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而为之
———访《少林僧兵》编剧王秋雨

生于河南， 长在少林寺
旁， 从小因练武和“少林”

结下甚深缘分的王秋雨作为
《少林僧兵》 的编剧， 似乎
正应了佛家所讲的因缘使
然。

应少林寺的要求， 剧本
以“抗倭” 事件为主线， 因
为那是一段至今没有在影视
作品中表现过的历史。 加上
少林武术、 民族精神和爱国
情结三大精髓， 这部大戏的
整体骨架就基本搭成了。 丰
满血肉是王秋雨要做的事
情， 当时的他正在写《六祖
慧能》 一剧， 对于禅武精神
已有了深刻了解， 这让《少
林僧兵》 的创作变得并不艰
难。

故事像极了一个
“

轮回
”

“抗倭是故事的大背

景， 但其中武僧们的设计还
有另外的意思。 《少林僧
兵》 还讲述了这些少林僧人
在世事中逐渐剥离自我的修
行过程， 就像一个公案。 ”

王秋雨这样一说， 似乎一语
道破天机。

的确， 从开篇来看， 故
事还是从月空、 月文进入少
林寺讲起； 中篇时， 为了抗
倭救国， 他们带着一身武艺
走出山门， 跟随师父经历了
众多人生磨难之后， 月空因
战圆寂， 月文重回少林寺成
为一名真正的僧人； 结尾篇，

曾经调皮的沙弥最终成长为
一代高僧……这个过程像极
了一个轮回， 编剧似乎巧妙
地用月文的经历讲述了一个
“回归” 的过程。 虽然其中必
定艰难， 但正是这种艰难才
推进了人在觉性方面的真正
“成长”。

关于人物的思索
剧中的人物是否确有其

人？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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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师徒来说， “月
文” 一角属于臆造， 而“月
空” 在历史上确有记载， 而
且还详细地记述了他的制敌
绝招———擅用铁棍， 腾空跃
起劈砸， 可连人带刀一并砸

碎， 死后被封为“月空大将
军”， 至今松江边还有他的
塔。

师父“大脚僧” 看起
来则有些眼熟， 感觉性情
和宋代的神僧“济颠” 颇
有几分神似， 处处不拘小
节， 看着疯癫但实际比谁
都明白， “没有原型， 但
人物灵感来源于一个传闻。

据说有位疯和尚无名无姓，

住在少林寺的后山， 武功
高强， 实为一位得道高
人”。 禅宗本不着相， 所以
“大脚僧” 的造型也没按常
规剃头， 而是学习近代高
僧虚云老和尚， 因无暇顾

及， 就随意留发了。

至于剧中涉及的一代名
将戚继光和俞大猷， 王秋雨
做了一些符合剧情的调整。

“我主要写的是少林时期的戚
继光， 他并不完美， 展现出
了一些年轻人常有的性格弱
点， 比如不太成熟等等。 其

实， 历史记载中的戚继光并
非如此。” 王秋雨话题一转，

“据史料记载， 戚继光少年老
成、 智慧超人， 年少时在战
略上的成就已超过俞大猷。”

引导观众
“

向善
”

有关少林题材的电视剧，

“少林功夫” 自然是观众最想
看的， 设计精彩的武打场面
是导演的活儿， 编剧则是负
责把题材的根基挖探， 让人
们在看过热闹之后还能有所
感悟。

“我的所有指向就是
‘善’。” 王秋雨说， 在他的设
计中， 月空和月文经常会面
临触犯和遵守“五戒” 的两
难境地， 比如在偷倭寇的武
器时， “当这些挣扎出现时，

他们就明白了佛学中圆融的
含义， 只要是为了行善， 这
些就不再是问题。” 那若遭遇
了感情呢？ 他们就和普通人
一样， 也会喜欢， 也会不知
所措。 不同的是他们会不断
地被自己特殊的身份所提醒，

继而自我约束， 这其实也是
明心的过程。 这个经历是很
多出家人都有的， 该剧表现
得很真实， 既不矫情又让人
有所感悟， 实在难得。

（

张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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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自己好像脱了层皮
———访《少林僧兵》主演崔林

“看着镜子中的我， 很陌
生。 ” 崔林说起刚当“月文”

时的感觉， 光头、 一身水青色
的僧衣， 他对着镜子中的自己
喃喃自语了许久， 试图找回之
前的自己。 从接到参演的邀请
到剧组开拍， 前后不过三天，

因为和所有的电视剧一样， 为
角色寻找演员总是好事多磨。

“月文” 一角的出演者一直没
有定论， 在许多人选中， 李惠
民导演只看了看崔林就断定：

“他能行
!

