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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老板吃剩菜”为哪般
赵 畅

 
 
 
 今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
在
宁
夏

吴
忠
市
利
通
区
金
老
四
家
常
菜

餐
厅
，市
民
李
先
生
刚
参
加
完
外

甥
女
百
日
宴
准
备
离
开
时
，吃
惊

地
看
到
餐
厅
老
板
金
建
云
正
在

吃
宴
席
上
剩
余
的
炒
菜
。
“看
到

这
些
炒
菜
没
怎
么
动
筷
，我
就
坐
下
来
品
尝
一
下
，

一
是
不
想
浪
费
，二
是
通
过
品
菜
，找
找
厨
师
做
菜

是
否
存
在
问
题
。
”金
老
板
说
。

金
老
四
家
常
菜
餐
厅
老
板

“吃
宴
席
上
剩
余
的
炒
菜
”
的
举

动
，既
是
给
消
费
者
们
上
了
一
堂

极
其
生
动
的
节
俭
消
费
、养
成
节

约
习
惯
的
课
，而
且
也
给
餐
饮
行

业
的
同
行
们
善
意
地
提
了
个
醒
。

是
啊
，他
分
明
是
在
用
自
己
的
行

动
告
诉
同
行
：
消
费
者
在
饭
店

请
客
吃
饭
，
有
时
造
成
剩
菜
，固

然
有
着
“
死
撑
面
子
”
观
念
的
作

祟
，但
有
时
也
跟
饭
店
烹
调
技
术

不
到
位
有
脱
不
了
的
干
系
。
你

想
，
有
些
菜
品
被
端
上
餐
桌
以

后
，
直
到
消
费
者
散
去
，
大
家
都

懒
得
动
筷
抑
或
没
怎
么
动
筷
，这

能
单
方
面
去
责
怪
他
们
吗
？

对
于
饭
店
，最
好
的
解
决
问

题
的
方
法
，就
是
要
通
过
品
菜
反

思
—
——
找
找
厨
师
做
菜
是
否
存

在
问
题
。
因
为
只
有
去
寻
找
问
题
、找
准
问
题
，并

采
取
切
实
的
措
施
来
不
断
改
进
它
、完
善
它
、提
高

它
，才
有
可
能
在
“脱
胎
换
骨
”中
实
现
菜
品
消
费

的
“焕
然
一
新
”
。
饭
店
弘
扬
工
匠
精
神
，将
包
括
普

通
菜
品
在
内
的
每
一
份
菜
品
都
做
精
致
、
做
精
美

了
—
——
一
旦
堵
上
了
“菜
不
够
，‘水
’来
凑
”的
漏
洞
，

那
么
，加
上
顾
客
秉
持
“够
吃
”而
不
浪
费
的
消
费
习

惯
，浪
费
之
风
也
才
有
可
能
得
到
有
效
遏
制
。

参
用
西
法

耳
目
一
新

宣
家
鑫

    孔子有“仁者乐山”，先秦时期的音乐有“高山流
水”，魏晋南北朝更是出现了山水诗，我们可以说中国
人历来有山水情结。形成于 19世纪中叶的海上画派，
对近现代中国画具有深刻的影响。海派绘画出于“顾客
至上”的诸多市场化原因，大都以花鸟、人物画为主。因
为花鸟、人物画内容较容易取得吉祥、富贵含义，而绘
制过程相对山水画也较为快捷。因此，前期海派画家
中，山水画家相对稀少，影响也相对较弱。正因如此，在
海派画家中，比较纯粹的山水画家吴石
仙往往被摒弃于海派核心画家之外。

吴石仙（1845—1916），名庆云，字
石仙，后以字行，晚号泼墨道人，是江苏
金陵（今南京）人。吴石仙寓居上海，早年
参加了沪上著名画会“萍花书画社”，与
吴大澂、胡公寿、钱慧安、倪墨耕、吴秋
农、金心兰等结识，成为“萍花九友”之
一，他们往来应和，艺术影响遍及海内外。
此幅吴石仙山水作品《湖山雨意》，

