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趣荷趣（书画） □王义凤 作

念在山水间

···人间笔记人间笔记人间笔记···
□韵秋

·仁智坛· □王平

2020年10月30日责任编辑：丁萱 责任校对：吴媛媛

XUANCHENG DAILY
投稿信箱：xcrbzwb@163.com

jingtinglaifeng
敬亭来风敬亭来风敬亭来风 3版

《《西游记西游记》》里的里的““两种自由两种自由””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

“人生而自由”，意思是说，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人
们穷其一生，都在努力追求自由。按照思想家柏林的观
点，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一种外
在自由，指人们突破了外力控制，进入不受干预、“我的地
盘我做主”的自由状态。相比之下，积极自由是一种内在
自由，指人们找到了精神信仰，藉此进入“朝闻道，夕死可
矣”的自由状态。信仰是人类超越生命限度的本能，生命
只有融入信仰，才有永恒意义。

“无往不在枷锁中”，意思是说，自打从娘肚子出来
后，人们就背负着两大枷锁，从而不容易得到自由。第
一个枷锁是外在枷锁，指各种各样的外在控制，如缺钱、
生病、坏人绑架等，让人们无法“放飞自我”，无法“自由
呼吸空气”。第二个枷锁是内在枷锁，指人们因为无知，
找不到精神信仰；或虽寻得精神信仰，但无法坚守。前
者属于认识论上的“有限理性”，后者属于伦理学上的

“有限德性”。“有限理性”指人们做不到孔子说的“四十
不惑”，无法“活得明白”。“有限德性”指人们做不到孔子
说的“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无法“活得漂亮”。显然，
外在枷锁让人们丧失了消极自由；内在枷锁让人们丧失
了积极自由。

下面以《西游记》为例，分析人们如何突破两大枷锁，
实现两种自由。

第一，在《西游记》里，唐僧动辄喊“徒弟，为师饿了”，
以及动辄被妖怪绑在洞里，都属于消极自由的丧失。
如何才能打破外在枷锁，恢复消极自由？一方面，要有

能力。面对各种外在强制或外在枷锁，能力是硬核。
如果孙悟空手无缚鸡之力，唐僧焉能吃饱饭，又焉能从
妖怪洞里逃出来？另一方面，要降低生活标准。唐僧
动辄喊“徒弟，为师饿了”，这里的饥饿就是一个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在枷锁。好在唐僧有个优点，有
粗茶淡饭即可。徒弟随手摘两个桃子，唐僧就能满足，
就能实现消极自由。正所谓“欲望克一层，世界阔一
层。”相反，如果唐僧“糟讲究”，餐餐都是“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达不到标准就寻死寻活；如是，师徒几人
就要花大量精力去赚钱、请厨师、购置流动厨房，才能
打破这个枷锁。

那么，唐僧何以能够降低生活标准？这背后是审丑
思维在起作用。所谓审丑思维，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努
力发现各种诱人现象背后的丑陋本质。比如，很多人对
香烟着迷，所谓“饭后一根烟，快活似神仙”。审丑思维却
总是把香烟与“病变腐烂的黑色肺部、溃烂的口腔和残缺
歪裂的黑黄牙齿、流脓的畸形脚趾”联系在一起。审丑思
维让人们一下子看清事物背后的真相，从而人们愿意在
物质世界“做最大的减法”，愿意过“断舍离”的生活，愿意
以最简单标准维持生命循环。

第二，在《西游记》里，唐僧获得了消极自由后，还要
赶紧打碎“有限理性”和“有限德性”的内在枷锁，追求积
极自由。首先，唐僧在观音菩萨的点化下，打碎“有限理
性”枷锁，获得了他所追求的精神信仰。这是追求积极自
由的第一步。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意思
是说，如果找不到精神信仰，生命不过是黑漆漆的长夜。

其次，唐僧在找到信仰后，为了坚守信仰，努力突破各种
诱惑，以打碎“有限德性”枷锁。这是追求积极自由的第
二步。相比第一步，第二步更难做到，所谓“初心易得，始
终难守”。《西游记》中的八十一难，大多围绕唐僧如何突
破诱惑而展开。若唐僧贪慕美色，和女儿国国王成亲；或
者唐僧害怕黄袍怪淫威，不敢给百花羞公主带信，都让追
求积极自由的工作前功尽弃。

从逻辑上讲，一个人要突破诱惑，需具备两种力量。
首先，精神信仰对突破诱惑，能起到“定海神针”作用。面
对诱惑的勾引，精神信仰并非软弱无力，它自身具有强大
的反击功能。质言之，精神信仰能给人带来“富贵不淫，
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以及“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内生力
量。这种力量让人们有“浩然正气”，能够“压制”诱惑。
西行路上，唐僧多次陷入绝境，但他一直不改初心，所谓

