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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中华法系的断裂与“欧风
美雨”的浸染，中国传统中的大多数
法律制度、惯例、用语都已消失于大
众视野，成为历史名词。然而文化的
传承往往会在细微处留下印痕，即
便在白话文一统天下的时代，也依
然会有一些“古意盎然”的表述被纳
入后人的词库，甚至成为人们耳熟
能详的俗语——军令状、投名状和
生死状，就是这一类词汇的代表。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超强传播
度使得军令状与投名状广为人知。

《三国演义》中常见军令状的身影，如
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之前，就被诸葛
亮用激将法立了军令状。《水浒传》
中，林冲初上梁山便被王伦百般刁
难，而王伦出的第一个难题，正是让
林冲纳投名状。相对而言，生死状在
搏击界更为常见，所谓“拳脚无眼，生
死由天”，拳坛高手为了一争高低先
签一份生死状再进行比赛的新闻常
见诸报端，周杰伦有一首歌名为《霍元
甲》，歌词第一句便是“命有几回合擂
台等着，生死状赢了什么冷笑着”。以
上林林总总，可知这几份“状”，的确不
算是生僻事物。

从大众文化的视角来看，军令
状、投名状和生死状多被用于其比
喻义，三者的共同点自然是均与生
死相关。然而从法律视角来看，这三
者的共同点则应当从其名称入手：
三者均属于“状”这一文体。那么，状
究竟是一种什么文体，为什么极具
草莽之气的军令状、投名状和生死
状会以状为名呢？

接地气的百姓上行文

状，事实上是中国古代最为常见
的上行文之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
是朝廷内部所用的上行文，由下级官
员书写，呈送至上级官员甚至君主。这
种状发轫于两汉，于唐朝成为正式公
文文体，一直流传至民国时期。

《唐六典》规定，“凡下之所以达
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状、笺、启、
牒、辞”，可见唐朝的上行文分为六
种文体，而状正是其中之一。向君主
所呈的状称“奏状”，历朝又多有别
称。明朝郎瑛在《七修类稿·诗文一·
各文之始》中提到“奏疏之名不一，
曰上疏，曰上书，曰奏剳，曰奏状，曰
奏议”，影视剧中常见的“有事启奏，
无事退朝”的台词虽然未必符合历
史，但其所指正是这种奏状。

上报状的行为被称为申，后申
与状相混，至宋朝状已命名为申状，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任南康知府时曾
作《申免移军治状》，所用的正是申
状这一文体。申与状名称混同的惯
例，元、明两朝承袭，至清朝被改为
申文，才在名称上与“状”字断了联
系。民国时期，申文亦废止不用，这
一类上行文由此消失。

另一类状，则是百姓所用的上
行文，用于向官府表达一定诉求。正
如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所
载：“万民达志，则有状列辞谚。”不
过，《文心雕龙》中的状主要用于“先

贤表谥”，反倒是“列”用于“陈列事
情”，更近于后世所言的状了。随着岁
月流逝，状逐渐演变成诉讼专用文
体。在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社会，百
姓的发言权本不算多，状是百姓所能
使用到的仅有的几种公文之一，普罗
大众对状耳熟能详自然不足为奇。

两汉之后，这种状被称为牒状，
至唐后改为牒诉。如《魏书·源子恭
传》有言：“徐州表投化人许团并其弟
周等。究其牒状，周列云己萧衍黄门
侍郎……”《宋史·本纪第十七·哲宗
一》中讲：“丁酉，以四方牒诉上尚书
者，或冤抑不得直，令御史分察之。”

《明史·列传卷八十五》记载：“绾驰至
大同，宗室军民牒诉官军暴掠者以百
数，无告叛军者。”这些记载，基本勾
勒出了从牒状至牒诉的流变。明清易
代后，牒诉易名为禀诉，简称状，集中
用于诉讼程序之中。其中，原告的状
为“告状”，被告的状为“诉状”，这一
法律名称后被民国沿袭。现在的起诉
状、答辩状等法律文书名称，也正源
于这一司法传统。

