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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儿 有事儿 有趣儿 有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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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电影说哲学
为充盈思想提供“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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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典籍里追寻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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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黑客帝国》展现了一个可怖的景
象：人类的感官都被一个叫“母体”的巨型计
算机系统控制，这个系统以特定的电流刺激
人类个体的大脑，制造出一个虚假感官世
界。发现了这一点的人类精英则联合起来，
与之战斗。

这显然是对近代哲学家笛卡尔、美国当
代哲学家普特南的思想实验的具象化展现。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推出了
一本以电影说哲学的好书《哲学的二十个夜
晚》。书中对此提出疑问，那就是机器、人工
智能与人类博弈，乃至制造幻象的意义是什
么呢？

但如果大多数人感受的体验出于假象
制造机制，这背后有另外一群人，目的在于
垄断生存资源，通过奴役被操控者使得自己
的利益最大化，这就说得通了。

另一部电影《楚门的世界》就很好地展
现了这一点。在《楚门的世界》中，楚门从小
被人收养，完全不清楚自己的生活就是真人
秀肥皂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楚门慢慢发

现自己所面对的世界多少有点不对劲，最终
经过艰苦的努力走出了“楚门的世界”。

徐英瑾解析指出，《楚门的世界》中，博
弈双方都有真实的博弈动机：制片商试图掩
盖真相，制造幻景，借以奴役楚门以渔利；而
作为另一方，楚门本人则希望走出这样的被
操控、被奴役。

那么，在这样一个力量完全不成对比的
博弈中，为什么楚门会获得胜利呢？徐英瑾
指出，这是因为制片商在不断违背规律、真
理，尤其是挑战了一项哲学定律——“构造
一个系统的、关于世界方方面面却不包括任
何逻辑矛盾的虚假信念系统，几乎是不可能
的”。所以，楚门随着成长，在具备了必要的
认知思考能力以后逐渐发现了很多不合常
理的问题，比如小镇上的居民总是同一批
人，总是重复着程式化举动，楚门读了报纸
知道，美国人喜欢到处旅游，但为什么不来
这个小镇旅行呢？而为什么小镇居民，包括
楚门自己又不能出门去别的国家旅行呢？

加之楚门在路上碰到了自己本应该去

世已久的父亲，还有就是自己的妻子每次说话
的时候，就会突然转向房间的某个方向念广
告。此外，楚门在路上曾险些被一个从天而降
的探照灯砸中，但摄影棚才会有的探照灯怎么
会突然从天空坠落呢？

书中指出，“撒一些小谎”与“在任何事情
上都撒谎”有着巨大差别，但一般而言，只要谎
言在整个信念系统中的占比上升，维持整个信
念系统自洽性的难度、挑战就会随之上升。电
影《乔乔的异想世界》中就讲述了受到纳粹意
识形态影响的德国小朋友乔乔，曾坚信犹太人
不好，而当他与母亲藏在阁楼里的犹太少女接
触后，原先的认知就开始坍塌。

这本书借助电影《十二怒汉》阐述了我们
应当如何讲道理。讲道理，其实也可以理解为
辩论、辩护。本书作者指出，正确讲道理、辩论
的规则，首先就是悬置自己的情感，进行理性
分析。其次，要就事论事，不要偷换论题。第
三，不能循环论证，也就是将自己想要论证的
论点本身作为论证的前提或论据。

电影、戏剧作为特定的艺术表现方式，在

很多情况下无论编剧、导演、演员的主观意图
如何，都必须尽可能符合上述三条规则，否则
就会呈现出比较牵强而难以被观众接受的状
况，或者一时赢得掌声，但是会进一步引发争
论、批评的情况。这对于我们的生活也有很强
的启示。如书中所说，很多人在讨论中沉溺于
情感，无法纳入理性讨论，但这只会加剧人与
人之间的对抗，而无法真正赢得认可和合作。
而有的人热衷于循环论证，比如笃定某个明
星、某个球队、某个公司非常坏，非常想要赢，
但自己又不具备能力去进行艰苦的证据搜集
工作，直接凭想象跳到想赢的结论。

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哲学论述、原理、判断
往往与人的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学哲学、
用哲学对于指导人改善认知和行为，乃至提高
思维水平有很大帮助，但是哲学的系统性与可
推理性又决定了为何哲学文本都很抽象。所
以，哲学理论、哲学家提供给读者的往往是“奶
粉”，“要冲泡出思想的奶水，还得读者自己动
手”。这本书借助电影、书籍、生活故事对哲学的
阐释，就是为“冲泡（哲学）奶粉”提供“热水”。

