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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志荣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上大学至今30余年，我在文学创作

的同时，一直关注并研究着中国哲学和
历史。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杰
出的人物由于某种原因被人们遗忘了，
然而，他们的光辉是遮挡不住的，薛瑄就
是其中之一。他不仅是影响明代的杰出
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大儒。

薛瑄，字德温，号敬轩，谥号文清，明
代山西河津南薛里（今山西省万荣县里
望乡平原村）人，明代河东学派的领袖、
思想家、理学大师。薛瑄存世的著作有

《薛文清公文集》《读书录》《读书续录》
《从政名言》《理学粹言》等，其中诗歌
1570 首，散文 260 余篇。薛瑄的理学思
想、从政思想、廉政思想、教育思想和光
辉事迹，不仅影响了明代的历史，穿越历
史的风云，至今依然熠熠生辉，具有重大
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孤独的精
神》。文中列举了改变中国历史的重要人
物，第一位是孔子，依次是曾子、庄子、朱
熹、薛瑄、王阳明、马克思、孙中山，并评
价说：“他们之著作学问、人生德行，深刻

的改变了吾人之生命和信仰。”可见，薛
瑄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我曾经慨叹，世人皆知王阳明，谁人
还说薛文清？

走进书店，在古代书籍专柜上摆满
了王阳明的书，却很少看到薛瑄的书。王
阳明提出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心
学”思想，可是，谁曾知道，薛瑄提出了

“复性论”“致知力行”的学说，开明代“实
学”思想之先河。《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
岚说：“至明而朱之传流为河东，陆之传
流为姚江。其余或出或入，总往来于二派
之间。”意思是在明代，朱熹的思想传之
于河东的薛瑄，陆九渊的思想传之于姚
江的王阳明，其余学派或以薛瑄为宗，或
以王阳明为宗，不出二者之间。因此，明
代思想界有“北薛南王”之说。

薛瑄是明代第一个从祀孔庙的人。
从祀孔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最高荣
誉，也是官方和思想界对于知识分子地
位的双重确认。隆庆五年（1571年），明代
朝廷议定从祀孔庙备选者四人：薛瑄、王
阳明、胡居仁、陈献章。经过严格审议，只
有薛瑄从祀孔庙，其他三人落选。过了13
年之后，万历十二年（1584年），王阳明等
三人才从祀孔庙。这至少说明，薛瑄在当
时的成就和学术地位并不比王阳明低。

薛瑄在历史上被称为“明代一人”，
享有“七个第一”的美誉：明代第一廉吏、
第一理学家、第一实学家、第一法官、第
一教育家、第一学派、从祀孔庙第一人。
薛瑄是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的偶像，于
成龙继承了薛瑄的廉政思想，把薛瑄的
名言编入《先儒治心录》，作为为官做人
的座右铭；薛瑄是三代帝王师陈廷敬的
人生导师，据《陈廷敬年谱》记载，陈廷敬
从六七岁启蒙时，在私塾老师的教导下
开始读薛瑄的《读书录》，他继承了薛瑄
的理学思想，成为清朝三个皇帝的老师。

《四库全书》评价薛瑄：“明代醇儒，
瑄为第一。”清初学者傅山题联赞扬薛
瑄：“果知复性一言，虽四民二氏，俱许入
祠谒夫子；不辨读书二录，即两榜三元，
亦虚在世称士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之一的黄宗羲评价薛瑄“实践大儒”“光
明俊伟”。清代礼部尚书、理学家张伯行
指出：“有明一代人物，首推河东薛敬轩
先生。”当代著名学者陈宇赫《明代大理
寺研究》评价：“明代大理寺官员为后人
所称道者，首推薛瑄。”当代哲学家张岱
年道：“薛瑄既有心体浩然，若天地之广
大的体验，又有物无内外的论证……使
人摆脱小我的局限，开拓广大的心胸。”

《廉洁自守薛瑄》由北岳文艺出版社
出版。本书翻阅大量的史料，参考今人研
究成果，梳理了薛瑄的生平和宦海生涯，

记述了薛瑄廉洁从政的故事，阐述了薛
瑄的廉政思想，反映了执政为民的光辉
事迹，希望能对当代廉政建设有所裨益。
我出生于万荣县，作为薛瑄家乡的后学，
弘扬薛瑄思想文化，是我的愿望，也是分
内事。我计划在以后的时间里，进一步研
读薛瑄著作，挖掘薛瑄思想的丰富内涵，
把薛瑄研究作为毕生的功课。

“ 明 代 醇 儒 ，瑄 为 第 一 ”
——《廉洁自守薛瑄》后记

□杨颖琦

“我们一起来摇呀摇太阳，不要错过
那好时光，心儿随着晨风在蓝天上飞
翔……”当这首儿时熟悉的歌曲在电影
院里响起时，我知道影片中相互依偎的
两个人又找到了自己的“太阳”。

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改编自纪实
报道《最功利的婚姻交易，最动情的永恒
约定》，是韩延导演“生命三部曲”的最终
章。在这部电影中，导演延续了自己的

“生命”主题，讲述了两个身患重症却性
格迥异的年轻人“没头脑”吕途和“不高
兴”凌敏，因为一场“生命接力”的约定，
阴差阳错地踏上了一段充满爱与力量的
治愈之旅。

