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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本源
集医生、作家和心理咨询师三种职业于一身的毕淑敏，一直

在“造心”“疗心”的路上执着前行。但与以往作品不同，在《星空
下的灵魂》中，她将视角由“心灵”转向了“灵魂”，用文字对灵魂进
行深入解读，为读者修起一条通往幸福的心灵栈道。

“身体是个笨小孩，灵魂是个淘小孩。两个小孩如果不能和
谐相处，就会惹出大麻烦。”毕淑敏向记者解释说，灵魂不是一个
如何死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生的问题，“人思考死亡，是为了更
好地生存。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在未曾抵达终
点之前，就是我们宝贵的生命。当把这件事情想清楚以后，人生
就会变得轻松，带有一种令人神往的安宁。”

“灵魂”的显现
在《星光下的灵魂》中，毕淑敏用细腻冷静的文字和准确犀利

的观察，探究了“自由”、“放下”、“快感”、“大我”、“苦难”、“坚守”
等人生关键词，无不凸显“灵魂”在生活中的价值。

“中国人现在最大的心理危机是——分裂。说的和想的不一
样，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当着人和背地里不一样……”毕淑敏表
示，如何在急功近利的喧嚣社会中，做到不慌张、不气馁、认真而
不斤斤计较地活着，让自己和别人的快乐都更大化，需要一个不
断的内心构建过程，需要学习、成长，最后“修为”。

在这个多变的时代里，“灵魂”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与保护。
为此，毕淑敏提出建议：“我们应该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奋斗，充
满感情地享受生活。不贪婪，不懒惰，不攀比，不虚荣。不长久地
沉浸在哀伤中，不为了一己的私利享受，而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
取。以节俭安宁的生活为满足，不惧怕死亡。”

“灵魂”的追寻
最擅长将人性的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解答心灵困惑的毕淑敏，

还用亲身经历和深刻思考，阐释了灵魂追寻的终极目标——爱。
“爱不能战胜一切，但能融于一切。爱不是完全形而上的，爱

里可能有很多利益、很多妥协和很多琐碎的东西，当然这也与忠
贞不渝、浪漫等交织在一起。”毕淑敏说，作为医生她深知，其中包
含着很强烈的生理反应，情爱，亲爱，友爱……一切爱的前提，是

尊重对方的自由和独立。
对于“爱”这一亘古不变的话题，毕淑敏的看法很独特：爱是古老的，不

要期待新鲜。她说：“我们周围是一个有着太多声音太多图像的繁杂世界，
人们没有空间和耐心倾听内心低语。有些话，因为说得太多，而失去了新
鲜感。有些事情，因为循规蹈矩，而失去了吸引力。”

而对于当今社会的“闪婚”“裸婚”等现象，毕淑敏也用一种平常眼光去看
待：“闪婚和裸婚本身也是婚姻结合方式之一种，并没有错。关键是‘闪’‘裸’
之后怎么办？婚姻需要一种持久的责任和包容。”而面对婚后感情变冷淡的
挑战，她的建议是：“放下幻想，面对现实，不要惊慌，让婚姻历久弥新。”

用文字解读“灵魂”
——访作家毕淑敏

■本报记者 左丽慧 实习生 姜 瑶

星空浩瀚，藏北
高原。一位“文学界
的白衣天使”曾在那
样宽广辽阔的天地
间进行了长达 10 年
的探索与追思，关于
宇宙、灵魂、生命和
爱。长江文艺出版
社日前出版了毕淑
敏最新散文集《星光
下的灵魂》，集合了
2009~2012 年间毕淑
敏尚未出版的所有
散文，以 11 次灵魂
考问、44 篇心灵美
文、30 个有问必答
的形式，更透彻地叩
问灵魂的居所，安顿
疲累的心灵。昨日，
记者就新作采访了
毕淑敏。

本报讯（记者 秦华）在《十二生肖》
《血滴子》等大片如云的新年贺岁档来临
之际，一部荒诞奇幻风格的电影《玩命时
光》也将于12月31日抢滩上映。该片由
多次被戛纳电影节提名的秦昊、“星女
孩”徐娇领衔主演，是一部献给 90 后年
轻观众的影片。

