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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古希腊留下一个用绳子打
成的死结，很多名人专程去研究这个
结，想亲手解开它，都失败了。亚历
山大大帝前往察看，一剑劈开。

电影公司拍摄亚历山大大帝的
生平，特别设计了这么一个结，绳子
很粗，绳结也很大，绳结外面没有绳
头，外观很好看，虽然我知道亚历山
大大帝会怎么做，但当他一剑劈下去
的时候，我还是大吃一惊。

我们有些人可能没有听说，中国
古代的宋国也有这么两个结，国王悬
赏征求解结的人，许多良工巧匠都来
应征，没人成功。最后来了一位高
手，他先把其中一个结解开了，再去
看第二个结，他对国王说：“前面第一
个结是解得开的结，后面这第二个结
是解不开的结，既然解不开的结，那
就不要去解它。”

这两个故事谁先谁后，谁影响了
谁，那是比较文学教授的兴趣。这两

个故事的滋味谁酸谁甜，谁有参考价
值，那是你我的兴趣。我觉得亚历山
大并没有把结解开，他是把结劈开，
这叫文不对题，他一剑劈下去的时
候，我想起“只识弯弓射大雕”。弟兄
俩争产，为了一件瓷瓶相持不下，一
怒把瓷瓶砸了，每人分些碎片，亚历
山大的行为岂不类似？

我们也都听说两个妇人争一个
孩子，都说自己是孩子的生母，最后
由所罗门王公断，那时候没有办法鉴
定亲子关系，所罗门王声称要把孩子
劈成两半，两个妇人各得一半，大家
一听都傻了……

问题到了中国人手里另是一番谋
算。原来“结”分两种，一种可以解开，
一种不必解开，从电影上看，古希腊贤
者留下的那个绳结根本是一件艺术
品，不必解开，亚历山大大帝多此一
举。所罗门王要把孩子劈成两半，只
是虚声恫吓，心理作战，这一点中国人

很欣赏。若由中国的县太爷主审，依
中国旧时风俗，那孩子可以两家共有，
他可以有两个父母，可以尽两份孝道，
可以继承两份遗产，他生的孩子一个
归这一家，一个归那一家。

中国人有一项手工艺品，专门用
丝线打结，称为中国结。这种专用的
丝线比较粗，文言文称之为“绦”。中
国结未必都是球形立体，也可以在平
面上密集编织，组成各种形状，如果是
两颗心，叫做同心结，中国诗人吟咏的
题材。中国的家庭工艺品自成专门技
能，复杂精巧，供女儿家磨炼性情，消
耗青春，成为“淑女”。深闺之中，“鸳
鸯绣就凭君看”，“劝君莫结同心结，一
结同心解不开”，也释放了许多爱情的
幻想。这种同心结也是打不开的，象
征从一而终，“结”就是目的，就是结
果，并非过程手段。这些结也都成了
礼物，饰物，信物，最后成为文物。

中国有同心结，西方有“同心

锁”。奥地利的萨尔斯堡有条河，有
河就有桥，这座桥不准人车通行，专
供世界各地的情侣流连，成为著名的
情人桥。张至璋先生描述，情侣们都
带来一把钢锁锁在桥两边的栏杆上，
有些锁上还刻着两个人的名字，象征
彼此的爱情坚固永久，然后把钥匙丢
进河中。只见千万把大锁迭迭累累
彩色缤纷如同大桥结出来的果实，使
人觉得锁比桥重。

可是王曦、金十三的歌词说：“锁
你，锁心，锁不住梦醒。”最后，爱情成
为一把生了锈的锁，一颗爱情结石，
一种爱情结核，这个结难分难解，亚
历山大也无从下手。在亚历山大看
来，同心结、情人锁都是雕虫小技，他
以为挥剑劈开那个大结的时候，天下
千万个小结都化成灰烬。他听不见
旁边有个人低声叨念：哀哉哀哉，你
只见宝剑下去一结劈开，看不见宝剑
举起一个更大的死结编起来！

