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剧《人世间》中成功塑造了一位女性形
象——郑娟，她凭借自己的美丽、善良、勤劳、执
着和坚韧把命运馈赠她的一手“烂牌”打成了

“王炸”。
郑娟是卖冰棍的单身母亲捡来的，这位心

地善良的母亲，还捡回了一个瞎眼睛男孩，便成
了郑娟的弟弟，三人靠母亲卖冰棍艰难度日。
在她少女初长成的青春年华，被男朋友的好朋
友强奸怀上了孩子。她的男朋友涂志强具有侠
义精神但三观不正，结交了一些三教九流的朋
友，最后给别人顶罪被枪毙。

在中国的五十年代，未婚先育会被羞辱和
唾弃，会被世俗的流言蜚语淹死。对于一名正
值芳华的年轻女性来说，这背后需要承受的心
理伤痛和打击是毁灭性的。

郑娟有过极端想法，也想打掉孩子自己偷
偷下乡，但是她的母亲信佛，认为不能伤害生
命。郑娟也不忍心丢下年迈的母亲和瞎眼睛弟
弟，于是就偷偷待在家里待产。

面对破碎不堪的人生，郑娟选择了正确面
对和默默承受。有人说，对强者而言，苦难是金
石铸成的阶梯，前方肯定有巨大的财富。对弱
者而言，苦难是黄土堆成的坟墓，连死都不能安
心躺下。无疑，郑娟属于强者，她接受了常人难
以承受的苦难并想尽办法活下去。

水自流拉着宾子找到忠厚老实情义深厚的
周秉坤去给郑娟送生活费，他们可能是良心发
现，也可能是怕郑娟状告他们。周秉坤在车间
工作时，常得到涂志强的关心和爱护，他答应给
郑娟送钱，也算是替强哥关心他的家人。周秉
坤第一次见到郑娟时，被她的美丽强烈地吸引，
对他们家徒四壁的生存状况产生了极大的同
情，对郑娟面对苦难的淡定和坚韧产生了深深
的佩服。他给郑娟钱，郑娟不要，恬淡地说：“我
不需要他们同情，也不需要你同情，有难处的人
多了，别人都能过去，我郑娟也能过去。”郑娟对
骆士宾他们的恨是入骨的，面对艰难生活的心
理是强大而令人佩服的。

郑娟母亲悄悄收了周秉坤送来的生活费。

随着时间的推移，郑
娟心里也是明白的，
面对残酷的生存，她
默然接收了周秉坤送
的钱。有一天，她母
亲见到骆士宾他们被
抓走了，因此绝望而
死，她老人家靠卖冰
棍 肯 定 养 不 活 娘 四

人。但是周秉坤用自己家的传家宝换来钱还是
每月按时给郑娟送去了生活费。郑娟知道周秉
坤是个好人，是一个重情义的好人，是一个对自
己有情感的好人，是一个有担当的好人，她从心
底深处开始接纳了，开始感动了，开始动心了。
但是，她把自己的这一种感觉，把自己的这颗
心，得落到实处，她要探探周秉坤内心深处的真
正想法，要让这个毛头小伙子说出来，把这件大
事理清楚。

有一次，周秉坤来给郑娟送钱，她认真而巧
妙地问了他藏在心底深处的思念，捅破了隔在
俩人之间的那层窗户纸，但是她难以捅破隔在
俩人之间的那层虚无缥缈但能置人于死地的世
俗观念。周秉坤很喜欢她，但是没有勇气娶
她。他怕街坊四邻的流言蜚语，他怕自己的父
母接受不了而失去健康和生命。他是一个孝
子，一个想让父母满意、给父母争光的好儿子，
可是他偏偏喜欢上了寡妇郑娟。一年三百六十
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他没有办法，只能一天天
挨着，任斗转星移、光阴荏苒。

郑娟知道了周秉坤对自己的深情，她没有
逼迫周秉坤娶她，她答应私底下和他好，心底十
分明晰和成熟的郑娟，对自己对别人对环境都
预先做了清楚的分析，她知道她在干什么。也
许，经历过极度痛苦的人，才能获得精神的彻底
解放，活成大彻大悟的智者。

