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
影
之
下
，

人
性
至
上

郭
芙
萱

    过尽千帆观影无数，萦留在脑海心头的不只是经
典人物形象和跌宕的故事情节，最窝心抓人、永志不
忘的还是电影中的人性之美，这是所有片子里唯一不
变的主题，也当为照耀现实生活的高光时刻，更是每
个鲜活生命的至高追求。
一向是央视六套电影频道的铁粉，在这个平台看

了不少好电影。前些天不经意间观赏了一部《动物世
界》，意外惊喜。这是根据日本长漫画《赌博默示录》
改编的国产故事片，韩延导演，李易峰、迈克尔·道
格拉斯和周冬雨、曹炳琨等出演。讲述一个年轻人郑
开司因偿还借款，被迫参加邮轮上的神秘游戏并生存
下来的故事。紧凑紧张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男

主角被逼无奈的低点人生境遇，植物人
妈妈医院卧床，无法结婚的恋人，自己
一塌糊涂的事业，再加上无良发小的设
计和背叛，这一切把他推到“命运号”
邮轮上，去面对狠戾无情的游戏角逐，
挑战人性的底线。为了生存下来顺利下
船，他只能遵守游戏规则———“没有规
则”，用石头剪刀布和数学思维来推演
思考，力争赢得对手更多的星牌。用游
戏操控者小道格拉斯的话来说：“在这
里，没有国别，没有道德，没有任何社
会属性束缚你们，你只需要带着动物的
本能，去做你想做的事。” 这段话点题
了动物世界的片名，船上的亡命徒们尔
虞我诈、欺骗卖惨，都想绝境中求生，
到处是意想不到的冷酷背叛、自私排
他，令人齿冷心寒却又无法后退。在这

样严苛残忍充满黑暗的环境之下，男主角为了坚守他
自己的道德底线和善良本性，运用出色的数学能力和超
强智慧，见招拆招过关斩将，先后战胜了红衣服、小
胖、发小和刀疤脸等对手和伙伴的重重对决，美满又留
悬念的结局，给粉丝们再拍续集的希望以无尽想象。
据说影片上映后评论毁誉参半，可能观影时需要

紧跟故事情节，保持高能思考并有数学概率等相关知
识做背景，感觉十分烧脑的因素吧。电影中的科技亮
点还在于特效的运用，男主挂在嘴边“我脑子有病”
的口头禅，会相应地出现大脑短路的神奇景象，以及
命运号邮轮上游戏失败者的小白鼠遭遇呈现，如同
AI效果非常玄妙震撼。这也是拥趸们最喜欢此片的重
要原因！而我还是深深被男主所坚持的本真善良、纯
洁同理的道德底线，坚决不同流合污的铮铮傲骨而感
动。当他的发小无耻地二次背叛，手捧大包钞票叫嚣
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就是人性！男主的宣言则
是：该打的仗我都打了，该走的路都走到尽头了，老

子信的道老子自己守！内
心的强大和坚忍支撑他摆
脱了一个个困境，最终完
成了自我救赎。人性的光
辉永远会照亮每个至暗角
落，这才是影片的主旨所
在。

口罩， 还戴不戴

    据说末伏的太阳是阳气最足的，可
以逼走积存的寒气，打通平时不通的气
血，甚至可以驱逐抑郁，所以末伏第一
天下午，我决定去家附近的公园走走。
再不抓住“三伏”的尾巴，一年补阳气
的大好时光就溜走了。说实话，疫情以
来已经放弃了各种散步的机会，伏天
“孵”在家里更是理直气壮，入夏以来
还是第一次狠下决心。出门前，我习惯
性地戴上了口罩。已
经戴习惯了，五官似
乎多了一“官”，嘴
上没个“把门”的就
觉得少了什么。有次
上班偶尔忘了一次，竟然还来了一次加
速折返跑。

我心情愉悦地走进公园，但见树木
葱郁，湖水平静，和之前一进门就是各
种乐声歌声人声混杂的喧闹迥异，感觉
真正好。除了几个像我这样专程前来散
步的，还有就是公园工作人员了。人实
在少，又在空旷的公园，走了不久我就
摘下了口罩。一圈兜下来，被一种声音
（应该是某种运动） 吸引，停了脚步。
走近一看，是一个叫做“石锁协会”的
活动点。进得里面，煞是闹猛。目测二
十几平方米内，十几条热汗淋漓的汉
子，年多花甲，集体赤膊，肌肉饱满，
一边拎石锁，一边从中美关系讲到节约
粮食，有人嗓门很大地回忆小时候吃不
饱。我习惯性地注意到，没有一个戴口
罩的，看来有点“触目惊心”。是不是