“宁可西去而死，绝不东回而生”，这就是信仰的内生力
量。其次，要突破诱惑，前述审丑思维同样不可缺少。审
丑思维犹如“火眼金睛”，让人们看穿诱惑“画皮”，直接把
诱惑“解构”掉。唐僧所译《心经》云：“色不异空，空不异
色。”意思是说，一旦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所有诱惑
背后都藏着丑陋，不值得为之疯狂。拥有审丑思维带来
的智慧与通透，人们就能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
眩于五色之惑”。

如果我们能在《西游记》里读到“两种自由”，以及唐
僧为实现“两种自由”而做出的努力，可谓有趣亦有意义。

（作者简介：王平，政治学博士、法学博士后，现任安
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离乡已久，偶尔回到山里的老家小住几日已是很
盼望的事情。周日的这天清晨，于朦胧睡意中，隐约
听见村后的山间传来一阵缓缓有力的“咚、咚、咚”的
声音。不用睁开眼睛，我在心里就已经笃定这声音，
是来自一位正在山间伐木的男人。这熟悉而亲切的
音符，早已注肌入骨，无论身在何处，常常萦绕心头。

幼时岁月，这“咚咚”声回荡在千沟万壑间，横岭
侧峰上，此起彼伏，响彻云霄。空山虽不见人，但闻斫
木声声！那是大山的男人们常有的工作状态，太阳出
山前就得上山去砍竹伐木，待到自家的女人在山下一
阵吆喝：回—来—吃—早—饭咯！男人们才“哗哗啦
啦”拖着一早上的战利品下了山来。

一直以为，山里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以千百年来
亘古不变的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世世代代再
延续下去。

可是突然有一天，那些原本在山间回荡的“咚咚”
声，渐渐消失殆尽，任凭我怎样的专注凝神，也未曾再
听见。山还是这样的葱茏，竹木愈加青碧，而“樵夫”
却渐渐不见了踪迹。

是的，“老樵夫”们正日渐老去，或已长眠于青山

隐隐，“小樵夫”们则背上行囊远走他乡，在城市多姿
多彩的生活中，追逐着更加高远的未来。可巍巍青山
还在这里，村庄还在这里，一年又一年，寂寞地守望
着。春来时，千林啼鴃；秋去时，万壑霜染；朝霞夕露
中，只兀自静默庄严。

然而就在今天，我在百鸟的婉啭中，分明是清晰
地听到了那熟悉的久违的声音，那是大山最后留守
的“樵夫”了吧！我闭上眼睛，仔细聆听着这醉人的
乡音，努力分辨着梦境与现实。多少年来，走在城
市的钢筋水泥中，偶尔听到类似的声音，我都会有
一种时空的错觉，总是在瞬间不知身在何处，总是
仿佛闻到阿妈灶间的饭菜已香了，阿爸正从山梁的
峰路上，如河流中的排夫一样，将一根根竹木浩浩
荡荡一路欢歌地放下山来，再将它们运出山去，卖柴
买米度时光。

简单的物质生活，成就简单的快乐，简单的满
足。那种快乐，是在汉子们开怀地打量估测着一堆堆
竹木的重量时；是在心里盘算着这一批山货的收入
时；是在送完货回来的集市上，给家里的女人孩子挑
选必需的喜爱的小物件时……时光总是悄无声息地

逆转和改变着一切。
当樵夫们渐行渐远，当一个个小樵夫站在城市的

高楼上，只能远远地眺望一眼那层叠的山峦，然后继
而坚定又自信地穿梭在职场人群；当历史的车轮滚滚
地驶入全新的时代，偶尔听到的也是电锯的轰鸣代替
了传统的“咚咚”砍伐。这是悲，还是喜？

哦，你这留守的孤独的樵夫，那缓缓有力地斫击
一声一声自风中传来，有谁还能在这寂静的清晨，牵
动我温习那些久远的情愫？

青山亦默默，美丽安然。春去春又来，你就勃勃
地生长吧，纵然我不再向你索取，但我会穿越城市的
霓虹，回望你的朗风皓月。我还会一次次地投入到你
清新芬芳的怀抱，吮吸你甘凉的气息，呼出肺腑的污
浊。要在你清澈欢畅的山涧中，涤去满身的疲惫，再
一身轻松地走向城市。

哦，那缓缓有力地斫击还在一声一声孤单地传
送，仿佛自远古而来，又即将随着时光滚滚而去。念
天地沧茫，一切皆是过客匆匆，几欲泫然。无论我们
愿与不愿，肯与不肯，人生的许多东西一直都在无声
地告别中，我们在告别中蜕变，在告别中日益成长。