好一派秀美景色，远远地就看见山谷
飘荡着袅袅烟云。车子行驶在蜿蜒的山
路上，清风徐来，阵阵花香沁人心脾。

路边的栅栏，阻隔了视线，但阻隔不
了游人的欢声笑语。一路上，不时可以看
到梅枝从栅栏上面探出头来，似乎它们也
耐不住寂寞，想看看“围城”外面的世界。

车子进入流溪河香雪公园园区，人头
攒动。人流车流早已将并不宽敞的道路
挤得水泄不通。

人们循着各自的喜好分头寻找最佳
视角。梅花枝头上簇拥的花朵，比园区入
口处黑压压的人群还要稠密。岭南的冬
天不太冷，我们来得正是时候。

人们或三三两两，或三五成群，在花
丛中穿行，一张张笑脸随着花朵绽放，相
机手机是最忙碌的工具，记录下这个灿烂
美好的时刻。

花枝上，小蜜蜂围着花朵上下翻飞，
鸟雀在枝间来回跳跃，蝴蝶成双成对嬉
戏，小蚂蚁则在树枝上忙碌穿梭，追逐着
梦想。

循香而来，却沉浸在欢乐美景中忘却
了花香，真是“身在香中不知香”啊！

不知不觉间，忽然发现树枝上的梅花
有点疲倦了。一阵轻风吹过，花瓣纷纷扬
扬飘洒下来，落在人们的衣服上，沾在姑

娘的发梢上……原来，岭南冬天不下雪是
有原因的！

花瓣飘荡在水面上，铺开一层薄薄的
“雪花”；洒落在烧烤摊的火堆里，升起一
阵轻轻的“香烟”。

好香啊！
嗯，我也闻到了！那是怎样的一种香

气？刹那间仿佛置身于百果园，红的、黄
的、紫的，各色珍奇水果触手可及，像极了
齐天大圣的花果山；又如进入了千年酒
窖，玉液琼浆琳琅满目，似乎是一醉千年
的穿越；更像来到了美食殿，鲜的、熟的、
煎的、煮的，还有咕噜咕噜冒着热气的，疑
是走进皇宫的御膳房，引人垂涎欲滴的美
食晃得眼晕，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抓。

沿着香气飘来的方向，看到了冉冉升
起的炊烟。好一幅瑶台美景！

顿时感觉山脊上盛开的花朵逊色了
许多。花丛下，有另一个热闹的地方更加
吸引人。那里被许多人重重包围着，酸
的、甜的、香的、辣的，伴随着一阵轻烟，
伴随着一阵喧闹，一阵阵欢声笑语洇染开
来。

在这一列美食摊前，不羡瑶台不羡
仙，天国幽香比不上人间烟火！

如此美景，如此美食，如此美色，就是
天上人间。

解不开 □王鼎钧[美国]的 结

哦，香雪 □吴远团

在繁华的黄埔港对面，沉
睡近百年默默无闻的大吉沙岛
变身为旅游生态区，其旖旎风
光吸引着各地众多的游客。

大吉沙是个江中岛，是广
州唯一需要坐船才能到的小
岛，该岛呈番薯状，两头尖中间
大，全岛面积共 1500 亩，周边
海岸线长 6.02 公里，400 多人
口，属黄埔街道下沙社区管辖。

大吉沙岛北向珠江前航
道，东邻黄埔大桥，再远些就
是南海神庙、虎门大桥；南为
珠江后航道，距黄埔古港仅咫
尺之遥；西与黄埔长洲岛（黄
埔军校旧址）相望，透过洁净
的江面，还能看到广州中心城
区高高耸立的“小蛮腰”……这
里没有工厂，没有高楼，也没
有汽车，有的是丰富的水资
源、肥沃的农田和美好的生态
环境。

近年来，大吉沙岛修筑了
宽约一米多宽漂亮的堤坝，观
光绿道纵横交错贯穿整个小
岛。全岛种上了油菜花、水
稻，并辅以原有的荔枝、龙眼、

杨桃、芒果、石榴、芭蕉等果
树，一年四季变得婀娜多姿，
风情万种。春天到来时，鸟语
花香、油菜花遍野；秋天收获
时，田里金黄的稻谷在微风吹
拂下似海浪般起伏；水果成熟
时，累累硕果挂枝头……