当周秉坤破除了心里的顾虑和郑娟正式交
往时，郑娟又悄悄告诉他藏在自己心底深处的
秘密：孩子不是涂志强的，是骆士宾的！连她妈
妈都不知道。这句话似惊雷一样破坏了周秉坤
心底深处刚刚升起的甜蜜，他对郑娟的人品有
了一丝怀疑？对那寡妇的身份更加的芥蒂？对
她复杂的身世更加的惧怕？他的心情是复杂
的，他超越不了世俗的认知也超越不了自我的
认知界限。

郑娟完全没有必要给他说这个藏在自己心
底深处的秘密，也许情感越深厚的人，才想彻底
和对方交代自己，渴望他的全盘接受和理解。
郑娟对周秉坤说：“我知道我此时说这些会破坏
了你的心情，但是我又想这些事我瞒谁也不能

瞒着你，如果你知道了还是会想我，那就是咱俩
的缘分；如果不了，那就证明我现在给你说是对
的，如果以后你连帮我们都不愿意了，你还是我
们的恩人，我们会一辈子把你放在心里”。郑娟
做事有礼有节有度，这个秘密也只有在周秉坤
对她热恋的时候说出来是合适的，二个人要不
要继续往前走，能不能相濡以沫一辈子，就看周
秉坤能不能战胜摆在眼前的羁绊。荷马曾说：

“谁经历的苦难多，谁懂得的东西也就多。”此时
的郑娟，活得明晰而勇敢，她不因自己是寡妇身
份而自卑，也没有稀里糊涂处理他和周秉坤之
间的感情，她要的是真感情，她要对自己的一生
负责。至于周秉坤能不能跨越那条银河，她无
法掌控。但是她给周秉坤一个大大的甜头，又
给他一个往上爬的陡坡，她要引导周秉坤一起
朝着她想要的光明生活一起前进。但是她不知
道周秉坤的父母尤其是父亲是一个对子女要求
极其严格的爸爸，他心里对子女的期望和一些
固有观念很难撼动。

周秉坤的妈妈摔倒成了植物人，郑娟知道
这也许是她和周秉坤走在一起的一个机会，她
主动提出去周秉坤家帮忙，不要钱，说周秉坤在
她家困难的时候救过他们，她这样做是应该的，
他问秉坤惧不惧怕流言蜚语，周秉坤说他不
怕。于是郑娟带上瞎眼睛弟弟和自己的儿子周
楠来到周家替周秉坤撑起了这个家，她用自己
的辛苦付出赢得了周秉坤哥们的认可；她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也堵住了街坊四邻的流言蜚语；
她天天给秉坤妈妈按摩，一双灵巧白嫩的纤纤
细手都结茧变形，周秉坤爸爸回家亲眼看见郑
娟把一家子老小照顾得周全祥和，就把心底那
固有观念抛在了九霄云外，还批评周秉坤不赶
紧和郑娟结婚，让这么好的姑娘受委屈。老妇
人奇迹般苏醒过来后，听到儿子的一番诉说，更
是对郑娟感激不尽，把她当成了祖上积德送来
的好媳妇。

郑娟用自己的辛苦付出，让周家父母、兄弟
姐妹、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对她消除了偏见，还
对她默默尊敬了起来。她用自己的智慧和实际
行动给自己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梁晓声在原著里这样写道：“有一类女人似
乎是上帝差遣到民间的天使，要是她们与哪一
户人家发生了亲密关系，那户人家便蓬筚生辉，
大人孩子的心情也会好起来。她们不一定是开
心果，但起码是一炷不容易灭的提神香。”

郑娟进了周家门，依旧默默无闻、任劳任怨
地管着周家的大大小小，此时她的心底是温暖
的、脸上常常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在郑娟一路
的鼓励、支持、引导和爱护下，周秉坤从一个脾

气火暴的毛小伙变成了一个内心充满着自信有
担当的脸上放光的好男人，白天无论多忙多累，
晚上回到温暖的窝，心底就无比幸福。

生活的快乐和幸福总是短暂的，当周家正
在因为郑娟进门而蓬荜生辉的时候，骆士宾找
上门来要自己的亲儿子，此时郑娟已得知年轻
美貌、有文化的孙小宁喜欢上了自己的丈夫，他
的丈夫还当着她的面拉了孙小宁的手。但是面
对水自流，她抓着周秉坤的手，很坚定地说：

