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些

朝圣的人流

中有一位中

年男子，他

是一名小学

教师，对圣

母早就敬仰

之 至 。 可

是，就在他

走到中途的

时候，忽然

遇到一位老

人。这位衣 
衫不整的老太太，不知是因为

饥饿寒冷，还是其它什么原

因，晕倒在路边。看来已有不

少的人注意到了这位可怜的老

太太，因为她身边堆放着许多

的零钱和食物。可是，竟无一

人停下来问个究竟，更无一人

想方设法挽救这位生命垂危的

老人。因为他（她）们太心急

了，急着去见伟大的圣母。只

有这位男子，看到老人的境况

后，果断地停下来。他将老人

搀扶起来，又将自己的皮大衣

披在老人的身上。然后向路人

打听了一下，就背着老人拐向

一条乡间的小道——去附近的

村子里为老人求医问药。 
他背着老人在崎岖不平、

残雪泥泞的小路上急匆匆地走

着，甚至一时忘记了去朝圣的

事儿。 

九二年美国一部电影《闻香识女人》为其 

主演阿尔·帕西诺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这部实际上表现两个男人间父子般情感的电影里 

有两段堪称经典的台词。第一段是这样的：“在人生 

的道路上我面临过很多选择，我永远都知道怎么走是对的。毫无例外的，我知道，但是我却从来都没有走那正确的

路。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走正路太难了！” 

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印度，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舍利弗也说过类似的话——“堕落容易超升难”。 

在普遍的人性中，善与恶共存。一个人要行善，则必须约束自己的恶念，要吃苦、付出，还要持之以恒的坚

持；而只要稍微放纵自己的欲望就会堕落。放纵当然比约束更容易，所谓“学好三年、学坏三天”。 

神州电影制片厂最近出品了一部影片《善与恶》，其中有许多情节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它所

带给人的向上向善的感染力，在近年来的影片中可说是非常罕见的。 

这部不到两个小时的电影刻画了两条主线，一条是法轮功弟子所经历的残酷迫害，以及如何

在其中理智而智慧地讲真相；另一条则刻画了警察柱子如何在目睹迫害的残酷与法轮功弟子的善

良后最终被感动。这两条主线中始终贯穿着“善与恶”之间的艰难选择。(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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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冬日的清晨，有一大帮人急着去朝圣，他（她）们听

说圣母要光临一个重要场所。在赶往那个重要场所的路上，人

们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的，惟恐被落到后边。一是想尽快见到

伟大的圣母，二是为了表明自己那颗虔诚的心。 
 就在他

背着老人远

离人群，走

到一个僻静

无人的村口

时，他背上

的老人忽然

说 话 了 ：

“好孩子，

快停下来，

把我放下，

我身上好暖

和啊！”  
他小心翼翼的把老人从背

上放下来，回头一看，立刻惊

呆了——刚才还衣衫不整脏兮

兮、甚至是病恹恹的老太太，

此时此刻已变得雍容华贵、慈

祥安然。他一时惊的说不出话

来，可心里似乎明白了眼前所

发生的一切……。最后，圣母

告诉他，真正的朝圣者不能光

有表面的语言和行动，而要像

你这样将慈善仁爱之心落实到

灵魂的深处。  
故事的结局，谁都能想

到，除了这位随时随地救死扶

伤的中年教师外，那些急着赶

路一心一意去朝圣的人们谁也

没能见到真正 
的圣母。◇  

清代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

写了一位神奇道人谈论命理的事，现摘其主要

内容，意译如下： 
献县有个县令，名字叫明晟，是应山县

人。他接到一桩冤案，想为平民申冤，把错判

纠正过来。但他又怕上司不允许。左思右想，

迟疑未决。他的下属有个人名字叫门斗，门斗

认识一个有特异功能的友人。明晟就派门斗请

那位友人预测指教，告知怎么办才好。 
那位友人很认真庄重的回答：“明晟县

令，身为一县百姓的父母官，只应考虑百姓的

冤不冤，不应该考虑上司的准不准。他难道忘

记了李卫先生讲过的故事吗？” 
门斗回来，向县令明晟如实汇报了友人所

讲的话。明晟一听，大为吃惊，这让他想起了

李卫很早以前，向他讲的一段往事。但这位友

人怎么知道这件事呢？实在让人感到神奇。 
原来李卫制府大人还没做官时，一次上船

渡江，遇见一位道人。当时，有一渡客为了少

给一点摆渡钱，跟船公吵起来。道士叹息说： 
“一个人马上就要淹死了，现在

还为少付几个钱跟人家争吵，真

不值得！” (转下页) 



 