款识：拟米襄阳笔法。甲辰夏日，小布施
先生雅鉴，白下吴石仙。钤印：吴庆云印、
石仙。米点是北宋米芾的“米家云山”之
法，米芾善于运用大小错落的浓墨、焦墨
点子，来反映江南云雾迷漫的景色，这种层层点簇用来
表现江南丘陵、平缓山势的横点，被书画界称为“米
点”。此幅山水吴石仙大量运用非线形的块面，他把“米
点”与西洋画的渲染法进行融合，“用水渍纸，不令其
干，以施笔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画面以深远法描绘
了重峦叠嶂空明幽居之境，其近景、中景、远景层次分
明，山体逶迤，山中小径在名山秀水中或隐或现，盘旋
而上，不知所终。高人逸士于凉亭临流远眺，近处浓远
处淡，墨色层次非常丰富，使每一棵树都给人以鲜明的
立体感，一改传统国画中树的平面处理。他的很多作品
说是模仿，其实是参用西法，借用米芾的用笔、用墨形
式而自出机杼，幻化出自己的神髓。因此，吴石仙创造

的新的艺术样式，在当时
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在吴石仙大量水墨山
水画中，形象的立体感、画
面的空间感和笔墨的把
握，他都能找到恰当的平
衡点，有条不紊且挥洒自

如。他在
艺术上的
最大贡献
不是笔墨
而是其画

面多取材于自然生活，把
西画中的光引进画面，创
造了新颖的画面形式和较
强的现代感。其水墨山水画
在一百多年后的现代人看
来都给人以无尽的启迪！

“一只爹一只娘”
冯 强

    小时候，我家三兄弟睡一张床，早
晨起晚了，怕上学迟到，心急慌忙地把
阿哥的一只袜子和自己的一只配对
穿，母亲发现后，责怪我怎么“一只爹
一只娘”？这句话我记牢了。一晃几十
年，现在马路上“一只爹一只娘”竟越
来越多。

几星期前，妻子在淮海路看到一
个小青年左脚穿蓝色球鞋，右脚却穿
红色球鞋，觉得有点怪。我对她说，你
上网看一下，或许就见多不怪了。果
然，在某个著名购物网站，不仅有嘻
哈潮流的不对称鞋，也有男士的左右
不一样颜色的篮球鞋，更有被称为鸳
鸯鞋的女生韩版鞋，简直是琳琅满目。

这种不对称的“一只爹一只娘”，
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在香港出现了，那

里故意“穿错
鞋”的不仅有追

求时尚的小白领，连官员中都有喜好之
人。有位“一只爹一只娘”的爱好者说，刚
开始时，马路上常有好心人提醒她穿错
了，有时一天会碰到四五次这样的提
醒。她当然冥顽不化，认为买 2?鞋，有
4种穿法，绝对是低成本夺人眼球。依此
类推，如果有3 ?同
款的鞋，搭配出 9种
组合，成本岂不更低？

除鞋子外，同款
不同色的袜子组合
就更多了。我以前注意过那些穿着时尚
的年轻人，好多次看到这样的错乱穿
法。想想也对，这种引人注目成本很低，
故意穿错就行。后来仔细检查一下自己，
发现也有不对称的穿法，五六年前买过
一件棕色的茄克衫，它的左右袖子颜色
就是不对称的。服装设计师把不对称的
设计理念，应用到上衣中来，他们的思

路正在被更多的人买单。或许像我一
样，当时并未注意这是不对称的，只是
觉得比较别致而已。

这一“错误”说明，当对称被定义为
美，不对称之美也已在孕育中了，只是它
的出现还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这个时

机已经到来。
在我置身的广告

行业中，真正有水平
的设计师，往往都是
能跳开传统，拿得出

个性化设计思路的人。所谓个性化，从某
种角度看，就是不对称设计，就是具有这
种“一只爹一只娘”设计能力的人。他们
对事物之美的独特看法，显示了他们的
率性、反对人云亦云。非对称设计，可使
设计对象的趣味性得到大幅提升，它带
来的美感，通过不对称的部分，在视觉上
产生“残缺”，导致突兀的效果。比如，当

