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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绿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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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万物新生，踏青正当时。我喜欢
往河边走，因为在河岸边多半是能看到柳树
的，嫩绿的枝芽，万条垂下的时候，分明就是
一张春帘。撩起帘子，看到的春景、吃进的
春菜都是绿色的。人们喜欢绿色，因为绿色
是有朝气的，是怀揣健康的颜色。
绿色的生活，是当今人们所向往的

生活，它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
面。在我印象中，我的外婆就是一个绿
色生活的达人。小时候我们住在石库门
老房子里，上上下下、跑进跑出的我总是
忘记随手关灯。但我前脚刚踏出家门，外婆
就跑到我的房间把灯关掉，也不知道她一直
盯着我还是盯着电灯。等我从外面回来，洗
完手，她又过来了，要是我水龙头没关紧在
滴水的话，她会顺手把水龙头拧紧，不放走
一滴水。如今的生活设施早已变得先进、高
效，灯泡换成了节能的LED，精致的水龙头
也不会滴水漏水了，但像外婆那样的老人曾
经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节约用电用水，
勿要浪费”早已刻在我们的心里。节能绿色
环保从我做起，从每一个家庭做起。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许多家庭都有
了私家车，可总有那么一群人，有车上下班
不开，选择地铁出行，甚至步行。我曾经就
碰到过这么一位领导，每天上下班步行半小
时到达。外出开会只要路不很远，他不坐公
务车，也选择步行出行。他说他走着走着，

就把走路当成了一种爱好。这爱好让他不
仅在工作途中走路，周末、节假日也会拉着
家人、朋友一起去徒步运动，成了一名低碳
生活的实践者。
当然，这样的绿色生活也给他带来了身

体上的健康。原来近两百斤的体重，在坚持
步行习惯5年后，降到了一百四十多斤，以
前体检出来的“三高”，现在消失得无影无
踪。与绿色结缘，与低碳生活结伴，一路的
风景是美丽的，一路的空气是新鲜的，一路
的心情是开朗的。

当“限塑令”的实行使我们慢慢习惯了
带个布袋或是环保袋出门买东西时，我仿佛
看到小时候外婆手提竹篮子、手握布袋去菜
市场买菜的情景；当“垃圾分类”实行后，让
一部分垃圾能被更好地回收、利用，我仿佛
看到了黄浦江上一艘艘运送垃圾的船只正
在变废为宝的路上；当许多行业无纸化
办公或者双面打印、节约用纸，我仿佛看
到眼前又多了几棵大树、一片绿色。当
时代达到一定的先进程度，精细化的管
理看似时光倒流般回到过去，但我知道，

有时候一定的“倒回”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是的，就像好东西吃多了，要减少肉类

消费，增加蔬果摄入，选择本地、当地的食材
一样，让低碳饮食成为一种流行，也让绿色
出行、环保低碳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
来吧，春天来了，一切都刚刚好。

朱永超

与绿色结缘，与低碳相伴

近日申城变身花花世界，微信朋友圈满屏都是为
花写真、与花传神的摄影图片。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些
酷爱留影的爱美女士在这个春天倒也较少露脸出镜，
让我这个手机游人可以专情于桃红柳绿，偶尔兴起便
按图索骥也去探访一番。
没去顾村公园看樱花，也没去香雪海看梅花，因为

花多则无感，想来元稹和我一样，那句“取次花丛懒回
顾”大约是写实。倒是嵩山路金陵路T
字路口，那几株樱花甚是娴雅安适，趁午
间休息去花下走了一走，生怕唐突美人，
便没有摄影，默默来去，彼此安好。晚间
又去虹口足球场附近聚饮，顺便去地铁
站附近访了樱花旧相识。每年这个季节
总会去到附近，最近几年每去都逢雨，今
次也不例外。雨不大，只是一地的花瓣
让人无处落脚，又翦翦风吹，花在空中舞
蹈，瞬间跌落凡尘。也总是这几个人在
一处老饭店小聚，说起每次春来逢雨，冬
来遇雪，也算有点神奇。

刻了一方印，印文是“春花”两个字，
因为身处花花世界，也因为读到一首日
本短歌，兴起而作。“兴不到不刻”是印人

行规“十不刻”里排名第一的原则，其实说的是创作自
由，兴到落笔则心手双畅，可得佳构。为了读日本俳
句，曾去学了几天日语，结果还是看翻译，好在译本看
了也让我偶有心动，遂一路看下去。陈黎、张芬龄合译
的《天上大风：良宽俳句·和歌·汉诗400》《芭蕉·芜村·
一茶：俳句三圣新译300》《夕颜：日本短歌400》，还有
高海阳翻译的《只余剩米慢慢煮：种田山头火俳句
300》等。最先读的是良宽的《天上大风》，因为良宽上
人还是书家，为了理解他的书道而去读他的诗。后来
发现喜欢良宽上人的不止一人，我工作室里书似青山
常乱叠，唯有《天上大风》为鼠兄所啃噬，不止一次，直
至其落网，吾未见其鼠相，想来也是个识货朋友。
让我起兴刻“春花”的是公元12世纪的日本诗人