很难想象，“告状”这个极端口语
化的表达，在清朝居然是一个专门的
法律术语。衙门之内，公堂之间，曾有
多少告状与诉状的博弈已不得而知，
但这个数字一定非常巨大，以至于

“告状”二字早已超越法律术语而成
为日常词汇。与此相对，古时的讼师
又被称为“状师”，民国的大律师又被
称为“大状”，从这个角度来看，状无
疑是最接地气的民间上行文——或
者说是法律文书了。

种类繁多的承诺书

厘清了状的渊源、概念和范围，
大致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状是一
种诉讼程序中使用的官方法律文书；
二、官方认可的状并不包括民间所称
的军令状、投名状和生死状——如果
军令状尚有异议，那投名状和生死状
这种极具江湖草莽气息的“法律文
书”显然不是朝廷所制，而是被戏说
出来的概念。

军令状、投名状和生死状可以
定义为在不同情况下使用的、附有
承诺的文书，当然这里的承诺比较
特 殊 ，往 往 是 立 状 者 的 性 命 。很 明
显，三者以状为名一方面借用了状
作为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另一方面
也借用了状作为民间上行文的可识
别性，这些名称显然要比诸如“军令
书”“投名辞”“生死奏”一类拗口的
称呼通俗易懂。

但事实真的仅此而已吗？当然不
是。事实上，这三种“民间文书”以状

为名非常贴切，因为有一种状本身就
带有承诺书的含义，那就是结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对妨碍行政诉讼行为规定了一种“责
令具结悔过”的处罚方式，这里的“具
结”指对自己的行为愿意承担法律责
任的表示。其实“具结”二字历史悠
久，是古代百姓对官府作出的承诺
书。如明朝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金
令史美婢酬秀童》所写“要六房中择
家道殷实老成无过犯的，当堂拈阄，
各吏具结申报上司，若新参及役将满
者，俱不许阄”。还有《老残游记》所写

“王辅庭叫他具结回去罢”，其中的具
结指的均是这种承诺书。

具结名称有多种，如“执结”“甘
结”“保结”“检结”“切结”等，各有出
处，其意相同。如《后汉书·刘般传》所
载的“……而吏下检结，多失其实”、南
宋“世界法医学”鼻祖宋慈所著《洗冤
集录·圣朝颁降新例·检验法式》中所
述的“仍取苦主并听一干人等，连名
甘结，依式备细开写当日保结”、明朝
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史三》 中所写
的“……许人告首，处以重罪，亦要取
业户连名执结”等，均为此类文书。

成书于清朝的《六部成语·吏部·
甘结》表达更为精准：“凡官府断案既
定，或将财物令事主领回者，均命本
人作一情甘遵命之据，上写画押，谓
之甘结。”这里已经明确突出了承诺
之意。甘者，情愿之意，“甘结”二字又
多了书写者自愿之意。《水浒传》中解
珍、解宝两兄弟为捉捕登州山上大
虫，“当官受了甘限文书”，这里的甘
限文书亦是甘结，当然是否真的“心
甘情愿”，读者自有分寸。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台湾地区
依然还在使用“切结”，如职工向公

司递交的“自愿加班切结书”。不过，
切结本是承诺书之意，在“切结”二
字后再加一“书”，不免画蛇添足。

除了“执结”“甘结”外，具结还
有保状、结状、责状等称呼。如宋朝
罗烨《醉翁谈录·大丞相判李淳娘供
状》所写“应干人责状并放监，萧章
具礼成亲”、《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
酬秀童》所写“……备了一席戏酒，
方出结状，申报上司”、清朝黄六鸿

《福惠全书·钱谷·催征》所写“公举
则责之本甲，印官验果堪充，取其粮
房 总 书 保 状 ……”等 。从 这 些 称 呼
中，可以得知状的内涵已经与承诺
书有了颇为紧密的联系。在这一背
景下，军令状、投名状和生死状以状
为名，就再正常不过了。