红明星迪丽热
巴，她有一套
浅蓝色的连衣裙，使用的就是不对称设
计，以此彰显她的青春，凸现她的性感。
更可嘉的是，这件很有设计感的服饰，还
形成了一种优雅、精致的特殊风格。当
“一只爹一只娘”与优雅和精致在一起
时，谁还会怀疑它有不确定性？实际上，
许多明星和主持人，她们的服饰往往都
有不对称的现象，有的甚至十分夸张，这
并非她们的专利，这种不对称现象早已
走入民间。

这就应了一句话：“天涯何处无芳
草”，与其说“一只爹一只娘”抢占了我们
的视觉，还不如说它的随处可见，是开放
的心态、开放的观念使然。今天我们发
现不对称设计、不对称穿着无处不在，
明天我们完全可能会对其他曾不忍卒
读的事情司空见惯。

我
爱
画
漫
画

黄
沂
海

    小时候漫画书难得一
见，家里有一本“批林批
孔”漫画集，我时常翻出
来，依葫芦画瓢，临摹了一
遍又一遍，兴味盎然。
直到粉碎“四人帮”，

漫画作为宣传批判的武
器，重放光彩。

记得那时我吃过晚
饭，就跑到圆明园
路文汇报社门口，
看批判“四人帮”漫
画展，张乐平、丁
聪、特伟、蔡振华、
洪荒、詹同等数十
位名家的漫画，挤
挤插插贴在那里，
趁着黄昏夜色，拿
出拍纸簿，每天临
写一幅，日积月累，
收获甚丰。这些作品很快
出了漫画集，邻居有位小
学老师，送了我一本，我就
不必天天到报社门口，隔
窗“拷贝”了。
时势日趋宽松，见到

的漫画已不全是深揭猛批
的题材，《三毛流浪记》《王
先生》《大闹天宫》等经典
漫画重见天日，恰似久旱
逢甘霖，我每天一做完功
课，就捧之读之，描之摹

之，如饥似渴，乐此不疲。
光是临摹还不过瘾，

我根据电视节目里的内
容，尝试改编创作了一些
连环漫画。譬如看了沪剧
折子戏《阿必大回娘家》、
滑稽折子戏《拔牙》等，我
就以漫画的手法，将逗人
发笑的戏剧情节描绘出

来，数十幅画面装
订成册，像小人书
那样，竟然让同学
看得津津有味。

8 岁那年，我
的两幅儿童画《决
不浪费一粒米》和
《工人阶级力量
大》，同时入选上海
市少年儿童美术作
品展，挂进了黄陂

路上海美术馆。说是儿童
画，其实更像是漫画，线条
比较夸张，主题亦具有宣
教功能，前一幅用的是水
粉，后一幅用的是油画棒。
画《工人阶级力量大》时，
还有一则插曲。由于初次
采用油画棒作画，一不小
心，涂色时手腕一抖，竟将
其中一个男人的后脑勺误
画成了“鸭屁股”，当时哪
有此等时髦的发型啊，只

好顺势把“鸭屁股”改为大
辫子，男工人摇身变成女
工人，工人阶级的“力量”，
恐怕因此要差一截。
印象中，我在报纸上

发表的第一幅漫画，当数
上世纪 80 年代初，刊登
在广州《足球》报上的《小
鲤鱼跳球门》，画工一般
般，口彩却不错，表达了
对中国足球早日冲出亚
洲的希冀。
其实，这之前，出于对

足球运动的痴迷，我还试
笔过好几幅足球题材的
漫画。最让我激动的是
1981 年世界杯亚洲区预
选赛，中国与科威特足球
队对垒激战，我预感这场
球有戏，事先用对开白纸
画了一张球星容志行头
顶脚踢的巨幅漫像。当夜，
比赛鸣金收兵，中国队果
然超水平发挥，直落三球
擒下对手，容志行也不负