西行法师（1118—1190），良宽上人一生追寻私淑的诗
人前辈。关于春天、关于春花，西行法师是这样写的：
愿在春日/花下/死，二月十五/月圆时。作为向西行法
师致敬，良宽写下了这样的俳句：我同样的/在樱花树
下睡了一夜……
这是一整个春天吧。除了春花，这人世还有什么

可留恋的呢？作为西行法师的辞世短歌，春花之美可
以让人忘却法师远行的悲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春花，我的春花开在雨中，在墙

角、在篱下，而且不知其名，无需太多。像开在须磨寺
的樱花，有一首日本古俳：须磨寺/樱花开放，区区两三
株。后句深得美学精髓，少少许胜多多许，如同中国水
墨画中的留白。
松尾芭蕉也为须磨寺写过一首俳句：须磨寺/树

荫/暗处，传来未吹而/响的青叶笛声。用了源氏和平
家发生在须磨寺古战场上的一场战事典故。虽然故事
很日本很凄美，但松尾芭蕉的这首俳句和西行法师和
须磨寺古句不能相比。如果是好句，不用写树荫之暗，
当青叶笛声响起，俊美少年、擅长吹笛的平敦盛则的头
颅，被惺惺相惜的武者熊谷直实一刀砍下，后者潸然泪
下，取过平敦盛则的青叶笛，青叶笛声再次响起，须磨
寺的夜悄然来临。松尾芭蕉写过一首举世闻名的俳
句：古池/青蛙跳入水声响。同样的，松尾芭蕉之后的
俳人再怎么写古池，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松尾芭蕉，
道理和“兴不到不刻”是一个意思。
“春花”印中的春字见于战国时期的古玺“春安

君”，春字原意是太阳升起，草木生长，春天的景象。一
般是象形草的“屯”部在上，“日”部在下，篆书部首移动
意思不变，所以这个“春安君”的“春”字把太阳移到草
的上部，只是要匍匐的视角才能看到这个草。如果春
天，这世界只剩下太阳和一株小草，这小草一定很寂
寞，很想再刻一方“寂寞如草”。在这个花花世界，谁使
草开花，谁使蝶来游。

徐

兵

春
花

从《还珠格格》到校园恋爱背景的
《微微一笑很倾城》《何以笙箫默》，再到
仙侠、奇幻类别的《花千骨》《苍兰诀》等
剧，尽管剧情背景、人设千差万别，但都
贯穿着爱情这一核心主题，男女主历经
种种终在一起，让观众直呼“嗑到了”。
但与观众追CP的态度相比，现实中人们
往往不愿轻易恋爱和结婚，这样的差异
引人深思。

曹书乐和帕孜丽娅·阿力木的《观看
爱情：浪漫剧的生产、叙事与消费》一书
回应了上述问题，
书名中“浪漫剧”是
作者提出的核心概
念，将书写浪漫爱
情与亲密关系的剧
集归进来。书中不
光有观众的浪漫剧观看行为，还采访了
不少编剧，力图从生产、叙事与消费多个
环节研究浪漫剧。

女性是浪漫剧观看的主力军，但作
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观看浪漫剧的男性群
体。相比女性，男性观看浪漫剧更为保
守，喜欢温柔貌美的传统女主形象；女性
则期待更新的性别建构，拒绝“灰姑娘”，
做独立女性是理想女性气质，理想女主
既要有足够的工作能力和经济实力，又
要性格独立、才貌双全、乐观开朗。

浪漫剧中的理想女主与现实中都市
女性形象大部分吻合，对这些人而言，男
性社会地位、金钱等外在物质条件不再
成为关注重点，她们更渴望获得男性的
精神陪伴和唯一的爱，影视剧中的理想
男性给了她们现实中缺失的情感关怀，
也使她们获得了替代性满足。

浪漫剧中塑造了不同的男主形象，
曹书乐等梳理了十多年来受欢迎的50
部国产浪漫剧，将理想男性形象大体分
为七类：霸总、治愈系恋人、理想主义恋
人、年下奶狗、清冷上仙、魔界疯狗和体
制内阎王，其中，“才貌双全、体贴女性”
是理想的男性气质。霸总即帅气多金的
霸道总裁，但与早年个性张扬、蛮横无理
的形象相比，现在的霸总越来越温和，尊
重、理解女性。治愈系恋人像邻家哥哥
一样温暖，《最好的我们》中的余淮、《你
好旧时光》中的林杨都属于这种类型。
理想主义恋人则在霸总的基础上，多了