春天，我来到大吉沙岛观
光。

轮渡行驶约十分钟便到达
对岸，码头是在小岛的中部。
进岛后往右行百余米的堤边，
一块面积两平方米的横碑，上
写着“大吉沙”几个红色大字
赫然在目。堤下低处的农田，
左边是连片盛开的油菜花，右
边是袁隆平水稻种植田。不少
早已到来、穿着各种艳丽衣服
的游客在油菜花丛中尽情拍
照。只见彩蝶飞舞，到处一片
欢声笑语。

骑上共享单车顺时针环
岛 绕 一 周 约 37 分 钟 。 正 值
油 菜 花 盛 开 时 节 ，花 香 扑
鼻。一群群白鹤在空中自由
飞翔，或在浅滩中觅食。远
处，珠江水静静流淌……

春华秋实（国画） □雷志强

故人杨阳 □余永怀

春到大吉沙 □陈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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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部网剧反哺
电视台。去年的爆款古
装网络剧《琉璃》近日登
陆江苏卫视，开播后，
“琉璃上星”等话题登上
热搜榜，热度不减。《琉
璃》虽是传统仙侠剧路
数，但成毅、袁冰妍这对
“初遇夫妇”的爱情故事
足以让观众甜到发齁，
该剧的视觉效果更是近
年国产古装仙侠剧中的
佼佼者。《琉璃》目前的
豆瓣评分为7.6，口碑不
俗。近日，导演尹涛，主
演袁冰妍、成毅分别接
受了记者采访，解读该
剧的拍摄与制作。

《琉璃》是标准的东方玄幻
仙侠剧：该剧根据十四郎小说
《琉璃美人煞》改编，讲述天生
“六识”残缺的少女褚璇玑（袁冰
妍饰）和离泽宫弟子禹司凤（成
毅饰）在面临爱情与前世阴谋的
双重压力下，携手面对腥风血
雨，缔造了一段仙侠传奇的故
事。《琉璃》的剧情和人设，与此
前的大热剧《香蜜沉沉烬如霜》

（简称《香蜜》）异曲同工，
不少情节是仙侠的传统
路数。

女主人设方面，“六识”残缺
的褚璇玑与《香蜜》里服下陨丹的
锦觅颇为相似，最开始是个不知
情为何物的“傻白甜”。不过，一
旦邂逅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凤凰”禹司凤，她瞬间化身脸皮
极厚的恋爱小天才：掉入男神的
泡澡盆，她毫不尴尬；为了吃到美
食，她舔起男神的手；轻松跪下抱
住男神大腿这种事，更是“湿湿
碎”……跟《香蜜》的锦觅一样，璇
玑的身份自然不如表面那么简
单：她的前世是威震三界的魔煞

星和战神，随时间推移，其“战神
之力”亦会逐渐觉醒。

男主人设方面，《香蜜》的
男主角旭凤是拥有凤凰真身的
天帝之子，《琉璃》中的禹司凤
也是鸟族人，真身是拥有十二
羽的金翅鸟，十分罕见。这两
位男主角的“追爱之路”同样艰
辛：旭凤被不懂爱的锦觅虐得
团团转，更一度踏入魔道；禹司
凤同样被褚璇玑虐得不轻，他
也会进入魔域摸爬滚打，就为
了保护爱人。

虽然剧情略显套路，但《琉
璃》的视觉效果为其加分不
少。导演尹涛认为《琉璃》的视
效“具有突破性和创新性，是我
们一直在追求的东方文化审
美”。他透露，《琉璃》最特别之
处在于采用了实景美术与特效
相结合的方式，并非单纯依靠
CG（计算机动画）特效。

剧中的世界分为仙界、人
界、魔界。在人界实景方面，
剧组在拍摄前到了安徽、福

建、温州等多地取景；剧中的
重要场景——少阳秘境，是在
真实山林中拍摄完成的。尹涛
介绍：“人界部分最重要的是
真实，但同时也不能失了仙
气。”因此，制作团队在后期加
上了“神龙”特效，给画面增添
神秘气息。