清朝刚毅所著法学文献《牧令须
知》中罗列了大量甘结体例，如“与结
状事，实结得某亲属某人因某事向某
人起衅被某用凶器致伤某某处身死，
今蒙诣验，不敢扶同捏饰，如违甘罪，
甘结是实”。这些甘结均以“不敢扶同
捏饰，如违甘罪，甘结是实”收尾，以
表达承诺者若有捏造甘愿获罪的态
度。不过，捏造毕竟只是甘愿获罪，谈
不上抛却身家性命。

真真假假的生死甘结

在朝廷所认可的甘结中，有没
有可能关乎生死——就如军令状、
投名状和生死状那般呢？

合法的生死甘结，也是有的。清
末第一批赴美留学生里的詹天佑，
其父母在送他出国之前便与政府签
订了一份甘结，全文如下：

“ 具 甘 结 人 詹 兴 洪 ，今 与 具 结
事，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
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
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
倘 有 疾 病 生 死 ，各 安 天 命 。此 结 是
实。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
圆白。徽州府婺源县人氏。”

在父亲——或者说“监护人”詹
兴洪的认可下，十二岁的詹天佑被
朝廷送往美国学习机艺。面对这一
培育方案，詹兴洪作出了两项承诺，
一是詹天佑学成后需听朝廷差遣，
不得逗留于国外；二是詹天佑留学
过程中需各安天命，生死与朝廷无
关。可以说，这份甘结已然是一份货
真价实的生死文书。

当时朝廷要求留学生父母出具
具结情有可原：毕竟西方依然是未知
之地，这趟“乘桴浮于海”的旅行伴随
着太多危险，易出纷争。若非如此，实
在难以想象堂堂朝廷何以会与百姓
签订一份生死有命的法律文书。

但即便是这种具结，也与军令
状、投名状和生死状有着较大区别。

先说军令状。军令如山，战争时
期将领对军队的要求非太平盛世可
比，故军令的上行下效势必异常严
苛，重者可能关乎生死。如三国时期
编纂的《北堂书钞》记载“闻雷鼓音，
举 白 幢 绛 旗 ，大 小 船 进 战 ，不 进 者
斩”军令一则，即明确闻令不进的士
兵将被斩首。不过，这是由上而下的
军令，与文学作品中的军令状尚有
区别，同时军令中也未必尽数危及
人的性命。《北堂书钞》同样有一则

“违令者髠翦耳”的军令，便只指向
剃发刑。战场上战机稍纵即逝，若次
次以军令状来回，即使再精锐的军
队恐怕也难以正常调度作战了。

再说投名状。如果说军令状还
尚有一丝法度色彩，那投名状便是
赤裸裸的“反社会”文书。投名状指
加入非法团体时，用于保证加入者
忠于组织的非法行为。《水浒传》中，
施 耐 庵 借 林 冲 被 逼 上 梁 山 时 的 故
事，将投名状描绘得非常清晰——
王伦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伙，
把一个‘投名状’来。”林冲便道：“小
人颇识几字，乞纸笔来便写。”朱贵
笑道：“教头你错了。但凡好汉们入
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
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
这个便谓之投名状。”林冲道：“这事
也不难。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没人
过。”王伦道：“与你三日限。若三日
内有投名状来，便容你入伙；若三日
内没时，只得休怪。”林冲应承了，自
回房中宿歇，闷闷不已。

这里有两个细节需要注意。一
者，林冲作为禁军枪棒教头久混官
场，居然未曾听说过“投名状”一词，
可见投名状更近于“黑话”；二者，投
名状虽然事关生死，却并非立状者的
生死，而是需要立状者通过实施犯罪
行为断去所有退路，由此在客观上形
成对组织的忠心。这种自始至终的非
法文书，自然不可能被朝廷认可。