《玩命时光》由中国新锐导演昂昂炫
道自编自导，故事颇具魔幻、超时空色
彩，男女主人公在片中展开了一场长达
十数年的奇幻爱情之旅。凭借《长江七
号》走红的徐娇如今已出落成一个大姑
娘，她在片中摇身变成一个古灵精怪的
美少女。

作为摄影师出身的新锐导演，昂昂炫
道在《玩命时光》中倾注着反传统的、超乎
常规创意的导演手法，影片不仅画面美轮
美奂，视觉冲击力强，还充满新、奇、特的
后现代风格，加上超现实、时空交换、科
幻、穿越等元素，风格独特，极具想象力。

本报讯（记者 秦华）由《建国大
业》《建党伟业》导演黄建新监制，黄
雷执导，范伟、张嘉译、江珊、陈坤等
联合出演的合家欢爆笑喜剧《愤怒
的小孩》将于下月公映，片中，范伟
首次出演八旬老人。对于“升级”当
爷爷，范伟坦言“扮老很辛苦”。

范伟在影视作品中大多扮演忠
厚老实的角色，此次在《愤怒的小
孩》中出演小主人公的爷爷，是个威
严、硬朗的 80多岁老人形象。范伟
形容这个角色“有军人情结，话不
多，对家人很严厉”。不过，当爷爷

的滋味并不那么美妙，“扮老很辛
苦，年龄差距太大，需要把头发、眉
毛、胡子一根一根都染白，光化妆就
需要两个多小时。”范伟透露说。

外形的变化还容易应付，最难
的是如何诠释老年人的神态举止，
为此，范伟特别留意观察身边的老
人，在拍戏之余经常模仿老人说话
的口吻和走路的姿势。范伟还透露
说，黄建新和黄雷对细节的要求堪
称苛刻，他在片中有个翻报纸的镜
头，从下午一直拍到晚上，拍了 40
多条才过关，“结束后我的腰都快直

不起来了”。
虽然这次的角色和以往有很大

不同，但范伟独有的“范式幽默”依然
保留下来，成为影片亮点之一。片
中，范伟和江珊、张嘉译、王一鸣扮演
一家人，范伟称赞江珊和张嘉译都是
演技很好的演员，自己非常珍惜与他
们合作的机会，“几个风格不同的演
员在一块儿搭戏，会碰撞出很多火
花，也能促进自己演技的提升。”至于

“孙子”王一鸣，范伟则难掩喜爱之
情，不停地夸奖说：“很机灵，一点即
通，表演起来毫不费劲。”

《玩命时光》抢滩元旦档期

“星女孩”变身美少女

12月13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木偶
联会中国中心、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陕西省
文化厅主办的“金狮奖第四届全国木偶皮影中
青年技艺大赛”在西安正式开赛。来自陕西、湖
南、上海、广东等省区市的 16支团队选拔出的
包括杖头木偶、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皮影戏和
软体偶在内的 51个节目将参加角逐。图为四
川资中县木偶剧团的演员在表演杖头木偶剧
《长绸舞》。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12月13日，“浪漫中国——理查德·克莱德
曼中国巡演20周年纪念”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
行。12月中旬至 2013年 1月中旬，“浪漫中国
——理查德·克莱德曼中国巡演20周年纪念音
乐会”将陆续在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郑
州等20余城市上演，在演出现场还将发售限量
版音乐双张大碟及精美纪念品系列。

新华社记者 张宇 摄

2012年流行文化
热词盘点

■新华社记者 白 林

从文学、综艺节目、纪录片、电影
等领域的突破，到对文物保护的追问、
“中国式”的反思，一个个流行文化热
词将 2012年热点文化事件串联起来，
影响并改变着中国。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昨日从作家出版社获
悉，由山西作家鹏鸣创作的 80 万字长篇历史小说

《帝国的诅咒：纣王与妲己秘史》于近日推出。
《帝国的诅咒》展现了殷商帝王子辛杀伐征战、

狂放不羁的一生，苏妲己则用一片柔情浸润着帝王
冷酷多疑的铁石心肠，然而朝廷你死我活的残酷争
斗延伸到后宫，苏妲己为了活命谋害子辛的宠妃九
女，缓慢拉开了后宫明争暗斗的幔帐。酒池肉林、裸
形相逐的骄奢淫逸，炮烙忠良、剖腹观胎的残暴行
径，东征西讨、横征暴敛致使民怨沸腾，周人乘虚而
入，殷商帝国轰然倒塌……