他们身坯结棍，病毒不易侵入呢。进入
盛夏，疫情一点没有收敛的样子。专家
早就纠正了高温抑制病毒的说法，但人
们已经不约而同不戴口罩了。除了地
铁、医院、影院等场所的硬性规定，公
交、超市、小菜场这些小范围人群聚集
的地方，像我这种“一本正经”的属于
少数派，甚至绝对少数。即便硬性规定
的所在，进了门就摘下的也不鲜见。我

观察了一下，马路
上和公共场合戴口
罩的多是年轻人，
上了点年纪的大多
“口无遮拦”。这个

观察让我颇感欣慰，我的认知大概可以
混迹年轻群体中。是不是年长者无畏，
年轻者谨慎呢？其中的道理还是由公共
卫生专家去探究吧。还有更小的谨慎
者，我三岁多的孙女遇大人带她出门，
就会习惯性地问我的口罩呢？然后还要
检查大人是不是戴了。那天她爸爸逗她
说不戴了，她很认真地回应，爸爸你要
戴的，外面有感染病（这是年初给她戴
口罩时跟她说的）。前几天看到国家卫
健委专家说，按规律，入秋后就是传染
病和流行病的高发期，如果叠加境外输
入和国内本土疫情，风险和严峻程度令
人担忧。看来，这口罩
还真是不能早早摘下的，
虽然它并不万能，就当
它是阻挡病毒的防身
“盔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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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新风
孟红娟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
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
弹。”
这首古诗出自唐代诗人刘

长卿的《听弹琴》，意思是七
弦琴上弹奏出清幽的琴声，静
静地听就像寒风吹入松林那样
凄清，虽然我非常喜爱古老的
曲调，但如今的人弹奏不多
了。这首诗的前两句描写了清
幽的音乐境界，后两句抒发了
作者的情怀。全诗从对琴声的
赞美转而对时尚的感叹，流露
出诗人怀才不遇，知音难觅和
孤芳自赏的情操。
小诗中的“七弦”指的是

古琴。古琴，又称瑶琴、玉
琴、丝桐和“文武七弦琴”，
是一种全身上下都充满了文化
内涵的乐器。中国的传统文化
认为，天上有五星，地上有五

行，世上的声响有五音，因此在
原始时代神农氏“削桐为琴、绳
丝为弦”，创造了最初的琴。当
时只有宫、商、角、徵、羽五
弦，象征着金、木、水、火、
土。后来，周文王为悼念死去的
儿子伯邑考而增加了一根弦，是
谓“文弦”；武王伐纣时，为增
加士气又增添了一根弦，是谓
“武弦”，古琴也
由此产生。2003

年 11月 7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
宣布第二批“人
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中国的古琴艺术名列其中。2018

年 6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青岛
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古琴作
为国礼赠送给俄罗斯总统普京。
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也是
古琴上升为新时期人文精神寄托
的重要标志。

业余时间，练习古琴的人越

来越多。古琴一弦多音，它的音
色含蓄、深沉而音韵悠长，天籁
般空灵飘渺的泛音、大地般空阔
深沉的散音、人语般厚实现世的
按音，多种音色交织表现，将
天、地、人三者和谐地交融成一
体，七条弦上振动着百种情怀、
千古风骚、万般风流，蕴藏了无
穷的艺术魅力。越沉浸于其中，

越体会其妙。
作为一种

古老的弹拨乐
器，古琴位列
中国传统文化

“琴棋书画”之首，被视为高雅
艺术的代表，也是文人雅士和贵
族士大夫们吟唱时的伴奏乐器。
古琴是乐器，但不完全是乐器。
蒋勋在《知识分子的美学修养》
里谈道：“中国的琴，是一种生
命情怀，因为他喜悦、郁闷的时
候，会借着琴作一种生命情怀的
抒发。一个最好的琴家弹琴时，

不能有人偷听，否则弦就会断。
这也让我们意识到，生命中最美
的东西，常常是跟自己对话的，
不是表演的。因为只要有对象，
艺术就会有趋附性、会做作。”
在我们的诸多练习曲中，很

