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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又看了一遍洪昇的《长生
殿》。

很多人喜欢《牡丹亭》甚于《长生
殿》，对于年轻人来说《牡丹亭》是缠
绵悱恻的，一个是窈窕淑女一个是多
情种子，梦中一见便一往而深，可以
为情而生为情而死，其间的跌宕凄婉
动人心弦。有人爱《桃花扇》甚于《长
生殿》，因为家国之变，历史沉浮之下
的爱情也就增添了许多厚重意味。
很多人不看好《长生殿》，认为其间的
帝王之情与自己相隔甚远，从而产生
一种陌生感与疏离感。随着年岁的
增长，我对这几部戏曲经典的观感也
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从最初对《西
厢记》、《牡丹亭》的无限痴迷，到后来
对《桃花扇》的偏爱，再到现在对《长
生殿》的情有独钟，这也不是偶然的
过程，不得不说《长生殿》“情”的意味
是无可比拟的。

洪昇问：“古今情场，谁个真心到
底？”其实他心里早已有了答案，于
是，《长生殿》就问世了。洪昇“借兴
亡之感，写离合之情”，一本《长生
殿》，将唐明皇时期一场兴亡背景下
的爱情写得动人心魄。

真正的苍凉正是极度繁华映衬
之下，人心彻底无可挽回的悲慨。李
商隐在诗作《马嵬坡》中曾借杨贵妃
的口吻写道：“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
七夕笑千年，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
卢家有莫愁。”这是一段真实历史演
绎出来的沧桑悲凉。这段沉静在历
史中的爱情悲剧，穿越千古，余韵袅
袅，仍旧能够在现代读者的思想和心
境中激荡出美丽的涟漪。

《长生殿》传奇在 50出的庞大情
节里，剧情构架之精心巧运，谴词造
曲之华美灵动，堪为古典戏曲的上佳
之作。洪昇是一个“情在写真”的大
戏曲作家。《长生殿》的词曲都是深情
款款，带着诉不尽的苍凉意蕴感人肺
腑。“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
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进。对这伤情
处，转自忆荒莹”，《闻铃》描写唐明皇
至大剑山避雨于剑阁，听到雨声和檐
前的铃铎声，勾起了“招魂去国”的悲
愁。全出短小精悍，写得缠绵徘恻，
沉痛至极，可谓佳章。《哭像》中，没有
什么尖锐的矛盾，没有什么曲折的情
节，它不是在写戏，而是在写情，写唐
明皇与杨贵妃的悲欢离合，生死别
离。《弹词》中李龟年一个人潦倒落

魄，再唱当时的辉煌，盛衰难定，乐极
生悲，韶华易逝，引人共鸣，令人潸然
泪下。优雅而忧伤，内容与形式相结
合，沉静而凝重。《弹词》一出场便说：

“不提防馀年直乱离。穷途歧路上，
人生遭到晚年，乱离令人堪心惊”，

“不提防”三字是字字血泪而又字字
无奈，回想原来在宫中的生活恍然如
梦，现在霓裳梦断，他现在还能去说
什么呢？他只能慢慢的用九转货郎
儿，把天宝遗事从头慢慢讲来，慢慢
的缅怀。正是这样的曲词，在有意无
意地映衬加深着李杨的爱情。

当然《长生殿》最为世人争议的
是：它的主题究竟是什么?是爱情还
是兴亡?是歌颂还是批判?

洪昇在《长生殿自序》中自述其
创作意图时写道：“义取崇雅，情在写
真”，“垂戒来世，意即寓焉”，这表明
洪昇所描写的李杨爱情故事中寄托
着他自己对家国兴亡的感喟。

《长生殿》卷首第一出《传概》[南
吕引子·满江红]可以说是洪昇写作
全剧的情感基点。“借太真外传谱新
篇，情而已”一句，历来是“爱情主题”
论的主要依据。然而再看词的下阕：

“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
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毫无疑问，

洪昇要写的“情”比普通意义上的爱
情要宽泛得多。洪昇笔下的“情”，有
着两个表面相异但本质相通的方面，
也就是爱情与臣忠子孝。《长生殿》的
主题离不开“钗盒情缘”之情，也离不
开“臣忠子孝”之情，这都是对真情至
死不渝的追求。

关于政治，洪昇自述创作此剧的
目的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表面上写的是“安史之乱”，实际上却
处处显示明末清初社会现实的影子；
唐王朝内部争权夺利、皇帝纵情声
色、荒废朝政的也容易使人回忆起明
末南明的政治情势；“逆藩奸相”也容
易使人联想起原为明朝外藩的清廷
和南明权奸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作
品把历史上流落湖南的李龟年移到
刚沦陷不久的南明都城南京，让他悲
奏“谱将残恨说兴亡”的亡国之音。
处处都有着一个文人对于社会政治
的关注，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上述种种，但《长生殿》要表达的
还是“至情”。汤显祖的《牡丹亭》和
洪昇的《长生殿》是明清时期表现“至
情”文化主题的两部著名传奇作品。
清人梁清标称《长生殿》为“一部闹热
的《牡丹亭》”。将《长生殿》比为《牡
丹亭》是因为就创作主旨来说，《长生