片中，女孩凌敏是旅行社的导游，还
是一个美食博主，每天探店却因为身患
尿毒症不能品尝那些令人垂涎的美食，
仅仅一根香蕉就可能会引起并发症，从
而危及她的生命。所以，除了接受每周三
次、每次四个小时的透析外，她还需要严
格控制自己的饮食，甚至是饮水量。脑中
长了肿瘤的男孩吕途却总是没心没肺，
整天“装疯卖傻”，一副已经放弃治疗的
豁达模样。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因意外相
遇彻底改变了彼此的生命轨迹。可能两
个同病相怜的人，也更能理解彼此的无
助，两人在日常的点滴相处和相互照顾
中渐生依赖，重燃对生命的热情。爱赋予
了人即使跌倒也能不断“重来”的勇气。

疾病作为一种“人类状态”，代表着
人类生命活动的异常，是一种人类生存
状态的偏离。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不
仅仅探讨重症患者，更是探讨每一个普
通人在生命困境中该如何“触底反弹”。
影片没有刻意地煽情，而是将镜头更多
地聚焦在他们蓬勃的生命力上，聚焦在
凌敏和吕途许许多多琐碎平淡的日常

中。不小心弄伤凌敏的吕途帮凌敏搬家，
并搬来照顾她的饮食起居。他们一起嬉
笑打闹，一起在天台接收外星人的信号，
一起在大雨滂沱的夜里骑车赶往有肾源
的医院，一起记录美食，一起在阿姨们的
旅行团中开怀大笑……这些细节都让观
众情不自禁地跟着他们笑着、哭着。两个
脆弱生命的相遇和相互救赎，给了彼此
一份能短暂逃离现实的快乐与轻松，也
给银幕外的观众一份熨帖。

而在这些琐碎的甜蜜中，贯穿电影
最精巧的潜藏结构，是爱情叙事与生命
叙事的同频同构。年轻的身体突然遭受
重大疾病的侵袭，想要快点从病痛中解
脱出来，不愿让自己和家人背负延续生
命的痛苦，是凌敏和吕途的最初感受。正
因如此，凌敏深夜发出了“征肾”视频；吕
途也因为不想忍受反复开颅的痛苦、不
想拖累妈妈故意隐瞒自己仍有可能治愈
的希望。然而一天天相处下来，他们的关
系日渐亲密。当吕途脑部肿瘤再次恶化，
执意放弃治疗以便把肾脏移植给凌敏
时，两个人对生命的理解和珍视程度已
然发生改变。正如凌敏劝说吕途的那样：

“以前我们说好的是，你走了以后我替你
活着，但现在，我想跟你一起活着。”经过
劝说的吕途不再抗拒治疗，接受了第二
次开颅，而凌敏也放弃了速速解脱的执
念，乐观等待肾源的出现。

从被动、迫切地想要放弃生命以得
到解脱，到主动面对病痛；从“生命接力”
的约定到“一起摇太阳”的信心，两个人
感情生根发芽的过程，也恰恰映照着他
们内在生命力量的不断生长。意外的相
识，似乎给了他们彼此一个重新认识生
命的机会，两个孤独个体的偶然相遇，再
到相互依赖与相互扶持，让他们珍惜对
方的存在，从而体察生命的可贵。而这种
开阔、坚实的爱情基础，唤醒了他们彼此

主动的生命力量，给了他们一次重新活
过的机会，就像吕途妈妈对“摇太阳”这
个词的解释：“阴天是太阳打瞌睡的时
候，只要我们有意念，就能把太阳摇醒。”

影片的结尾，再次做了开颅手术的
吕途醒来，与凌敏举行了热闹的婚礼。凌
敏的肾源何时能等到，吕途的肿瘤会不
会复发，都仍是未知数。但没关系，只要
笑着面对命运和疾病，平常地生活着，就
一定能把太阳“摇醒”。

观看电影的时候，耳边总会响起史
铁生的这句话：“整个春天，直至夏天，都
是生命力独享风流的季节。长风沛雨，艳
阳明月，那时田野被喜悦铺满，天地间充
斥着生的豪情，风里梦里也全是不屈不
挠的欲望。春天的美丽也正在于此。在于
纯真和勇敢，在于未通世故。”无论未来
是晴是雨，我们都相信，“生命万岁”。

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

直面命运 向阳而生

□丁晓晨

4月1日，电影《草木人间》在北
京举办首映观影礼，导演顾晓刚携
吴磊、蒋勤勤、陈建斌、闫楠、鞠帛展
等主创一同亮相。

电影《草木人间》讲述了一对从
大山走出的淳朴母子，因对自我价
值实现的渴望和急需融入大城市的
迫切心理，被有心之人利用，先后被
骗入局的故事。在映后分享中，许多
观众表示，自己以为距离传销、保健
品销售的骗局很远，但通过影片发
现这种利用“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引
人入局，从而进行精神控制，让人难
以逃脱的骗局就在我们身边。导演
也现场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初衷，因
为自己家人曾经深陷传销泥沼，正
是那段经历才促使他拍摄了一部反
传销的电影，提醒更多人避免受骗。

蒋勤勤也分享了自己与父母的
故事，提及“很少有人关照到我们父
母”，她希望：“在清明节的时候，带
着我们的父母进到电影院，跟他们
相处在一起。”还有观众提出陈建斌
在蒋勤勤、吴磊吵架时揣手站在一
旁的经典画面，让他也闯入了“内娱
窝囊废赛道”，陈建斌笑着回应：“我
争取在这条赛道好好地表现，超过
其他窝囊废。” （《今晚报》）

电影《草木人间》首映

反传销题材影片
发人深省









▲《廉洁自守薛瑄》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