风雨栅子口
□王君慧

水东古镇有许多特定的地名，譬如十八
踏，又如沈家巷抑或五道井、汪同发坊，这都
是可以找到独特建筑特征的地儿。

比方说十八踏，那可是真有十八级台
阶，拾级而下，觅得一处独特景致。五道井，
五道古制的方口老井一律井在前，长方深水
池在侧，一样的形制、平行于沿着镇子最长
的正街西边坡下一顺逐段排开，深谙地理风
水的老街人因地制宜，打造宜居生存环境自
成一统。沈家巷顾名思义，曾是有名望的沈
家居住之处，百米的巷子两侧，历经百年风
雨侵蚀的木楼肃穆伫立，巷子里铺的青石历
经经年沉降，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磨出了古
玉般的光泽。

水东还有一处地名——栅子口，地处东
平路与横街出入口的交叉地。在世代更迭
的今日，栅子口只是口口相传的叫法，找不
到一点儿地名的依存。但老水东人说起栅
子口如同提及自家的一件老物件，放在哪儿
门门清。

历经明清时期的商贸繁荣与发展，清至
民国时期，水东古镇水路陆路交通网络通达
便捷。丰富的物产，频繁的贸易，加上传教、
商贸、游历等众多人口的流入，古镇正值生
齿繁多，商埠林立，经济繁盛之时，这样富庶
的街市自然也成为了外围三面环抱的山林
里强盗与山贼觊觎之地。明抢暗夺的侵犯
让商户不堪其扰，届时，镇上民间经济管理
组织——泾县、泾太、湖北三大会馆的掌门
人与当地商会会长秉烛商谈，决定成立镇上
安全防护组织，并在几条重要商贸街的出入
口设立关卡，这关卡就是栅子口。

当年古镇的栅子口共有八处，分别设在
正街、横街、当铺街、沈家巷与街外联通之
处。暮鼓晨钟之际便是开关栅子之时，打开
栅子，古镇的几条商业街便是一个与外界畅
通无阻的商贸区域，关上栅子，就是一个全
封闭的区间。

每道栅子门由海碗口粗的原木穿扎制
成，一人多高；栅子口宽的两扇门对开，窄的
单扇开关。无论单双扇门，在门两侧固定的
内墙砌筑入一方形石条，石条横截面上挖
一圆形凹槽，栅子口的另一侧墙上也有一
石条——与对面墙有圆形凹槽的石条高低
位置相对应，横截面上为一开口箭头凹
槽。关上栅子门时，将顶杆一头插在墙上
石条的凹槽内，另一头搭在开口箭头凹槽
处落下，稳稳当当，若想从外面撞开栅子
门，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赶上治安状况好些的时候，夜灯初上，
老街里面的人守了一天的柜台，按耐不住想
出街玩儿，外面的街坊也想进来打个小牌，
唠个嗑儿，怎么办？就在现在以栅子口为地
名的这道最大的栅子，两扇门之间拉上铁
链，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倒也解决了街里街
外人们的共同问题。

儿时听街上老人讲，当年这道栅子门上
还挂过处以极刑被斩的人头，以昭告警示百
姓，脑补在这人流出出进进的关口，这一画
面着实瘆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人民当家作主，山
贼土匪消匿不见，栅子口完成了它的历史使
命，再后来老街的人嫌它出入时碍事，一拆
了之。

古镇老街的人来来往往，栅子口的门开
开关关。老街历经繁华与落寞，从沉寂到今
日的焕发新生，如今栅子口这地儿已了无痕
迹，它在老街人的故事里，在时光流逝的岁
月里，在被风雨侵蚀日渐隐去的石槽无言的
斜眸中。

秋景
□李家树

秋天到西村去赏景

周末出去赏景
秋天就到西村来

一起在走有福
走在一起有缘

河滩挤满了青葙
花菊散养在坡上

田埂上找到了童年
村头口望见了乡愁

消磨了半辈子时光
在西村
日子一下子变得金黄

红山果

走进丫山古道
古道也刚走进秋天

昨夜那个叫秋天的女子
拎着水壶
把天空打扫了一遍

一觉醒来
红果树自己抖落一下
哦，红山果不是露珠
她在晨光的微曦中
哧哧地笑呢

怀宣
□谢永思

宣城历史悠久，江城如画，素有南宣北
合之称。

昔齐，谢朓为宣城内史，城北建楼，常
于楼中，邀群贤，以酒话宣城盛世，诗仙李
白因酒来宣城游，独坐敬亭山，登谢朓楼，
千古绝唱。

敬亭山云乌相映，乌飞云散，人与山相对，
人不厌山，山不厌人。

谢朓楼城外，秋景如画，有宛溪句溪二
水，分绕郡城，各有一桥，二水环流如明镜
之相映，双桥对衬，如长虹之对悬。

人烟村落，橘柚秋香，李白登楼赋诗，
怀念谢公。以诗言酒，千古留芳。

宣城是我第二故乡，退休离开宣城已
26载了，宣城锦秀山川，历历在目，今年高
八十又六，虽恋它而身心不能为也，偶恋切
沏半杯宣酒，其香味美，不减当年。

盛世颂歌七绝
□岑传忠

举国同心北斗齐,长城皓月贯相依；
力推科技宏图展,直上天河云作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