” 看剧本、 决定参演、

落发“出家”， 这三件事崔林
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 倾心于
“月文” 的程度由此可见。

僧衣一上身， 崔林就能立
刻入戏， 衣服好像有一种特殊
的魔力， 让他有了“神圣之
感”， 他说： “穿上这身衣服
后我就告诉自己， 绝对不能做
任何一件有损于少林的事情。”

拍摄的时间是在
10

月份， 天
气骤凉， 几乎所有的水戏都在
那时开拍， 崔林不仅要潜入冰

冷的湖水中， 而且还要拍高桥
落水等， 可谓做了一把“苦行
僧” 。 记得有一场戏， 要求
“月文” 被活埋， 剧组先是在
地上挖了一个大坑， 崔林躺在
里面， 为了方便拍摄， 他的身
上被罩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盖，

远看好像水晶棺材。 镜头上的
红灯一亮， 崔林就要立刻憋一
口长气以配合拍摄。 与此同
时， 地下的各种小虫就争先恐
后地来和他“亲热” 了， 蚂
蚁、 蜈蚣、 毛毛虫等应有尽
有。 但当演员就要忍耐住浑身
的奇痒， 不许喘气， 也不许
动， 直到导演喊停……

仅仅是身体上的磨砺还不
够， 因剧情需要， 饰演“月
文” 的崔林常常要在剧中“讲
故事”， 每当他来到少林后山
的达摩洞， 或者站在林立的碑
林中， 讲起六祖慧能的故事，

或者说起大智慧者的法语时，

“我就会忽然感觉自己好像脱
了一层皮， 头脑特别清静， 这

种精神上升华的体验
从未有过”。

笔者还记得， 第
一次注意到崔林其实
是在电视剧《香港姊
妹》 中， 当时他虽并
非男一号， 但饰演的
那个既稳重、 随和又
有责任心的“赵斌”

却意外地赢得了一大
批观众的好感， 也因
此被众多女性观众看
成“新好男人” 之代
表。 如今见了本人，

棒球帽遮住半张脸、

一身花色的衣裳衬托着他的皮
肤……眼前的崔林打扮得活泼
有余， 乍看之下好像是一个不
谙世事的大男孩。 但与他交谈
几句就发现， 他的心要比外表
成熟得多。 他几乎很少笑， 说
话间总像在思考着什么， “我
是一个容易走极端的人， 可以
说既忧郁又兴奋。 但我喜欢这
种性格， 因为走极端的人往往

比较真实而且重感情”。 崔林
在拍戏时也属于“性情中人”，

喜欢和自己较劲儿， 如果哪句
台词的感觉没把握对， 他一整
天都会陷入郁郁寡欢之中，

“好在李惠民导演是做电影出
身的， 他的感觉很细致， 会耐
心地等待演员的状态慢慢回
来。” （

张维
）

在少林寺的日子
———访《少林僧兵》主演李铭顺

由一个外国人扮演中国明
朝大将戚继光， 这本身就是个
话题， “我至今也不知道导演
为什么选我”。 生于马来西亚、

成名在新加坡的李铭顺说着一
口流利的普通话， 提起《少林
僧兵》 就一脸的喜悦， 说到自
己的角色就滔滔不绝： “能饰
演戚继光我很高兴， 他是一个
天生的军人， 看着倭寇欺压自
己的民族， 从小就憋着一股气，

要保卫家园。 于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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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就当
了将军， 性格上说一不二， 在
战场上每一个士兵都必须听他
的。”

其实， 观众对于李铭顺并
不陌生， 随着《神雕侠侣》 等
一系列新加坡剧在中国的热播，

他的名字越来越多地被中国观
众所熟悉， 但如此近距离地接
触他还是第一次， 时尚的礼帽、

随身的灰色毛衣， 温和的笑容，

有问必答的交流……这些细节
无不彰显着他作为一个艺人的
成熟。 “我喜欢中国， 希望在
这里发展甚至安家。” 他说。

少林寺在李铭顺的心中是一
个绝对神秘的地方， 人人都会武
功， 处处都有高手， “在少林寺
的任何一个角落， 人们的讨论事
项都是武术”。 主演们的第一项
任务就是在少林寺习武两周， 每
天上午、 下午各训练两个小时，

中午自愿跟随少林僧人参禅打

坐。 虽然练武的时候是在冬末，

冷飕飕的风让人恨不得把自己里
三层外三层地裹起来， 但李铭顺
却往往在训练前的热身阶段就如
跌落水中， 头冒热气， 浑身被汗
湿透， 上衣和裤子全部贴在身
上。 “开始的第一个星期真的是
累得受不了， 我的武器是长枪，

那真的是很难耍的一种兵器。”

他说。

他的武术老师是几位岁数
不等的沙弥， 一位年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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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专门负责教他练枪， 另外两位
负责帮他拉筋， 小师父的腿一
抬就超过了头顶， 李铭顺任凭
怎么练都不行。 旁边有位年长
的武僧实在看不下去了， 过来
相劝： “小心受伤， 这个年纪
已经不能勉强了！” 虽然吃了不
少苦， 但到了实际拍摄时， 李
铭顺终于苦尽甘来， 达到了导
演要求的标准。 按照剧情需要，

戚继光百分之七八十的戏都要
穿戴盔甲， 二三十斤重的装备
像沉重的铁锅背在身上， 一般
人穿一会儿就吃不消了， 但因
有了习武的功底， 李铭顺当起
将军也就轻松自如了不少。

（

张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