最后是生死状。生死状多出现
于擂台，比武双方为确保出手时能
全力以赴，先签下针对对方的免责
文书，内容无非“生死两不追究”之
语。这种生死状，既不可能有固定格
式，也很难判定是否合法——作为
当代民法的基本共识，自愿放弃生
命权与健康权的免责条款基本会被
视为无效约定，生死状的内容看似
很“ 江 湖 ”，但 最 终 还 是 要 受 到“ 庙
堂”的约束。

结语

军令状、投名状和生死状有着
中华法系的独特底蕴。状以朝廷公
文为起点，一步步成为专门的法律
文书，再转化成历代说书人口中所
引用的典故，这背后隐藏着中国法
律文书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路径。一
些或许没有真正存在过的事物堂而
皇之地成为典故，甚至引发后世的
怀古之情，这才是法律文化最吸引
人的地方。

法内法外的生死文书
——文物里的法律故事②

江隐龙

我与郭宪系同乡，均为安徽太
和人，两村相距不远，所以关注郭
宪比较多，写过一些有关郭宪的文
章。知道郭宪的人不多，一说《洞
冥记》的作者郭宪，大家振臂高呼：
看过！鲁迅先生对郭宪所著《洞冥
记》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评
价：“大抵言荒外之事”“大旨不离
乎言神仙”。

《洞冥记》作为我国古典文言
小说的早期作品，已具有小说的雏
形，也是最完整的汉人小说之一。
郭宪的方术思想深受家学的影响，
《洞冥记》充分显示了它独特的艺
术形式——奇特的幻想和神怪灵
异，为以后六朝志怪和唐传奇，以
至唐朝后的文言小说发展奠定了
基础，对后人了解、评价中国早期
文言小说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理解
中国古典文化的一把钥匙。

在故乡与郭宪共读《洞冥记》，
读懂了郭宪这个人。郭宪，字子横，
东汉末年汝南宋人——今安徽省
太和县郭庙乡人，出生年月不详。
据民国《太和县志》载：“在县东北三
十五里，有运丘寺，清雍正、乾隆间
修，寺旁有古檀树，大十围。内有运
丘，高五仞，周围四亩，形若龟状。
相传为郭宪墓。”成语“伐毛洗髓”就
出自郭宪的《洞冥记》，原文写道：

“吾却食吞气，已九千余岁，目中瞳
子，色皆青光，能见幽隐之物，三千
岁一返骨洗髓，二千岁一刻肉伐
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原意是传说中的仙人脱胎换骨、返
老还童，也比喻除掉陈腐无用的东
西或彻底改变使之焕然一新。

在故乡与郭宪共读《洞冥记》，
读懂了《洞冥记》的精髓。现在看到
的《洞冥记》，约 28.5万字，是清末版
本。据说最早见诸东汉的版本，经
历代书家传抄，得以不断增加内容，
直到清朝末年，才算编刊出一部内
容比较丰富且比较完整的脚本，原
著和历代抄本已不好查考。《洞冥
记》郭宪版本有四卷，分为 60个故
事。郭宪在《洞冥记》序中这样写
道：“愚谓古曩余事，不可得而弃。
况汉武帝，明俊特异之主，东方朔因
滑稽浮诞，以匡谏洞心于道教，使冥
迹之奥，昭然显著。今籍旧史之所
不载者，聊以闻见，撰《洞冥记》四
卷，成一家之书，庶明博君子该而异
焉。”言下之意小说的作用是补正史
之不足。

在故乡与郭宪共读《洞冥记》，读懂了《洞冥记》里
的奇闻轶事。《洞冥记》又名《汉武洞冥记》和《别国洞冥
记》，志怪小说集，书中记载了神怪传说、奇闻轶事、神
山仙境、丹方灵药，以及国外异方、风土物产等。其中
有关汉武帝及东方朔遇仙的奇闻，多为他书所不载，其
叙事铺陈夸饰、史辞靡丽，为后代文人词赋所征引。