殿》主眼仍在写“至情”与《牡丹亭》无
异；至于说其为“闹热”，则是指洪昇
将原本闺中才有的儿女私情，放置于
偌大一个历史情境中来铺陈，却又不
令人感到支离，只觉得更为热闹。

洪昇尽管也承认人的张扬使人
性得以发扬，但在这里，他认为情也
存在真情与奢欲，也存在挚情与假
意，而真正能够“感金石，回天地，昭
白日，垂青史”的人则是富有真情之
人。所谓“精诚”就是纯洁无杂质的
爱情。洪昇的“至情”，无论是连理之
情的“精诚不散”，还是“臣忠子孝”的
坚定不移，都是在传统伦理道德的范
围之内，它们共同构成洪昇“至情”理
想的内涵。

读完整本《长生殿》，再待看完昆
剧《长生殿》，愁思缭绕，帝王之情真
有如此？洪昇只是以文人之笔，写出
来对一个王朝的悲慨，以文人的想
象，将盛唐辉煌大梦蓦然间倾塌之
后，人们的震惊迷茫与惆怅情怀抒发
其中。真正“迎像”“哭像”的是唐明
皇吗？“此恨绵绵万古长”，李隆基哭
的是杨贵妃，也有他的江山，还有一
个王朝不灭的神话，对美人对江山恍
然若失之后的的不甘，还有希望海市
蜃楼般的美景重现。写在史册上的
人是唐玄宗，而传在文学戏曲中的是
唐明皇这样一个多情天子，永远只能
活在文学之中。

盛唐，这样一个王朝最终留下的
书生杜宇半壁斜阳，就在子归啼血之
中留下残阳似血。王朝已逝，大梦颓
败，就如同这个妃子的生命远离了，
这就是离合之情下的兴亡之态。

李杨至情
文/布加勒斯特二区政府社区中心汉语教师 周玲玲

草木芳菲的三月天，几场春雨
过后，院前的梧桐树便暗自孕青
了。掐一片嫩芽，靠近舌尖一尝，
那味道竟是涩的。我苦着脸抬头张
望，却惊喜地发现，梧桐树不知何
时已生出几簇淡紫色花苞。没曾
想，春寒初退，气温乍一回暖，这
棵院子里的梧桐树，已悄悄酝酿起
花期。

哦，又是梧桐花开的季节。每
到这个时候，我总会想起那段关于
梧桐树的往事。

那时，老家的院前载有一棵梧
桐树，枝繁叶茂，树身高过房檐。
每到四月桐花盛开的时节，满树的

桐花便挂满枝头，远远望去，犹如
燃烧的紫色云霞，仿佛要把整个院
子点燃。每当有风吹过，满树的桐
花缤纷零落，铺天盖地一般降满整
个场院。那时候，我和几个伙伴成
天在桐树下疯跑，追逐着院子里的
落花，衣裳上、头发间满是桐花的
香味和花屑。桐花的清香远近可
闻，引来许多蜜蜂和蝴蝶，在院子
周围追逐、忙碌。

年年如此。院子里的这棵梧桐
树长势也愈发葱茏，伸展的枝桠一
度伸出院墙。而肥厚的桐树叶子，
层层叠叠覆盖着，伞盖一般阻挡了
房舍的采光。氲气湿重的时候，便
时常招来许多不知名的小虫在院子
里筑巢安家。没几日，原本干燥洁

净的场院，便留下许多虫子的秽
物。全家人很为此大伤脑筋，想出
许多办法，结果还是没能把虫子驱
除。后来，父亲终于忍无可忍，不
得不动用了武力，强行把过于繁盛
的枝桠砍掉，以防止虫子爬进屋
子，咬坏家具。

梧桐树因此遭了几次重创，加
上一家人忙于生活日常，对于梧桐
树更是疏于培护。不出数月，原本
枝繁叶茂的梧桐树，已有大半树干
枯萎，每天都会落下许多的黄叶。
到了后来，家中重新修葺老屋，并
在旁边新建一间平顶房，这棵梧桐
树原先占据的地盘因此影响了宅地