多琴曲是名人诗赋，蕴含了丰富
的社会内容和情感世界，有的表
现美丽曲折的爱情故事，有的表
现大自然的景物并抒发人的内心
感情，有的表现军人的羁旅生
活，有的表现不同人的遭遇所产
生的复杂情感。潜心研习，轻抚
古琴，以古人的方式进入生活的
另一空间，让手指在一抹一挑、
一勾一踢、一绰一注中，在散
音、泛音和按音间轻灵地舞蹈，
让心灵插上琴声的翅膀。

现代的空间，古典的情怀，
多么好。

夏天毛豆子 胡展奋

    夏日弄堂剥毛豆的场
景至今蛮难忘。
毛豆无非是黄豆的幼

齿版。它的昵称是“毛豆
子”，沪语称谓中是含有
一份亲切的，因此被广泛
用于小名，我们弄堂当年
叫“毛豆子”的至少有三
个。我小学同学“六毛
豆”，家中排行第六，往上
居然全部顺着次序叫“毛
豆”。
大热天的上午八九点

开始，天色还凉，老头老
太，前楼阿姐，厢房嫂嫂
就纷纷搬出凳子，围着小
桌或两只方凳一拼，阴凉
处剥毛豆了，通常是边剥
边聊，亭子间囡囡的皮鞋
不凭票，前客堂夫妻的揩
布忒龌龊，谁谁谁“花擦
擦”，谁谁谁“嘭嚓嚓”。
谁谁谁“戆搭搭”。
剥毛豆时大抵视线向

下，不与人接，故而平时
不说的都说了。
其实剥毛豆是可以见

人、见心、见性情的。有
人手势急，飞快地捋着豆
荚抢话头，这类人心直口
快，火烧火燎，常常毛豆
虫与蛀毛豆统统撸进，行
事多半马大哈；有人喜欢
攒着大把的毛豆不断捋，
盈盈满握地快崩溃了，才
放入容器，这类人好妒
忌，赌性重，恋战恋槽贪
利，上海人所谓“吃心

大”，炒股容易输，为人
人缘差；也有人悠悠地剥
着，八九粒一定放下，多
半性情淡定，自控力强，
操办事情有理有节，弄堂
的意见领袖；更有人每打
开一个豆荚就捋光毛豆归
入器皿，掌心从不积攒毛
豆，此君很主观，多半有
洁癖，做人一板一眼，行
事锱铢必较，凡事忒强调
“桥归桥路归路”。
剥完毛豆，各归厨下。

而夏天的餐桌怎
么可以没有毛豆
子呢？这毛豆也
是“百搭”，好比
腊月里的冬笋丁，
相声里的捧哏，
和谁搭档都得为对方增
色，天生就是个“撬边”
的，你能想象一盆咸菜炒
肉丝能没有毛豆子吗？除
了释放自己的鲜香，毛豆
往往吸取他人的精华，特
别是隔了一夜的毛豆子每
每因为渍透了肉丝咸菜的
汤汁而导致筷头像雨点一
样奔向它。
我们小时候常吃的咸

鲞蒸毛豆，以及臭豆腐蒸
毛豆，如今不多见了，其
实先人如此的搭配自有奥

妙，盖毛豆子既“吸咸”，
又“除臭”，实乃两者的
“共享基金”，无论味道
太咸还是太“熏”都可
以多吃几粒毛豆子带带
节奏。
面拖梭子蟹听上去太

没诗意了，十足的市侩嘴
脸，但只要毛豆子一加入
便立刻碧绿生青，立马就
是“遥望洞庭山水翠，白
银盘里数青螺”的意境
了。况且毛豆吸足蟹鲜，

芡汁又拥抱毛豆，个
中琼浆妙味惟 食者
自知矣。

茭白炒肉丝若
没有毛豆力挺，那
整个菜就软得趴下。

而丝瓜炒扁尖丁一旦缺少
毛豆，那就等同于炒“萧
山萝卜干丁”而不放毛
豆”，老上海人不会这么
做。你难道不曾有过这样
的观察吗，那几个菜总是
吃到一半而毛豆子早拣光
了。
夏日的毛豆子就是如

此地吃香，而且还不要忘
了它的另一胜场———烤毛
豆。那也是它唯一担纲主
角的一场戏。
烈日炎炎如果不耐烦

剥毛豆，不妨手持剪刀一
把，嚓嚓两记把毛豆荚的
两个尖角剪去，放盐水里
一煮，那味道同样美之如
酪，丢下筷子，直接手
捞，并且“刹不牢车”地
一口气捞下去，饭都不
碰，一直捞到釜底朝天。
不过，烤毛豆最好吃