众望首开纪录，举国欢腾。
我赶紧在漫画边上挥书
“中国队大胜科威特”字
句，一溜烟跑出家门，打算
贴到四川路的街面墙上。
谁料恰巧遇上一支庆祝游
行队伍，他们正愁手中缺
少宣传标语，顺手问我要过
漫画，由队伍的领头人高高
举着，浩浩荡荡向前进发。
那时我还是小学生，只是
跟着队伍步行到了四川路
桥堍，没敢走远。第二天听
邻居说，巨幅漫像随游行队
伍来到了外滩，然
后就不知所终了。

漫画的意义，
除了种花，更要栽
刺。上世纪末期，我
发表了一些触及时弊的漫
画作品，如揭示法律与金
钱关系的《并非填色游
戏》，抨击商家玩弄价格
戏法的《小学生的难题》，
戏画乱改成语泛滥成灾的
《这种创意咱也会》，反映
住宅装修质量参差不齐的
《“明”流品位》等，被多家媒
体转载。

单幅漫画还没画出
趟，我又不知天高地厚，开
始了连环漫画的创作。这
一捣腾不要紧，一个梳分
头、戴眼镜的“开心阿银”

形象，横空出世了。《开心
阿银》，顾名思义，说的是
发生在银行员工身边的好
玩事儿。起初，在银行内部
的企业报上小试锋芒，连
载了 30多期；后来，又以
《阿银新传》为名，在人民
日报社旗下的《国际金融
报》连载了 50多期，故事
的重心，也转移到老百姓
投资理财的话题。

尽管那段时期我的漫
画灵感如泉涌，但凭良心
讲，与名家漫画相比，我的

差距也是显而易见
的。明眼人一看就
晓得，我的画面里，
多见文字，图解的
痕迹偏重，“漫”味

亦嫌不足。
其实，一幅好的漫画，

全靠笔墨线条，不著一字，
尽得谐趣。就这个境界来
说，我的自说自漫还得好
好修炼哩。

漫画人生路，总会错
几步。小辰光的理想，是
当一名漫画家，谁晓得心
猿意马，阴错阳差，如今
却混成了银行“老白领”。
人生就像我 8 岁时画的
《工人阶级力量大》，将错
就错，抑或将计就计，反正
将就了。

西岸的风
陆林森

    西岸临江，有树，有草，还有风。因着
江水的滋润，树绿、草青，连迎面而来的
风，也是柔柔的湿润，好像孩儿的手，轻
轻婆娑，让人感觉分外的清爽和舒适。放
眼望去，滨江大道，弯弯的，如一张满弓，
一头连着瞭望塔，一头连着卢浦大桥，向
着滨江两端铺展而去。

我去西岸散步，看树，看草，看一江
碧波，倒映在江面的蓝天白云，像极了一
幅水墨画，船行其上，恍如行走在蓝天、
白云之间，这是我最喜欢看的一道风景。
有一天，一只江鸥，从天
而落，落在江堤栏杆上，
闭着眼，像个绅士，养起
了精神。一个蹒跚学步
的孩子，快活极了，一边
叫着，一边晃动着两条小胳臂，向“大鸟”
跑去，惊得江鸥“呼”地腾空飞起，冲向蓝
天，一会又滑翔而下，追逐船尾，捕捉起
了小鱼小虾。我很少看到这样的景象，赶
紧掏出手机，将这一幕拍了下来。

去西岸，看树，看草，看江面上的蓝
天白云，有时我也会在健身步道
慢跑。每当这时，我会让思绪跟着
江水远去。
十多年前，我从北外滩迁居

西岸，也常去滨江观景。那时，西
岸没有现在这样漂亮，只有浅滩、芦苇、
浊浪，也没有浅翔江面的江鸥。西岸，是
黄浦江的第二湾，历史在这里留下了很
多工业遗存，塔吊、水泥罐、煤炭码头，还
有，一长列绿皮车，躺在两条已显锈迹的
铁轨上，静静地，好像在思索什么，又好
像在向路人叙述一个远去的故事。十多
年过去，“第二湾”脱去了旧工业时代的
紧身衣，变得宽敞了，靓丽了，成了市民
休闲的一个好去处。
去西岸，少不了要去南园。几个月