基的开挖和砖瓦的运输。父亲思量
再三，最终决定把这棵倒霉的梧桐
树砍掉。

那是一个放学的午后，我背着
书包刚跨进院门，就看见高大的梧
桐树在阵阵锯木声中轰然倒地。转
瞬，又被大人们用刀斧齿锯截断成
一堆用来生火煮饭的柴垛，被整齐
码放在距离院墙不远的空地上。

此后，院子旁边腾出了一小块
空地，原先高过瓦檐的梧桐树从此
就没有了，只剩下一截树桩闲置在
角落里。原先浓荫掩映的场院，一
下子变得空荡荡的。自然到了桐花
绽放的时节，我们再也看不到那满
树迎风吐香的桐花了。一晃好多年
过去，我们的生活也被忙碌填满，
而关于桐花的记忆也慢慢变淡，到
后来，到梧桐树开花的时节，也很
少会想起。桐花，终于从我们的记
忆里淡去……

直到我离家外出求学多年以
后，重新回到家中。我这才惊喜的
发现，原来这棵被砍掉的树并没有
因此死去。在静默的时间里，它那

被砍掉的树根依然活着。它就在人
们熟视无睹的眼前，那个被遗忘的
角落里，努力吸允着养分，暗暗积
蓄着力量，在残砖断瓦堆里萌芽抽
枝，顽强生长。期待有朝一日冲破
层层砖瓦的覆盖，重新站立成一棵
新的树。

我对梧桐树顽强的生命力所折
服，更增添了几分敬意，它甘于寂
寞，蓄势待发、隐忍不屈的精神令
我为之动容。

我拨开沉积的杂草和覆盖的砖
石，给这棵梧桐树的生长让出一片
空地。我甚至还在一个清晨搬来砖
块，在梧桐树的周围砌一道围铺，

我相信它会一自这样安定、细致地
生长，直到长成一棵开满花的树。

经过几年的悉心栽培，这棵梧
桐树长势良好，枝叶愈发的繁茂，
伸展的枝干已经越过了院墙。树冠
如伞，在院前高高擎起。我感到欣
喜，我的梧桐树已经不再是一棵树
苗，而是一棵真正的梧桐树了。

春寒散尽的时候，我又回到家
中。站在院前，我甚至惊喜地发
现，梧桐树已经悄悄孕出了一簇簇
花苞。在和煦的风中，梧桐树正摇
曳着满树枝叶和花苞，窈窕女子般
在风中曼妙起舞。

又一个清晨。趁着晨露尚未散
尽，我起了个大早，站在树下张
望。我看一树桐花在晨风轻摇，擎
起的花朵如一只只玲珑的小喇叭，
召唤着我。

我在院子里走个来回，细致打
量一朵朵桐花。我发现，原来花心
是润的，有蜜。我小心地摘一朵放
在嘴边一吸，丝丝的涩，隐约中却
透出一股甘甜。原来，梧桐花和梧
桐树的滋味竟是一样的。

（一）

大树发芽 小草新绿
春暖花开的日子
思念 如春水潮涌
一次次激荡着心事

当我的祖辈 父辈的亲人
一个个站立成灵堂上的牌位
一双双成为农历七月半的新客
当街坊 邻居的老人
一个个笑脸不见 阴阳两隔
我也走进了中年的行列
如人生之旅 驶出了站台
还未到达终点
又似清风 吹过这个山头
还未到达那片树林

表哥说 我们的这些长辈
见一次少一次了 听起来害怕
但很真切 唯一能做的 就是
尽孝趁当时 勿等泪哭丧
敬老从心起 何须
清明 雨断魂

（二）

当我的名字 被小小的
刻在了墓碑的边上
说明 我还只算个孝子贤孙
还有许多事情
要等着我去做

如果有一天 我的名字
被大大的刻在了墓碑的中央
那就是我 已经走过了
人生的春秋四季
我的名字刻在石头上
形象被挂在墙上告

思想走进了永远的清明
开始接受子孙们的祭拜了

清明 是一个怀念的日子
也是一个人 审视
生老病死 血脉 亲情
的时间 再忙 再累
也总要有这么一天
趁着踏青的日子
一家人 或一个人
坐在山冈上 静静的
思考生命 感悟始终

（三）

我是从哪座坟茔爬出来的
我记不得了 只是
春风如此滋长思念
我又怎能 无动于衷

我是从哪个山头跑过来的
已经不重要了 这片土地
埋藏着我的前世 今生和未来
我不得不 忘情的去守候

让我们放下一切吧
包括仇恨 欲望和得失
土堆里边的 和外面的
苦难的和幸运的
还在享受生活的和已经离去的

清明 在这样一个
春发万物的日子里
让我们共同祈祷
感谢日 月 星辰的永恒
感谢风雨 雷电的庇护
感谢 收容和滋养我们的
这片土地 野草


















































 

清 明
文/汤云明

（三首）

一棵梧桐树
文/费 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