“坤，你忘了，楠楠是咱俩未婚先育的儿子”，一
句话解除了周秉坤面对水自流的尴尬，也把周
秉坤一下子拉到了自己的怀里，她不是小女人，
此时她顾不了自己的男人是不是喜欢孙小宁这
件事，面对突发事件，她能够掂量出来孰轻孰
重，也有自己笃定的主意。面对水自流，她淡然
地说：“你们以为，像我这样孤儿出身，从没参加
过工作，没什么文化的人，不该有自己的主意。
你们错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最有的就是自
己。只有有了自己，天就不会塌。”在儿子这件
事情上，郑娟明白丈夫内心深处的尴尬和痛苦，
她坚定地站出来，处处维护着丈夫的尊严。

当楠楠知道自己有了个老总父亲，而且经
过和他交往，发现这个父亲还不错，就把周秉坤
称呼“他”了，郑娟听见后，问儿子：“他是谁？”然
后盯着儿子狠狠地扇了自己两个耳光，深情而
目光坚定地对儿子说:“他永远是你爸，这辈子你
只有这一个爸！”正值叛逆期的儿子被母亲的坚
定和强大震慑住了。

楠楠后来凭借自己的能力，拿到了哈佛大
学的全额奖学金，玥玥也考上了清华。一对恩
爱的夫妻，一位默默奉献而情绪稳定的妻子，用
他们的言传身教教育出人格健全、学业优秀的
儿女。但是谁能够想到，楠楠在美国遭枪杀！
戏演到这里，我都无法接受和相信这是真的，但
是人生的无常往往就是突如其来的，可怜的柔
弱的生命需要去面对、去接受、去默默承受着走
过。郑娟强撑着起来去处理儿子的后事，她可
以委托别人去的，但是她没有委托任何人，这是
自己的亲生儿子，她要自己接回家。松下幸之
助曾说：“在逆境中受过锻炼而走过来的人，可
谓坚忍不拔。”

当抱着楠楠的骨灰回到家时，谁料到自己
的丈夫又因为过失致人死亡而入狱，她要出庭
作证，她宁可签署一个协约，不要一千万也要给
秉坤减刑。当周蓉传话给郑娟，“如果将楠楠的
股权转让给曾珊，秉昆有可能会少判两年”，郑
娟还没有等姐把话说完，就急忙说，别说二年，
能少判一年也行啊。郑娟说：姐，你说的，我都
听明白了，我要秉昆，没有秉昆，我要钱干什么

呀？只要秉昆好好的，能早点出来，比啥都强！
面对一千万的诱惑，她想都没想一下，一心只要
周秉坤早点回家，多么真挚的深情！她没有虚
荣心，更没有投机取巧之心，她一路都踏踏实实
地选择着她能够掌控的生活，穷点她不怕，她怕
心灵没有依靠，周秉坤是她暗无天日里的一盏
明灯，只要他在她身边，她便啥也不怕。

周秉坤在法庭上动情地说：“我对不起骆士
宾，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还要跟很多人说
对不起，让大家失望了，我就是普通人，普通老
百姓，但是普通老百姓都没当好，幸亏我爹我妈
不在了，不然他们看到我这样，心里得多憋屈。
我以前说让你们过上好日子，让孩子们也过上
好日子，对不起，我没做到。我不是故意的，我
从来没想伤害过谁，以后也不会，我大儿子刚
死，我媳妇也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个小儿子，家
里全指望我呢，我希望能重新回归社会。”一个
善良、重情义有担当的好人，遇上骆士宾这样的
无赖，让他失手打了人，他始终没有怪过郑娟什
么，而是想时时处处好好保护她，让她过上幸福
的日子。两个相惜的人，时时刻刻都为对方考
虑。

大儿子死了，秉坤入狱了。谁能够承受这
样的打击呢？！郑娟晚上喝醉了，心里想着死了
算了，但是小儿子聪聪还要上学，要正常吃饭，
命运再次把她打回了原形，日子到了山穷水尽
的地步。

她去买菜的路上，一个儿童纯洁无瑕的笑
脸让她发现了生的美好，自己开始慢慢扛下这
一切，靠卖红薯卖冰棍为周秉坤撑起了这个家，
等秉坤回来，把小儿子聪聪培养成国家人才。
林清玄说：人也要像珍珠贝一样，养成重塑伤口
的本事，转化生命的创伤，使它变成美丽的珍
珠。