（接《善与恶之间的选择》）

应该说警察柱子在一开始并非

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他为了自

己的仕途选择了抛弃青梅竹马

的女友百合，对百合的父母因

修炼法轮功被劳教也无动于

衷，还将自己的好朋友刘峰送

进洗脑班。他选择了警察局长

的外甥女作为自己的女朋友。 

后来在一次处理法轮功学员的行动中，柱子意外发现了自己的小学老师

徐诗曼。童年时代的柱子就曾梦想当警察，并说要保护徐老师和所有的好

人。徐老师的出现唤起了柱子心中从未泯灭的一点良知。之后，随着剧情的

演进，残酷的迫害越来越折磨着柱子的良心，直到徐老师和刘峰的父亲被迫

害致死，柱子终于完成了他最后脱胎换骨的转变。 

这部影片的编导以独特的匠心，将八年来迫害的残酷与反迫害的和平展

现在世人面前。从“自焚”伪案、酷刑、媒体妖魔化乃至活摘器官，到法轮

功上访、请愿、散发真相资料以及电视插播，在这部电影中都有涉猎。从某

种意义上说，这部电影虽然不是记录片，却是八年历史的一个真实缩影。然

而在另一方面，涉猎如此多的东西却并未使影片看起来生硬零碎，整个故事

叙述得非常流畅。在音乐、音效的配置和镜头的运用细节上，都可说匠心独

运。 

这部影片的另一个看点就是无论主角还是配角，每个演员都用娴熟的演

技将镇压法轮功过程中的人生百态真实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大法弟子的正

气、理性和智慧表现的非常到位，市委书记和警察局长的狡诈、阴狠也惟妙

惟肖，其他世人或麻木、或同情、或逃避的表现也都通过简单的对白和表情

进行了细腻的刻画。可以说，现实生活中的人们都可以在这部电影中找到自

己的影子。 

《善与恶》所表达的除了选择之外，还有报应。那些行恶者不仅自身受

到报应，还连累了他们的家人。 

影片中有两个人物颇具代表性。一个是外科马医生，在他看来有钱、有

名、有个漂亮的太太，其它什么都无所谓，直到他因此而协同迫害，堕落到

了无可挽救的地步；柱子则是另一个典型，他虽然最初选择了局长漂亮的外

甥女，并被局长胁迫去对付自己的好朋友，但是心里一直有一丝不安，正是

这点良知成为他最终走上正路的基础。 

我不知道编剧和导演是否有意设计了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事实上，正因

为迫害法轮功的残酷性超过了人类的心理承受能力 

和道德底线，这个选择就变得两极化了，最后形

成了一条黑白分明的界限，善的越善，恶的越

恶。最后的结局也就只能在光明的前程或无尽的

恶报中选择。这不禁带给人许多的哲学思考。 

我们不能不承认，每个人的良知是与生俱来

的，只不过就是在面对这场迫害的时候，愿不愿

意听从良知的召唤罢了。柱子走的那条路几乎是

只要有一丝良知尚存的人就必然走的路。 

《闻香识女人》另一段经典的对白是中校为查

理的辩护词，他说“现在你们面前的查理，他也

来到了他的十字路口上。他选择了他的路，一条

正确的路，一条高尚的原则所构筑的路将他引向

光辉的人格。让他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吧！” 

“善与恶”的选择看似艰难，但是看罢这部片

子，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那条艰难却正确的路，

并一直走入那无尽的美好与希望。我相信，这也

是编导和演员们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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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七月二
十一日在台北县中和四
号公园，法轮功学员举
行烛光悼念会，悼念八
年来在中国大陆被迫害
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们。

（接《神奇道我论命理》）李卫听

了，当时不明白道士讲这话的意

思。过了一会儿，忽然刮起江风，

那个渡客，脚下被船板绊倒，一下

子就掉入江中，淹死了。李卫这才

觉的：道士实在神奇。此时，江风

狂吹，船都快翻了。道士脚踏罡

步，不断念诵咒语，狂风很快停

息，船上的人都得救了。李卫向道

士再三拜谢救命之恩。道士说：

“刚才淹死的那个人，是他命中注

定了的，我不能救。你是贵人，今

天遇难而得救，也是命中注定了

的，我不可不救。所以你不必感谢

我。” 
李卫听了，大受教益，又拜谢

说：“听了您的教诲，我终身受

益。我今后要终身安份守命了。”

道士讲：“你这话不完全正确。

一个人对自己的荣辱、升沉、富贫，

等等，是应该安守本份，即安命，也

就是顺其自然。不安命，则尔虞我

诈，互相倾轧，什么坏事都干的出

来。这就会造业。比如李林甫、秦

桧，他们若能守命，顺其自然，也会

当宰相的，因为他们命中有。但他们

当年为了向上爬，使尽心计，排除异

己，陷害忠良，也没能当上比宰相更

大的官；只是给自己增加罪恶而已。

至于国计民生之利害，则不可言命；

面对百姓疾苦、民困民冤之事，不可

听之任之，顺其自然。一切负责人，

都应该负起责任。诸葛孔明有言：臣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

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就是这

个道理。天地养育人才，国家设置各

级官员，目的是为了兴国济民。身为

官吏，手握事权，束手而委命，天下

何必生此才，国家何必设此官？以上

是圣贤立命学说的完整之真谛，希望

你能全面的领会。” 

道士讲完话，就下船，很快便

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