据《太和县志》记载：郭宪早年拜东海王仲子为
师，经仲子推荐，受到王莽的重视。王莽篡汉后，拜郭
宪为郎中，差人送去官服，要他去朝里做官。郭宪把
官服烧掉，逃到东海隐居。刘秀当了皇帝，拜他为博
士。刘秀西征隗嚣，郭宪拦住刘秀的车子说：“天下初
定，车驾未可以动。”并拔出佩刀，割断刘秀车上的马
绳。刘秀不听他的劝告，军队到了下邽，后方发生动
乱，刘秀星夜赶回洛阳，叹惜说：“恨不听子横之言！”

在故乡与郭宪共读《洞冥记》，读懂了郭宪的人
生。郭宪的事迹均记载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北
方的匈奴不断向南侵犯，刘秀召集群臣商议对策，郭
宪以为“天下疲敝，不宜动众”。刘秀没有采纳他的
意见，他非常恼火，径自下殿而去。刘秀望着他的背
影，向群臣说：“尝闻‘关东觥觥郭子横’，竟不虚也。”

《洞冥记》记载怪异之事，内容多半无稽，但其
字句妍华，有些材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后代文人
乐于征引。善苑国为西域诸国之一，由此可知，中国
第一次吃的螃蟹，有可能为海蟹。至于汉武帝是不
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待历史进一步考证。

鲁迅先生曾说过，《西游记》中猪八戒并不是吴
承恩新创作出的人物，而是此前已有的人物创造出
来的。《洞冥记》有记载：“汉武帝未诞之时，景帝梦一
赤彘从云中直下，入崇兰阁。帝觉而坐于阁上，果见
赤气如烟雾，来蔽户牖，望上有丹霞蓊郁而起。乃改
崇兰阁为猗兰殿。后王夫人诞武帝于此殿。”

郭宪生活的那个时代，巫风大畅，神仙道术比较
盛行，他作为一位著名方士，对世事并不冷漠，时刻关
注着当朝前途与命运。随着阅历的加深和年龄的增
长，他敢于直言，刚正不阿的一面表现比较突出。《洞
冥记》的神道思想，对周边国家种种奇珍异物的描写，
反映出汉代与他国频繁交往的历史图景。小说中心
在汉武帝时期，浓墨重彩处常在远国的奇珍异物。人
物塑造是《洞冥记》这部文言小说的一个重要因素，它
向我们提供具体的形象造型，所载 60篇故事，均以道
术和鬼物奇事为主，并不是拼凑在一起的，是以各国
来贡或汉武帝求仙为线索依次展开，每个故事都有完
整情节和生动的形象，读来妙趣横生。

郭宪采用夸张和想象的手法，创作出许多神
仙道怪的形象，为后世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提供了借
鉴，也为后世小说的成熟和发展提供了范本。

而今，家乡的百姓不但记住了郭宪，还记住了
《洞冥记》留下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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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虚此行》是金爵奖主竞赛单
元获奖作品，影片讲述了研究生毕
业的闻善在做编剧失败后，因一次
偶然的机会而改以撰写悼词为生，
并渐渐地在与各色普通人相遇的过
程中获得了温暖，最终找到了自己
的人生方向。整部电影没有明显的
情节起伏，甚至没有太多的背景音
乐，仅通过闻善与其他人物的对话
平铺直叙，却将人物情感表达得淋
漓尽致，观众看完后回味无穷。

影片不仅通过对闻善日常工作
的描写引发观众的深度思考，最后更
蕴含着“找到自我”的价值升华。电影
的最后一句台词“和你说一声，你可
以当主角”，其实是闻善与内心的对
话。事实上，这句话在影片一开头就
出现过，前后呼应点明主题，说明闻
善在写悼词这一普通但又不平凡的
职业中找到了自己的成就感。正如他
的名字“闻善”一样——“闻知善言善
行”，用心倾听每一位小人物的生前
故事，用文字送逝者最后一程。

