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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末的一个傍晚，得知恩
师张易亨老师仙逝，不胜悲痛。
张老师是 1937 年生人，我市戏
剧、影视剧行业泰斗，也是首位
一级导演。他于1961年由中学语
文教师转行考入原市文工团，从
事戏剧表演，后从事影视剧表导
演工作。他参演的作品有歌剧

《小二黑结婚》《红珊瑚》《白毛
女》《江姐》，话剧 《兵临城下》

《霓虹灯下的哨兵》《革命自有后
来人》《智取威虎山》《煤城怒
吼》《万水千山》 等，塑造过许
多令人难忘的舞台形象。他执导
过的话剧有 《南方怒火》《雷
雨》等，主演过电视剧《范进中
举》，执导过电影《金鸳鸯》、电
视剧 《行路难》《咱们的父母
官》《哑警》《茶圣陆羽》《西楼
会》 等，作品获中国影视剧协

“飞天奖”、安徽省“五个一工程

奖”提名，安徽省灰喜鹊优秀电
视剧奖等。

我1998年调入市文化系统创
作单位从事戏剧曲艺创作工作，
张老师是我的引路人。俗话说

“隔行如隔山”，一个从未接触过
舞台表演艺术的“局外人”，想
写好剧本，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好在有省内外剧作家、曲艺作家
的精品范本，有 VCD、DVD 演
出光盘 （后来又有了电脑与互联
网），特别是有了张老师这样的
艺术前辈指点迷津，才使得我少
走不少弯路，由外行逐渐转向

“圈内”，勉强成为他们中的一
员。

张老师曾鼓励我说，不是
“科班出身”没关系，“我也不是
科班出身！”“只要肯下功夫，没
有学不会的！”我每次去拜访
他，总能从他的点拨中得到启

迪。我逐渐感觉到张老师称得上
是一座知识与智慧的宝库！

张老师酷爱读书，藏书从古
今中外哲学著作到诗词歌赋、从
历史公案到小说戏剧……几乎包
罗万象。他衣着考究，瘦削挺拔
的身姿很容易在人群中被辨出。
我经常能在新华书店或个体书摊
前遇见他选书，他后来学会了网
购，有时也请外地亲友帮忙购
书。《道德经》与《论语》，我们
很多人都读过，但晚年的他居然
写出了有关这两部著作的阅读心
得并结集出版——我想起了演员
陈道明，他的艺术成就是否与他
酷爱读书有关呢？

我们很多人称张易亨先生为
“张导”，而我则习惯于称他“张
老师”——事实上他确实是一位
好老师。许多从淮南走出去或者
留在淮南从事播音主持或导演工

作的人，都是他的高徒，其中有
的已成为耀眼的文艺明星。

除了读书、教学，张老师还
爱好篆刻、书法、丹青，我常常
在他家里、在他的QQ空间里欣
赏到他的作品。他的生活极有规
律，很难相信这位与癌症抗争了
十多年的耄耋老人，退休生活竟
如此丰富多彩。

张老师是悄悄走的，我是在
他火化之后才得到消息。家人根
据他生前遗愿未设灵堂、未通知
任何亲属之外的人。那天傍晚，
我在张老师居住的小区内遇见他
的儿子，交谈中看见房道外早春
的积雪在悄悄融化。这场雪静悄
悄地来过，正静悄悄地离开，大
地会很快恢复原貌。但被滋养过
的土地不会忘记这场雪——它曾
经给渴望养分与希望的庄稼，带
去浪漫与快乐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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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树一帜的法治理论

《淮南子》 的法治思想，与法家的严刑峻
法，秦朝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有着根
本的不同。它认为，法律来源于道家的自然天
道观和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也是“无为而
治”治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法与时变
《淮南子》 中说，“法与时变，礼与俗

化；法度制令，各因其宜”。就是说，法度是
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并没有所谓一
成不变的常法。《氾论训》中说得好：先王的
制度，不适宜就要废掉它。夏、商的衰败，
是不变法而灭亡的；禹、汤、武三代的兴
起，是不互相因循而称王的。因此圣人执
政，法律与时代一起变动，礼节与习俗一起
变化。衣服、器械，各自方便他们的使用；
法令制度，各自按照他们的适宜情况而制
定。因此改变古制，无可非议；而依循旧
俗，也不值得赞美。

《淮南子》 中批判那种因循守旧、不知变
通的行动，就像刻舟求剑一般。《说林训》中
说：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犹客之乘舟，中
流遗其剑，遽契其舟桅，暮薄而求之。其不知
物类亦甚矣。这就是对“刻舟求剑”成语的最
好的解释。时代变了，法令制度也要随着变
化，哪有什么亘古不变、世代通用的法令呢？

2.执法公正
作为国君，执法要公正无私。《主术训》

中说：绳墨对于内外的事物，没有私好与曲
直，所以作为公正的准则。国君使用法律，没
有偏向和爱憎的区别，因此可以作为命令。

国君执法，要赏罚分明，一视同仁。《主
术训》中说：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
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
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鈌绳者诛。尊贵者
不轻其罚， 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

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
私道塞矣。

这段名言，说得明白：在法律面前，“尊
贵者”“卑贱者”、贤者、不肖者，一律平等，
这样法度就能达到“私道塞”“公道通”的目
的。

3.守法表率
《淮南子》 中强调，作为国君，要做守法

的表率，这样天下才能令行禁止。《主术训》
中说：所以国君的立法，首先要以自己作为标
准典范，因此法令才能在天下通行。孔子曰：

“勘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
以禁令在自己身上实行了，那么法令便可以在
人民中实行。

不但国君自己要“以身为检式仪表”，而
且法律对国君也有制约作用， 防止国君行私、
擅断。为此 《淮南子》 中还提出了“以法禁
君”的问题。《主术训》中说：古代设立有司
之官，是用来管理老百姓，不要让他们放任自
流。拥立国君，用来控制有司，使他们不要专
断。法典、礼义，是用来禁止国君的，使他不
要擅自决断。

就是说，普通百姓犯了罪，由司法官吏惩
办；百官枉法，由国君制裁；而惩治国君的，
则是“法籍礼义”。“以法禁君”，说明法律的
权威，是高于国君的。这样就能限制国君的擅
权、独裁，确保法制的推行。《淮南子》的法
制观，在中国古代法制思想史上，闪烁着独特
的思想光辉。

（未完待续）

天下奇才 绝代奇书
——刘安与《淮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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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悄悄地融化
——怀念张易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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