前，我去南园，那里的两棵梨树，开满了
白色的梨花，小小巧巧的，惹人喜欢。要
不了多久，一树的梨花白，就会变成梨子
了。在南园，我搜寻草丛中的青蛙，搜寻
灌木丛中的刺猬、黄鼬、赤腹松鼠，总会
有些发现。这些年来，西岸的生态环境越
来越好，小动物来南园安家落户了，它们
躲在灌木丛和茂密的绿草丛中，间或窜
出一只、两只，转眼又跑得无影无踪了。
在南园走得累了，拣河边一块大石坐下，
想起李贺的“花枝草蔓眼中开，小白长红

越女腮。可怜日暮嫣香
落，嫁与春风不用媒”，
我竟不知深浅，信口凑
了几句：“坐看池塘云水
间，一朵禅心说圣贤。但

得一片绿色在，便是人间四月天。”
南园是闽南同乡泉漳会馆的旧址，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地下活动场所，他
们在这里交换信息，递送情报，构想未
来，留下了历史的红色印迹。上世纪五十
年代，闽南同乡泉漳会馆旧址扩展，将这

里建设成了公园，沿用旧名南园。
今年疫情期间，我去南园的次数
少了，总觉得生活中缺少了点什
么。前些天，戴上口罩，我又去了
西岸，南园的小亭、长廊、水榭，还

有，黑松、水杉、合欢，都是我熟悉的，但
我发现，那里的树长高了，草也长得更
青、更丰茂了。那两棵梨树呢，也挂满了
梨子，像一个个倒挂的金钟，将树干也压
得弯弯的了。

我突然心生感动：南园，是有生命的
吧，从昨天走到今天，又将从今天走向明
天，它不会是静止的，而是会行走的，就
像西岸的风，沿江而走，拂绿了树，拂绿
了草，带着花香，带着泥土的芬芳，扑进
路人的情怀。

珠海渔女
高元兴

    旷古人寰，有谁见过这样一尊雕像？
一个渔女的雕像，那么朴实；一个少女的
雕像，那么俊美。立于海天之间，捧一颗珍
珠之心；翔于时空之上，举一个爱的灵魂。
那么，是谁用智慧的金线，编织你青

春的神采飞扬？是谁用温暖的光影，雕刻
你生命的风韵流芳？
也许你的人生曾被海水腌咸，你的

爱情才因此深沉而厚重？
也许你的岁月曾被波浪淬
炼，你的热血才在大海燃
烧热烈。

渔家姑娘在海边，充
满幸福与爱的怀想，一个多么美好的故
事与旋律；珠海渔女立海中，传递光明与
美的祈愿，一个多么真挚的形象与感动。
歌颂过很多伟大与虔诚，歌颂过很

多宏伟与浪漫，歌颂过老人与海及美人
鱼的歌声，歌颂过自由与暴风雨中海燕
的矫健，今天，珠海渔女，我要为你歌吟。

歌吟你的美丽与祝福，歌吟你的真
情与勇敢，歌吟渔家的辛劳与奉献，歌吟
人性的坚贞与期盼。歌吟即使生活有再
多苦难，也会像波浪一样被逐散的那份
坚定，不屈与刚强。
呵，纯朴的渔家女，坚毅的渔家女。
有人说少女就是太阳，是的，今晨，

你就是太阳，披挂万丈霞光，你有着太阳
神的风范。有人说少女就
是月亮，是的，今晚，你就
是月亮，挥洒群星璀璨，你
有着月亮神的圣洁。

我赞美你的虔诚、善
良与希冀，我赞美这人世间真实的人性、
力量和美的一切。
美中之美神，爱中之爱神。与大海共

呼吸，与大地共悲欢。
哦，珠海渔女，你是珠海的明珠，你

是大海的女儿，你是人类的情感、生命与
光明之永恒的向往……

 ?山雨意 吴石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