作者鹏鸣，身兼新疆大学、延安大学、西安外国
语大学、西安外事学院等十余所高校客座教授之职，
出版有选集、文集、单行本等60多部，其中大型爱情
组诗《致情人 365 首》《中国诗歌史略》《世界文学简
论》等代表性作品被翻译成多语种版本行销海内外。

范伟、陈坤联袂出演《愤怒的小孩》

作家毕淑敏

徐娇主演《玩命时光》

【热词一】莫言

12 月 10 日，莫言在瑞典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
并非鸿篇巨制，但亲人们的故事、自己童年的影子、
天马行空的幻想，都被这一热爱“讲故事的人”写进
了小说，用最平实的方式，进行着“中国式思考”。

著作一度售罄，家里的萝卜被拔光，老家要建
纪念馆……诺奖使莫言晋升为“名人”。拒绝被“符
号化”的莫言，盼望回归平淡生活，继续文学创作，
依然做一个“农民的儿子”。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故事的世界主题、民族的
脊梁精神和本我精神也许就是征服世界的法宝。
莫言的获奖将助推中国文学的瞩目与发展。

【热词二】中国好声音

今年夏天，定位为“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
目”的《中国好声音》横空出世，并以 4.8 的高收视
率，创造了近年来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奇迹，24 亿
以上的网络视频点击更让其深入人心。

在国内综艺节目饱受诟病的今天，《中国好声
音》收获如此成绩实属不易。虽然节目也遭遇种种
质疑与非议，但不管怎样，《中国好声音》正引领中
国娱乐节目营销走向新时代。

【热词三】舌尖上的中国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因其目不暇接的奇幻
画面、质朴生动的美食故事以及展现的独特东方智
慧征服了无数观众守候在夜晚10点半的电视前，吃
货们“垂涎三尺”的同时，更为其中普通人的故事触
动。

【热词四】“中国式”

“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治堵”“中国式接送”
“中国式养老”“中国式陪读”“中国式晾晒”“中国式
回应”……2012年诸多社会现象被贴上“中国式”标
签。“中国式”，这个原本描述中国特殊国情状况的
中性词，俨然变成一种情绪的宣泄，演绎为一种娱
乐化的消费与调侃。

【热词五】名人故居

北京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遭“维修性拆除”，
章士钊故居遭“超范围施工”，重庆的蒋介石行营遭

“保护性拆除”……2012年，名人故居遭遇了拆迁风
暴。不时传出的“保护性拆除”、“维修性拆除”，引
起社会忧虑。

业内人士认为，名人故居之所以面临威胁，是
因为它面临强大的利益“竞争”，一些地方政府将其
与城市发展对立起来，不能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
的关系。而现行文物保护法规定的5万元以上50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违法者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起不到应有的惩处作用。

【热词六】“饥饿”与“少年派”

冯小刚的《一九四二》与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
漂流》成为 2012 年年末电影票房的大赢家，直接让

“饥饿”与“少年派”成为当下影视文化的重要代表
性符号。

一边是让中国人重新认识并讨论起饥饿的写
实主义电影，一边是引发各种思考的奇幻电影，哪
个故事更好见仁见智，但两部电影无疑是2012年的
两朵电影奇葩。

【热词七】××style

韩国“神曲”《江南 Style》的风靡使“××style”成
为网络热词，“武汉 style”“理工科男 style”……style
遍地开花。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舰载机指挥员
在起降过程中的手势，受到网友的追捧和模仿。一
时间，这个半蹲式专业动作“航母 style”正成为最火
爆的流行元素，其背后是祖国的日益强大和群众的
自豪之情。

【热词八】元芳

2012 年“元芳”很忙，一天之内被网友问到 250
多万次：“元芳，你怎么看？”继“咆哮体”“甄嬛体”

“淘宝体”后，这一出自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狄仁
杰对保镖元芳的反复询问被网友广泛吐槽后，跟风
模仿成“元芳体”，并被广泛运用到生活中，表达咨
询、发泄、倾诉之意。

在一些网友看来，一句“元芳，你怎么看？”表达
出了适应潜规则的难处与智慧。专家认为，“元芳
体”的迅速蹿红，体现了网民表达意见、寻求民意共
鸣的社会心态。

据新华社12月13日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