仙界方面则强调色彩变
化，相比其他仙侠剧，《琉璃》的
仙界更明艳。白色为主色调，
凸显仙界的干净和纯洁；金色

和蓝色作点缀，金色象征仙界
的庄严和权威，蓝色赋予其浪
漫和唯美氛围。

魔界则大部分由棚内搭景
与CG结合而成，在尹涛看来效
果不错：“虽然操作难度非常
大，但是拍摄效果非常好，CG
与场景的结合是统一而真实
的。”

除了“三界”拍摄外，剧中
的打斗场面更是极具视觉冲
击力。例如在点睛谷簪花大

会上禹司凤与乌童对垒的一
幕：禹司凤高高跃起，用强大
气力将十几把剑汇成一体 。
这段打戏是无实物表演，动用
特效制作人员多达 65 人。而
全剧累计特效团队人数更超
过 100 人。

此外，瞿如鸟、千年紫狐、
火龙、当康、腾蛇等“神兽”也给
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尹涛介
绍，《琉璃》的视觉审美体系以
《山海经》和传统国画为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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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景特效相结合，灵感取自《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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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冰妍想演校园偶像剧

袁冰妍出演过《回
到 明 朝 当 王 爷 之 杨 凌
传》《听雪楼》《将夜》等
网 剧 ，但 始 终 不 温 不
火。没想到一部《琉璃》
就让她的事业登上一个

新台阶。《琉璃》一共拍了 162
天，这是袁冰妍从业以来拍
摄 周 期 最 长 的 一 部 戏 。 剧
中，她饰演本不懂人间情爱、
却对司凤动了情的褚璇玑。
她认为这个角色颇有难度：

“褚璇玑有十生十世，我相当
于演了十个性格截然不同的
角色。”经过一段时间的磨
合，袁冰妍表示自己已达到
与角色融为一体的境界：“每
个 角 色 都 是 我 最 真 实 的 状
态，我把自己性格的一部分
拿出来放大。”

袁冰妍最喜欢褚璇玑最
初的性格：“她是一个鲜活、有

血有肉、敢爱敢恨的女孩。在
剧集前半部分，她是一个天
真、干净的女孩，我从来没演
过这类型的人物。这个角色
也提醒着我，做人不要想太
多，单纯真挚的生活是最美好
的。”为了演活褚璇玑，袁冰妍
付出了不少努力：“开拍前，我
看了小说、剧本，做了角色分
析小传。开拍后，我又跟着导
演、武术指导学习，提升角色
的饱满度。”

人气大涨半年之后，袁冰
妍坦言到现在仍然非常感谢
《琉璃》：“这部戏确实让我收
获很多。我的演技得到了成
长和突破；大家对这部戏的喜
爱，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支持。”
至于未来的戏路，袁冰妍笑言
非常想拍现代校园剧：“我从
小就爱看中国台湾的偶像剧，
想一圆自己的梦想。”

与袁冰妍经历相似，中戏
毕业的成毅也在影视圈浮浮
沉沉了不少年。他因《青云
志》的林惊羽、《怒海潜沙》的
张起灵而小幅走红，直到出演
了《琉璃》才获得更广泛的知
名度，人气也扶摇直上。成毅
能感受到《琉璃》火爆带来的
变化：“家里人都在看，身边的
朋友也会跟我说‘我看了你演
的那个司凤’。我的作品和角
色能被大家看到了，这是最大
的收获。”

不少人称赞成毅的打戏
行云流水，他坦言背后付出了

不少努力：“我提前跟武术组
的老师学习吊威亚、排练打
戏、纠正身法，让肢体更敏
捷。”在成毅看来，这部戏的表
演难度不大，却难在化妆：”每
天都要粘头套，太难了。而且
我们演的是仙侠剧，每天要仙
气飘飘的，所以无论是打戏还
是做动作，都不能让头发乱，
要保持仪态和自己的发型。”