古往今来，从木匠鼻祖鲁班到“纸圣”蔡
伦，从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昇到刺绣艺术大
师沈寿，工匠精神赋予了中华民族严谨认真、
坚韧不拔、追求卓越的独特气质。《齐物：中华
考工要论》是学者潘天波所著“考工格物”书
系的开篇之作，其以中华考工历史为依据，系
统阐释中华考工理论体系的概貌、精髓，剖析
中华考工的精神体系与批判体系。该书聚焦
《考工记》《髹饰录》《鲁班经》《天工开物》《梦
溪笔谈》《考工典》等文献典籍，不仅展示了中
华考工与中国文化批评传统的渊源，也让那
些淹没在历史深处的工匠身影从典籍中“走”
出来，呈现出穿越千年的匠心传承。
《考工记》是我国第一部工科巨著，详细

记述了齐国官营手工业的6种行业结构体系
与30个工种的理论体系，内容涉及东周的礼
器、乐器、兵器、车辆、陶器、漆器等领域，还

涵盖天文历法、生物分布、数学计算、物理力学
等准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
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天有时，地有
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
良。”这本务使制造工艺精益求精的古代典籍，
记载有“六齐之术”，即6种铜锡比例不同的合
金成分配比，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制记
载。在潘天波看来，《考工记》所记工匠不仅体
现有“圣人之作”的创物精神，还有“髻墾薛暴
不入市”的诚信精神，后者讲的是生产过程中
出现的残劣次品不得流入市场。
《髹饰录》是明代漆工知识文本，其叙

事内容隐含中华工匠精神。譬如“楷法第
二”篇载工匠髹漆之“六十四过”，反映了
对技术品质的极致追求；髹漆之“二戒”，
主张在制器形式与装饰上趋于实用；髹漆
之“四失”，明确了工匠的职业价值标准；

髹漆之“三病”，则对工匠的传道授业解惑
提出了具体要求。据此，潘天波总结出工
匠精神的四大核心指向：“求精、求美”“朴
素、致用”“诚信、敬业”“传道、严谨”。他
同时指出，只有将工匠精神置于工匠文化

的整体系统中去认知与解读，才能有益于
人们对工匠精神的准确把握、科学传承及
其社会性转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写诗作文与工匠造物是
具有同构性的，“道器、匠心、洗练、铸造、雕藻、
金针等工匠范式已然成为唐代诗学批评的工
作方式”。据史料记载，唐代文学家司空图、张
祜、崔融等都曾把一些与工匠制器有关的物象
纳入诗学批评的话语中，实现了工匠文化与文
学理论的深度融合。潘天波认为，唐代士人对
待工匠的心理固然是矛盾的，但这种矛盾的心
理被唐帝国的大国情怀及文化制度所冲淡，包
括工匠文化自身的魅力也迫使文人与其合作。

考工匠物虽万千，理论精神齐如一。该书
虽属学术专著，但可读性较强，普通读者亦能跟
随作者的笔触，从浅显易懂的段落出发，向着更
深处漫溯，最终领略到“考工格物”的宏大视野。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翻阅《齐物：中华

考工要论》，沿着历史脉络溯源追流，眼前闪过
一代又一代能工巧匠，他们凭着非凡的智慧和
灵巧的双手，锻造出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与荣
光。中华工匠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承载者，他们
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重要体现。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传承和发扬好这份沉淀千
年的“匠心独运”，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陈欣曲艺文选》是天津市曲艺家协会副
硏究馆员陈欣的作品选集。这部选集里的作
品，都是陈欣从他二十多年间所创作的大量
曲艺作品中，精挑细选的得意之作。这些作
品，聚焦了陈欣追随时代的脚步，体现了一个
新时期曲艺作者的家国情怀。展现了他辛勤
耕耘而获得的艺术成果。

快板书创始人李润杰大师曾把自己对快
板书文学脚本的创作理念，概括为有人儿，有
事儿，有趣儿，有劲儿。这是大师对曲艺艺术
创作规律十分高明的解读。

其实，众所周知，文学艺术作品都要
在典型环境中去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
有了人物，它就会有故事，有情节，就会有
人物不同性格的碰撞。要把人物之间的
矛盾冲突写得引人入胜，就得有趣儿。这
种有趣儿，不仅仅是指风趣幽默，还有更
深层次的趣味，以及作品的结构编排之巧
妙。所谓的有劲儿，除了文字表达上根据
内容的需要而该有的慷慨激昂，其实它所
体现的主要是作家昂扬向上的创作思想，
要为人民而歌，要为光明而唱，这样的作
品才会有劲儿。欣赏者也才会从中感受
到美的力量。