死亡，可能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
去面对也不愿意去细聊的话题，似乎
它承载了太多的悲观情愫。但是本片
向我们展现了在殡仪馆里，死亡是一
件再日常不过的事。这里每天都在上
演着人间百态，这里萦绕的庄重哀乐
仿佛在诉说着逝者的悲哀与生者的
遗憾。作为一位文字工作者，闻善延
续了上学时期做观察笔记的习惯，经
常在工作之余去动物园观察不同动
物的起居生活。与庄严静默的殡仪馆
不同，动物园里充满了游客的欢声笑
语。似乎看惯了人生的太多无奈与叹
息，与无忧无虑的动物相处也是一种
疗愈。但人又何尝不是动物呢？人是
社会性动物，一切情感的联结都与我
们生活的环境、扮演的角色相关。失

去一位至亲的人，我们就丧失一种身
份，从身上掉落一瓣情感碎片，哪怕
我们仍在与世界建立着联系，但未来
再也不会有同样的人温暖我们。

葬礼其实是一项温暖的仪式，
送逝者最后一程，诉生者内心情感。
电 影《人 生 大 事》就 把 殡 葬 师 比 作

“种星星的人”，而悼词作者通过倾
听和不断追问，竭尽所能地将生者
对逝者的回忆挖掘出来，搭建起星
星回家的“天梯”。

“死亡就是一扇门，它不意味着
生命的结束，而是穿过它，进入另一
阶段。”这是日本电影《入殓师》中的
一句经典台词。与《不虚此行》主要通
过倾听者闻善的侧面视角来展示死
亡不同，《入殓师》以新手入殓师小林
大悟（本木雅弘饰）的个人直观视角
去叙述各种各样的死亡，平静地为观
众展现出一段生与死的旅程。日本作
家村上春树说：“死并非生的对立面，
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这些关
于“死亡、殡葬”题材的影片并不是在
推崇死亡，而是借助死亡去告诫人们
珍惜生命，在凝望死亡的同时思考生
命的真正意义。

《不虚此行》用朴实的手法为我
们展现了“小人物”的真实生活：一位
固执不已但又无私奉献的好大哥；一
位想要儿子陪伴却又思念家乡的慈
父；一位带领兄弟们打拼事业，自己
却累倒在工作岗位的 CEO；以及身
患癌症但家中满是生机的“网红”方
阿姨等。本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在闻
善的笔下变得丰满而鲜活，由此引导
观众在以小见大的视野中思考：什么
样的人生才算是“不虚此行”？

无独有偶，余华在小说《第七天》
中也为读者展现了“死亡正是进入另
一个殿堂”的故事。41 岁的主人公杨

飞死于餐馆爆炸，因为无人祭奠、没
有墓地，他成为一个孤魂野鬼，游荡
于生与死的分界线上。全书以杨飞为
第一视角，讲述了死后七天里的所
遇、所见、所闻之事，通过将生前与死
后的世界进行对比，揭示出现实世界
的荒诞无常。作为揭露荒诞现实书作
的代表，《第七天》运用较为夸张的叙
事手法以引起读者共鸣。电影《不虚
此行》则没有刻意的情绪渲染与过多
的拍摄技巧，但观众依然能从闻善每
一个默然的瞬间感受到生命的无常
与人类的渺小，同时也在感叹哪怕是
再籍籍无名的一个人，也曾有过丰富
的人生，但生者又能做些什么来让世
人记住逝者呢？当然，也许不用记得，
正如烟花灿烂绽放，只要存在过就有
它的意义。

人 生 最 后 都 会 化 为“ 一 纸 悼
词”，不要等到最后才想起陪伴。美
国 贝 勒 医 学 院 神 经 医 学 博 士 后 大
卫·伊格曼在《生命的清单》一书中