此前网络曾有传言指成
毅拍戏时不看手机，生活习惯
像老干部。“老干部”人设几乎
成为男明星的走红密码之一，
但接受采访时，成毅倒是非常
实诚：他并非不看手机，也不
是“2G 冲浪选手”，只是工作
忙碌起来的时候，看手机的时
间就会相对减少，“不拍戏的
时候，我还是会紧跟社会动
态 ，大 家 做 的 事 情 我 也 会
做”。前段时间，成毅就在微
博晒出几对哑铃：“我健身有
好几年了，只要坚持锻炼、合
理饮食，肯定有所收获。”谈及
未来想演的角色，成毅说：“没
有尝试过的角色都想去尝试，
虽然今年已经是我入行第十
年，但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成毅自言并非“老干部”与《香蜜》异曲同工：男女主角陷虐恋

《琉璃》不少情节均是仙侠偶像剧传统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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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到杨阳故去的那一刻，难以置信，忍不
住痛哭。一个星期前，他还画了一幅高士隐居图；
半个月前，他还微信我，磋商文字中的问题；一个
月前，他还和我通电话，说遇到了一个共同的朋
友，并约定饭聚时间……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总是带着微笑的未及耳顺之年的杨阳走了，
这世界上从此少了一个真挚温厚的好人。

其实我和杨阳的交往不多，多的是文字往
来，但在交往中却总能体味到一种难得的真醇。

记得在见到真人之前，先是看到杨阳一篇写
猫的文章，那么温柔细腻，加上名字的误导，以为
作者是一位女士。文章的动人处，是将款款深情
寄寓于淡淡的文字间，正是高手笔法。果不其
然，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如果在匆匆的街上看到杨阳，他也就是一个
人到中年的大老爷们，身材矮胖，头顶微颓，但特
别的是说话时带着的江浙口音，一笑起来，眼睛
有光。

杨阳在中山医工作，免不了熟人请托帮忙，
他十分热心，并且低调。记得有一次，我到中山
医去。车开到楼下时，大太阳底下，笑眯眯的杨
阳已经等在车辆的入口处，原来他担心保安不放
行，特地下楼来引导我进入。后来有一两次辗转
请托，一个电话给杨阳，他都是二话不说，帮忙联
系。有一次实在找不到床位了，他提出建议，让
病人就近在深圳的医院入住，他负责联系那里的
朋友。也许这些对于杨阳来说都是举手之劳，但
对患者来说却是救命之恩。

在认识的十几二十年里，和杨阳似乎只有过
两次聚会，最近的一次也是两年前了吧，三四个
人，不同行业，却都是文学中人，谈起来，才知道
杨阳对沈从文、汪曾祺情有独钟，怪不得他的文
字里有淡淡的士大夫之风。

印象中的杨阳总是干脆利落的，语速快，也
抽烟。有一天，杨阳从微信上发了几张水墨画给
我，竟然是他的手笔！或枯山瘦水间老者抚琴，
或土墙黑瓦旁一树阳春，或池塘柳下系一叶孤
舟，都是古代文人雅趣，隐约可见江南风光。也
许是在忙碌中抽空作画，杨阳把画作发给我欣赏
时往往还没有画题，他都会要我帮他想一个。

记得杨阳说过，还要写一个谈江浙饮食的系
列，后来在报纸上陆续看到几篇，笔墨闲淡，深致
有味。原来，他祖籍浙江，经常回去探望亲人，故
园之思，积郁于中，形之于笔。也许还不仅是对故
乡风物的萦怀，更有放慢脚步寄寓山水的渴望吧。

文人多深思，但于人事，能像杨阳那样释怀
者不多。酒酣耳热之际，说起某人某事，他哈哈
大笑：“不必较真。”老天爱其贤，胡为夺其年？假
如杨阳能多活几年，他肯定更愿意盘桓在故乡山
水之间，泛舟江上，写出更多潇洒的文章，画出更
多豁达的画作。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想到那个走路带
风的杨阳，竟然如山崩倒，即将托体山阿，禁不住
悲从中来。但一想到那是每个人的归处，无奈之
中，似乎又有点释然，杨阳不过是早走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