陈欣作为一位快板书世家出身而本身
又善于表演的作者，可以说是悟透了快板书
前辈们所揭示的艺术真谛，他的文选，就是
对李润杰先生十二字创作艺诀的全新注解
和诠释，也是他的审美理想与艺术追求。

陈欣的曲艺文选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主
题鲜明，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感人的艺术形

象。其作品釆用了快板书、相声、北京琴书、曲
艺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显示了他驾驭戏剧曲艺
等多个剧种曲种的能力与功底。他贴近生活，
善于观察生活，有敏锐的艺术眼光，因而选材
角度有独特之处。他善于开门见山，在人物矛
盾冲突中的重要节点入笔开篇，从而营造出跌
宕起伏的情节气氛，使作品增强其艺术魅力。
作品的语言，风趣幽默，生动明了，具有鲜明的
天津地域特色。其浓郁的生活气息，彰显着真
善美，使人在笑声中得到鼓舞和力量。陈欣的
作品善于从所刻画的人物性格特征入手，调动
各种艺术方法和手段，努力塑造了一批有血有
肉的典型人物形象。

曲艺以文学为基础，以语言为基本表现
手段。陈欣曲艺作品的语言特色可谓词语通
俗，明白晓畅，风趣幽默，富有天津话天津味
的艺术色彩。从思想情趣到表达方式，都具
有民俗民风的内涵。这种从生活中学习和提
炼而来的语言，仿佛从肺腑中自然流出，没有
刻意精雕细琢的痕迹，是真实的生活体验的
反映，也彰显了其驾驭语言的功力。一部作

品若要取得成功，其对作品主题的开掘，人物
形象的塑造，气氛的渲染，情节的推进等等，
均离不开语言要素。只有这种艺术语言表现
手段的完美呈现，才会给观众带来审美快
感。在北京琴书《小院里的笑声》中，陈欣对
唱词的创作处理有如拉家常般地自然而又生
动。如冲突中的二人有心和好，但一方顾忌
对方“怕他牛脾气一犯，不把眼皮撩”，而另一
方也“怕她不理我，给我个后脑勺”。唱词表
面看来语不惊人，只是平平叙述而已。实则
不然，它既凸显了人物性格特征，又让人感觉
情趣盎然。

陈欣是地道的天津人。他熟悉天津人
的性格特征，热爱天津的民俗民风，对天津
话、天津情了然于心，信手拈来，自然而又准
确，形象而又生动，风趣而又幽默，特别是口
语化的表达，观众听得进，听得明，进而就会
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也为作品
的成功起到了加热和催化的作用。在数来
宝《残疾不残疾》里，作品釆用天津话演唱。
这段鼓励残疾人身残志坚、自强自立的对唱
里，唱词明白如话。如，“大道理我都懂，用
不着你来把我哄。我不是两三岁的小屁孩，
说干的，少跟我在这上闲白儿。”又如，“你
办的那些事，说的那些话，值不值两个大嘴
巴。只看见雾霾看不见红日高照的艳阳天，
这样的人生轨迹准跑偏。”这些平常话可谓

用常得奇，富有哲理。他的相声作品，更是
寓庄于谐，语言通俗夸张，引人发笑。相声
《黑色暴利》的语言发扬了传统相声的讽刺
功能，用辛辣的语言，鞭挞了那些利欲熏心
的小人。相声《“哏儿都”真哏儿》的语言，全
篇洋溢着诙谐和幽默。天津独有的方言，如
哏儿、为嘛、熨帖、打嘚嘚等，运用得自然贴
切。特别是对天津传统食品三绝的形象诠
释与内涵延伸，更是富有新意。如，“咱要像
那耳朵眼的炸糕，黏黏地团结在一起”“要像
十八街的麻花，拧成一股劲儿”“要像狗不理
的包子，再蒸（争）上一口气儿”。这种比喻
的生发，顺理成章，饶有趣味。当然，相声的
语言之所以会产生笑声，还离不开作者对语
言节奏即尺度的准确把握、对包袱结构的营
造等一系列技巧的运用，这才使得相声的语
言变成了语言的艺术。