的要算晚熟的“牛踏扁”
了。毛豆品种很多，著名
的有成都白水豆，南京大
青豆，上海慈菇青以及
“紫香毛豆”，但只有“牛
踏扁”最适合做烤毛豆。
老上海都知道，上世纪七
十年代前后，上海郊区特
产一种豆形像牛脚掌那样
扁圆形的“牛踏扁”毛
豆，中秋以后上市，因其
糯、酥、微甜且颗粒大被
誉为最好吃、最正宗的上
海毛豆。不过，由于荚壳
厚，出肉率低，每公斤毛
豆剥壳后只有 300 -400

克，而且易倒伏，台风一
吹就碎了一地，近年来的
种植量日渐减少。它的体
魄明显大于寻常毛豆，扁

圆且浑身金毛———注意，
一定是浑身裹满密密的金
色毫毛，入口酥香无渣，
且回味甘甜，能够与其媲
美的则是“紫香毛豆”，
此种佳品近年亦不多见，
上市当在每年的 10月初，
外观与普通毛豆无异，但
开荚之后令人眼睛一亮：
饱满，椭圆，老翠色的球
面但见缕缕紫线，丝丝绛
脉，蜿蜒明灭冰裂状，粒粒
都是艺术品，外观如珠如
釉，入口糯香两全，你都不
忍心直送刀镬庖厨了。
不过，毛豆毕竟只是

毛豆而已，说了半天还是
离不开“吃”，一如青菜
的幼年期就是“鸡毛菜”，
大豆的少年即毛豆，古称
“菽”，汉代以后才叫
“豆”。

遗憾的是，近郊眼下
还有多少毛豆地呢？就像
弄堂里剥毛豆的乐趣正日
渐消失，超市内、菜场里
如今触目都是剥好的裸
豆，像开了膛的什么一
样，你称了分量，包好就
走人，哪里还有昔日的弄
堂情趣呢？
“夏天剥毛豆”，不再了。

我的外婆
陈 诺

    我的外婆，她戴着一副眼镜，短发，额头中心有一个不大不小
的痣，时常穿着围裙。妈妈曾经告诉过我，外婆年轻时十分漂亮。
外婆的特点太鲜明了，所有和她见过面的人都会说：“她

有洁癖！”这次的新冠疫情可把外婆这个洁癖害惨了。“叮咚”
一响，快递到了！外婆隔着门叫快递员把快递放门口，然后把
耳朵贴在门上，静静地听着电梯门关上。紧接着，她拿出酒
精，对着门口的快递喷了又喷，然后赶紧去洗手。快递放在外
面晾了大约两三个小时，外婆再次跑到门口，用剪刀打开快递
盒，然后把盒子里的东西放到阳台上继续晒，接着再去洗手。
两个小时又过去了，外婆这才放心地把晒过的快递从阳台收回
来，当然，再次洗手是肯定的！有一次，我无意间看到了外婆
的手，因为洗得太频繁，皮都皱
了，上面还有许多因为酒精而刺激
出的伤口。外婆告诉我，她现在再
怎么涂护手霜都无济于事了。
外婆特别爱我。由于我天生对

海鲜过敏，所以不能吃海鲜。为了给我补充营养，外婆每天都
苦思冥想，有时想得连觉都睡不着！海参和扇贝是我唯一能吃
的海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于是，外婆每天早上坚持让我
吃一块海参。有好几次，我觉得海参太难吃了，想要吐出来，
但是外婆总是苦口婆心对我说，海参多有营养，让我一定坚持
每天吃一点。看着外婆这样不厌其烦的样子，我很感动。

外婆还是一个嘴硬心软的人。她看上去特别严肃，但其
实，外婆的内心是非常善良的。在我三岁的时候，我们以前老
邻居的女儿得了尿毒症，外婆很同情她，每个月初都给她寄一
千块钱。一直到现在，七年过去了，外婆从来没有一个月间断
过寄钱，她总是说，能帮人家一点是一点。
有一次外公发了一条有外婆照片的朋友圈，很多人都夸外

婆看上去年轻好看。妈妈跟我说，其实她很羡慕我，她小的时
候，外婆对她非常非常严格，而且外婆一直忙工作，她曾是大
公司的财务总监，市人大代表。在妈妈的记忆里，外婆很少拥
抱她，亲她。后来有了我，她才明白，原来外婆是积攒着，把
她“毕生的柔情”都留给了我，现在还有我的妹妹。
我离不开外婆，外婆也离不开我。

农家鲜 （中国画） 梁文尧

孙建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