电视剧中，郑娟说话的语气始终是恬然和
淡定的，那是一种阅尽世事后的恬然。是一种
历尽风霜后的淡定。

郑娟和周秉坤最后住上了高楼，还有了一
间门面房。郑娟把自己名下太平胡同的房子过
户给了朋友于虹，一般人会把仅有的机会留给
自己的儿子，但是郑娟不是一般人。郑娟以心
灵的柔韧和深厚战胜了人生的苦难，在苦难中
实现了精神的内在超越和道德层面的质的升
华。

有人说,女人如花，千娇百媚；女人如茶，淡
雅清香；女人如山，端庄磅礴；女人如水，柔情妩
媚；女人入湾，可靠停泊；女人如果，赏心悦目；
女人如乳，营养世人。郑娟是梁晓声先生笔下
完美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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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手“烂牌”打成了“王炸”的强大女人
——解读电视剧《人世间》里的郑娟形象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屈小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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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大 学 之“ 初 见 ”
人文外国语学院英213 杨洁萱

冬阳暖着篱笆
就像火炉暖着脚丫
厚厚的瓶底盖儿
交叠出斑斓的年画
时光拨动车铃
情思串成山楂
炊烟升腾起的幸福
不过能挨爸的打
还能进门叫声妈

世间的苦啊
嚼嚼咽了吧
世间的甜啊
笑得像朵花
值得吗
一句诗化成一丛林
值得吗
昏灯下热泪墨难浸
值得吗
一肩挑起病痛离心
值得吗
一生碌碌清风为民
从了良善 随了至亲
不枉条条胡同
通向仁义礼智信

天空是蔚蓝色
双手是变形的
桌上一小酌
不赴一生约
谁不苦涩
谁在执着
风吹过汗襟
你我都懂得
挑着平凡剧本
演着英雄角色
偶尔踉跄跌倒
又有何不可
他们笑了
就值得

愿你迎风霜烈阳
能靠在爱人的肩膀
在下雨的日子里
让正义栖息 让良善停港
拾青春梦碎 拼青春梦圆
不为碎银几两 弃囚禁梦想
两尾麻花辫 一席热土炕
一把老烟锅 万句儿女长
只当白发苍苍 仍为少年模样
不枉世间一趟
烟火日常

初见不亲历，从此梦无垠。

乍闻“初见”，忆词句“人生若只如初见”道相思；再逢“初见”，吟“初见不道亲历，轻狂不饶时光”。

辛丑初秋，是日晨，温和宁静，然别离之绪扰余，余以为苍凉秋深，无金桂，只火枫，“秋擅别离”之词萦绕不断，无故伤乱。

暗箱不容风声水响，镜头不摄草气花香，异乡不容清泪断肠，故乡不更音容模样……予恼于此，故作《途中》：

只雁云端隐，衔草归木青。

堪笑布衣客，孤阳影伴行。

此时，余之大学之“初见”，是别离也。别离难忍忍别离。

舆地铁，寻校址，入大门，型有深意一二“外为入，内为仁”。余之再“初见”：育仁人。遥想“润物细无声”，水利万物，上善若水，仁

之至也。大学育余以仁，余待人以仁，接物以仁，乃至义取三分，是谓“仁义”，余以为，“初见”即仁，别离即缓。

入校门，测体温，有学长行善事，拉行李：二人二箱为一行，行至宿舍，畅所欲言，言及能力与历练，忽觉夏长，蝉鸣迎秋爽，不涉感

伤。“初见”之三：友善为一，成熟为二，期待为三，光明为上。

银杏下宿舍，金秋时相聚。室友有五，无同乡，胜老乡。“初见”之四：一见如故。

辛丑中秋时，异乡烂柯人。

校制月饼予学生，尝之，团圆之味。乍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初见”之五：故乡载神思，大学乘灵魂。

白驹过隙，秋分已至。

梧桐傍晚霞，纳新帐篷起。德智体美劳全者芸芸，自觉不如，遂自荐、申请、面试、加入。余“初见”大学之六：学无止境。

人生海海，生生不息，山山而川。早钟长鸣时，学业完成矣；当知明日恨，不灭此夜灯。

国庆将至，至此，余之“初见”于大学：一为别离之绪；二言友善仁义；三望光明坦途；四觉一见如故；五慨背井离乡；六至学无止

境。

朝阳无缺，朝气不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