中国的说唱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堪
称一座艺术的宝库。在陈欣的曲艺作品中，
人们也不难发现传统说唱艺术与现代曲艺薪
火相传的深深印迹，体现出传统曲艺文化对
陈欣的滋养与熏陶。正当年的陈欣正处于他
艺术创作的黄金岁月，他努力贴近生活，贴近
人民，贴近时代，乐于在创作中向“有人儿，有
事儿，有趣儿，有劲儿”的标准看齐。的确，在
陈欣创作的字里行间，我们不是也品味到了
他的审美理想与艺术追求吗。

贪吃的大汉使者唐蒙，来到了最
会吃的南越之国。这里食材丰富，简
直就是饕餮之徒的梦想之地。然而，
在美食背后，却涌动着南北对峙、族
群隔阂、权位争斗、国策兴废……种
种波谲云诡，竟比岭南食材的风味更
加复杂。

这个懒散的大汉使者，身陷岭
南的政争漩涡。他唯一能信赖的
伙 伴 ，只 有 食 物 ；唯 一 的 破 局 之
法，只有追求极致美食的心。谁都
没想到，那一缕微妙滋味，竟关乎
大汉与南越国运，乃至于整个中华
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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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杀了薛定谔的猫》

【意】加布里埃拉·格雷森著

万卷出版公司

2024年1月

与其纠结薛定谔的猫是生是
死，不如勇敢掀开你人生的盒子。
本书是一部写给普通人的量子力学
小说。

在这本书中，作家格雷森成功
地完成了将量子力学转化为叙事文
学的挑战。主角爱丽丝是一名处于
生存危机中的迷茫女性，与想象中
的朋友埃尔温·薛定谔的神奇历险，
这激发了她对量子力学抑或生命的
热情，让她原本一成不变的人生发
生振动与改变。

《意外之美》

俞悦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4年1月

这是一本以传统美学激活现实紧
绷疲倦人生的灵性物语。作者从平常
器物发掘正在沉睡的古代中国文明，
从微小的慢生活中寻找意外之美的可
能性，启示人们不为世俗标准而活，认
真体味生命的各种可能性。要选择。
要远行。要飞翔。

书中所选文章篇幅短小，视角独
特，语言流畅，感悟奇绝。作者手绘精
美插图数十幅，更添意趣，那些美好的
让生命变得丰沛安然的事物，就隐藏
在慢和悠闲之中。
《意外之美》通过讲述中国人传统生

活里的审美旨趣，体现了一种东方禅意
生活的艺术魅力。文章中将中国文明与
人生感悟相结合，唤醒我们当代都市人
纵享悠闲人生的能力。

《古代人的衣食住行》

王磊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4年3月

古人怎么过夏天、上厕所、谈恋
爱？一本书满足你对古人日常生活的
全部好奇。

没空调没冰箱，古人怎么过夏天？
古人会使用人工风扇降温。为了提高降
温效果，古人会把风扇放在水池或冰块
后面，这样送出来的风就是凉的。还有
的人会在风扇前摆很多盆鲜花，这样送
出来的风都是香的。

古人上厕所居然是一件危险的
事？在上古时代，厕所很简陋，就是
露天挖一个大坑，人在坑边如厕，如
果不小心掉进坑里，那么不摔死也会
被淹死。你别笑，历史上还真有这样
的事……

七夕节其实并不是中国古代的情人
节？古代的七夕节，主要是女性互相切
磋女红技巧、聚餐玩耍的日子，和男女约
会没什么关系。所以，七夕节更像古代
的妇女节。古代真正的情人节，其实是
元宵节和上巳节。

本书参考了121篇文献资料，并邀
请专业历史学者审校，确保每一个脑
洞大开的问题背后，都有可靠的史料
支撑。同时，作者充分发挥幽默天赋，
把每一个问题都写成一个段子，让你
一边捧腹大笑，一边观察真实的古人
生活细节。

力津报 荐

郑渝川

推荐理由：《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能够预判越狱后的生活会比狱中更好吗？《楚门的世界》中，电视公司的谎言为什么注定会被戳穿？

《新蝙蝠侠》中，蝙蝠侠能借助战衣滑翔，为什么站在高楼顶部仍会犹豫？《让子弹飞》中，应当由谁证明六爷吃了几碗粉？

存在主义、犬儒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本体论、身体图式、译不准原理……用哲学讲不明白的，拿电影一讲就懂。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徐英

瑾从电影切入，以浅显幽默的语言，通过40多部电影的情节阐释了20个哲学命题，帮助我们从理性的角度，理解复杂而多变的人生。

《哲 学 的 二 十 个 夜 晚》，徐 英 瑾 著 ，东 方 出 版 中 心 2024年 1月 出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