理与
精神 的裂变再生 ，总会在艺术家深情的关注里 ，走进
艺术典型 的 的画廊 。

不能说设有瑕疵 ，也不能说没有遗憾 。民俗风情
的有些表现就有 多 余 累 赘之感 ，时代的大背景还显得
不够厚 重 ，个别情节亦有过份渲染之痕 ，但是毕竟瑕
不掩 瑜，《神 禾 塬 》仍 然 不失 为 一 部 优 秀 的 电 视 力
作。究 其成功 的原 因 ，编 导演们对 中 国 农民 的一腔深
情让人钦敬 。商潮 滚 滚社会诱惑 多有 ，创作主体的这
种自 觉并不易得 。

石狮子风波与唯物论
若白

最近 ，石家庄市 出 了一条社会新闻 ，
许多 国 家机关 、单位门 前掀起一场塑造石
狮子 的 竞 赛 ，互相比高 、比大 、比阔 、比
气派 。而 且 互 相 之 间 还 比 出 了 矛 盾 和 风
波。据说 ，公开 的理 由 也颇堂皇：“美化
环境”。这 不 是 挺 好 吗 ？有 什 么 可 非 议
的。然 而 ，骨子 里 的意思 ，说破了 ，就是
在这些石头 （或水泥制作 ）之物上 ，寄托
了主人 们一种说不明道不 出 的心理 ，即把
这些石头之物看作神物 ，希冀 以此镇灾祛
邪，护佑财福 。

倘若 说 ，这 种现象发生在四 十年 前 的
中国 ，或 者 出 现在穷 乡 僻壤的农村 ，倒 也
不足 为 奇 。令人不解的是竟然发生在二十
世纪 九十 年代的现代化的 省城里 ，而且是
被称为唯物主义 者的 共产党 员领导的 （我
相信我们的 国 家机关单位里的领导大都是
共产党 员 ）机关单位 ，实在使人有点感慨
莫名 ！

其实 ，这 种 现 象 的 出 现 ，也 绝 非 偶
然。

也许大家还记忆犹新 ，前两年从南方
到北方 ，许 多 大 中城市就曾 刮起一股拍卖

“ 吉祥”数字 的旋风 （恕我愚昧 ，始终弄
不懂 它 吉 祥 在 什 么 地 方），几 个 含 有

“8”字 的 车辆 牌 号 、电 话 号码 ，竞 价 高
达数万 以至几十 万元 ，一些新闻媒介也大
肆渲染 ，似乎获得了这些数码 ，生意一定
兴隆 ，财源也会如江水一样涌来 。现在不

知道这些幸运的 主户
发到什么程度 ，也不
见新 闻媒介向 读 者反
馈。但 当时是炒得 火
爆的 ，使普通 的老百

姓们 目 瞪 口 呆 ，不知说什么好 。后来 虽有
公安 部 门通令制止 ，然而 ，从高 层到低层
赞成 者仍大有人在 。可惜它 的利弊没有展
开讨论 ，舆论也终究未能一律 。

不过 ，恕我直言 ，近 几年迷信虚妄之
风可 以说是遍及九 州城 乡 了 。在广 大 的 农
村，造神修庙 、看 风水择吉 日 的 消 息揭诸
报端 者 已 不鲜见 ；在城市无论南方还是北
方，大街小巷的 书报摊上 ，算命的 、卜 卦
的、相 面 的 、预 测 吉凶 的 书 刊 ，光 怪 陆
离，应 有尽有 ，并不比海外资 本主 义 的街
头逊 色 ，甚至有过之而无 不及 。据悉许多
文化名 流 、明 星佳丽和达官显贵问津于此
道者亦不乏人 。一位朋友颇为感慨地说 ：

“过去舆论一律虽 然弊病太 多 ，可如今舆
论的旋风刮得人不知所 向 了 。许 多社会现
象，是亦不可 ，非亦不可 ，老百姓无所适
从了。”

此类 现 象 ，不 知 别 人 怎 么 看 ，怎 么
想，鄙人却有杞忧 。一是这与我们建设有
中国 特 色 的社会主义理论协调吗 ？这不是
在向 我 们 倡 导 的 社 会 主 义 精 神 文 明 挑 战
吗？如 果 精神文明 建 设这一手要硬起来 ，
恐怕 光说说 、喊喊是无 济于事的 。二是验
证了 我们几十 年来马 列主 义 教育 的收效并
不理想 。唯物论是马 列主义 的核心之一 ，
否定 了 唯物论 ，马列主 义理论 的 大厦不免
危乎 。这 恐 怕 不 是 故 作 警 人 之 语 ，用

“ 左”棍子唬人之论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