说 ：“ 人 的 一 生 ，要 死 去 三 次 。第 一
次，当你的心跳停止，呼吸消失，你
在生物学上被宣告了死亡；第二次，
当你下葬，人们穿着黑衣出席你的
葬礼，他们宣告，你在这个社会上不
复存在，你悄然离去；第三次，是这
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
你忘记，于是，你就真正地死去。整
个宇宙都将不再和你有关。”可见，
逝去的人与这个世界的最后连接，
是停留在亲人脑海中的记忆。

影片中，闻善问王先生能否再
说一些父亲生前经历的细节，王先
生回忆良久，关于父亲的记忆仿佛
随着他的离开也一并逝去，又或许
脑海中根本没有和父亲相处的点滴
片段。是啊，就连王先生的儿子都
明白“爸爸最爱儿子”，可为什么
王先生不能给父亲多一些陪伴，却
只 能 在 亲 人 离 去 后 用 翠 竹 寄 托 哀
思 。 为 什 么 人 们 只 关 心 自 己 的 未
来，而忘了自己的过去，又总是在
失去时暗自叹息。所以，我们要抓
紧时间拥抱、大声欢笑、珍惜每一
次遇见、不惧每一场别离，不吝啬
表达爱、不惧怕直面痛，珍惜爱你的
人，放下讨厌的人，忽略不重要的小
事，善待每一种情绪下的自己，这就
是热爱生活！

找到自己，你也可以是人生的
主角。影片中，闻善的出租屋里一直
有一位学生模样的男生，未曾出现
姓名，起初还以为他只是闻善的合
租室友。直到邵金穗的到来，翻转那
一块写满了故事线的画板，“小尹”
这一名字才映入我们眼帘。其实，小
尹正是闻善心中另一角色的化身，
他有着与闻善不同的性格特点，喜
欢 穿 彩 色 衣 服 ，留 点 胡 子 ，真 挚 活
泼。小尹这一角色有名无姓，且时常

在闻善觉得自己的工作羞于启齿时
提醒他要“说实话”。小尹为我们展
现了闻善在初入殡葬行业时的纠结
与不甘，也带领我们见证了闻善找
到自我价值的成功蜕变。影片的最
后，闻善在电脑上打下“尹然”二字
的拼音，赋予了小尹完整的名字，也
说明闻善最终敢于直面内心，开始
书写自己真正的人生。

法国抒情诗人阿尔弗莱·德·缪
塞说：“生活如同一朵玫瑰，每瓣花
代表一个梦想，每根刺昭示一种现
实 。”一 朵 玫 瑰 的 花 瓣 往 往 数 得 过
来，但有多少刺却难以估量，漫长的
人生里要经历多少现实的刺痛，可
能真的数不清。但即便这样，我们也
是自己人生舞台上的主角。勇敢地
直面困难，接纳最真实的自己，只要
我们葆有一颗平静又丰盈的内心，
向内寻求而非向外索取，无论在何
种环境下都能自由绽放。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珍惜当下永
远是最优解。死亡是每一个人不可避
免的终点，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
人”，正是每一个人真实存在的瞬间
构成了生命的意义所在。许多观众走
入电影院前都希望能在《不虚此行》
中找到人生的意义，看完后可能会发
现，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过好普通平常
的每一天。我们经常为世俗意义上的
成功而疲于奔命，却总忘了欣赏沿途
的风景，最后只留下无尽的空虚与叹
息。这部影片虽然情节平淡，却拥有
治愈人心的无限力量。正如片尾曲的
最后一句歌词唱道：“日子过得再糟
糕、再不顺心也好，只要我还呼吸着，
就都是暂时的。”

为生而喜，死亦无悲，认真地体
验生活，这就是我们来到这人间的
使命。相信闻善在最后骑着自行车
迎风向前时，也体会到了这一简单
而又不凡的道理。正如苏轼在《定风
波》中 写 道 ：“ 竹 杖 芒 鞋 轻 胜 马 ，谁
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珍惜身边人，
活在每一个畅快淋漓的当下，就是
不虚此行！

做自己人生舞台上的主角
江东 樊烨

影评

史评

清代状书

新版《洞冥记》及插图

《不虚此行》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