理想主义和爱国情怀，如
《去有风的地方》里的谢
之遥，积极建设家乡、服
务社会。“清冷上仙”“魔
界疯狗”和“体制内阎王”
是曹书乐等发现的近年来浪漫剧中的特
定类型。“清冷上仙”以《花千骨》白子画
为代表，理性有余感性不足。“魔界疯狗”
和“体制内阎王”指男主身份为传统意义
上的反派，他们行事冷酷无情，但在遇到
女主时，最终无一例外会陷入爱情中，为

女主付出一切，这
种反派角色男主
化的设定突出了
爱情的救赎意义，
也增加了剧情的
戏剧张力。

温柔深情的男性和独立自强的女性
是对传统男女气质的调和，在这种调和
之下，现代浪漫剧中男女主关系指向双
强——女性不再以被拯救的身份进入亲
密关系，而是先自强，实现自己的价值，
再进入浪漫关系中。即使是甜宠剧，男
女主的关系也非男强女弱，甜宠中的
“甜”，指男女主感情不怎么经历波折，
“宠”则是男主将女主置于被宠爱的绝对
位置，可这样的“宠”基于的是女主自身
性格魅力，如《双世宠妃》曲小檀虽然外
表柔弱，但内心坚毅果敢，又聪慧活泼；
再如《传闻中的陈芊芊》女主在穿越后具
有现代人思维，活泼可爱，她们的性格均
受到观众的喜爱。甜宠剧中的男主更集
合了年轻女性对恋人幻想中的所有美好
品质，出类拔萃、家境优渥，而且体贴、尊
重女主，情感专一，有责任心，其与女主
相处也是理想的两性亲密关系。

当恋爱走向婚姻时，浪漫剧仍在给
观众造梦——婚姻里没有鸡毛蒜皮的闹
心事，男主情感专一，身心均属于女主，
这种对男性的极致化浪漫想象是浪漫剧
中常见的内容。

浪漫剧编织着观众在现实中难以满
足的梦，但想象与现实的落差使得大家
在影视剧和生活中对恋爱、婚姻呈现差
异化态度，有人看完想体验同款甜爱，也
有不少人选择观望。在这个“观看”与追
求“浪漫”并存的时代，“观看爱情”仍在
继续，也有更多可能值得被开启。

王孜许 苗 苗

在浪漫剧中建构爱情
——评《观看爱情》

汪曾祺的
散文，内容比
较驳杂。

在《七里
茶坊》这篇文章里，汪老提
到了云南的很多酒：市酒、
玫瑰重升、开远杂果酒、杨
林肥酒……对，是“肥
酒”。肥肉的肥。

肥酒？难道还有瘦
酒？“蒸酒的时候，上面吊
着一大块肥肉，肥油一滴
一滴地滴在酒里。”读到这
里，心里大为震撼。

文字的力量，决不仅
仅表现在道德说教的层面
上。文字还有另外一种功
能，就是记录一个时代的

人间烟火和
悲 欢 离 合 。
就是要把一
个时代的风

俗人物、生活细节展示给
人看。所谓作家的使命，
不外乎要努力去写一部这
个时代心灵的历史罢了。

一些作家的文字，总
是能在细微处展示出巨大
的力量。比如，作家铁凝
在《麦秸垛》里写的，大芝
娘晚上抱着的、借以安慰
的那个油津津的大枕头；
比如说，小说《百年孤独》
中内心愧疚的阿玛兰塔，
把手放在炉子上炙烤以减
轻内心痛苦的桥段。

冯 磊细节

母命难违错休妻
芦林辩非再团圆

芦林 （设色纸本）朱 刚

责编：沈琦华

拳姿飒飒韵悠长，

健舞翩翩意气昂。

身若游龙旋日月，

步如飞鹤踏秋霜。

刚柔并济惊蛇定，

动静相谐挥浪长。

妙法通身添劲力，

大成风采绽华光。

邓 名

大成健舞
在改革开放前的上海

郊区农村，男女青年要喜
结连理，大多得靠热心肠
的媒人牵线搭桥。这媒人
啊，就像是爱情世界里的
“神秘使者”，带着年轻人
踏入恋爱的奇妙旅程。

男女青年相识的第一
步，往往是由媒人领着男
青年去女青年家。头一次
上门，女家相当热情，必定
端出水潽蛋招待男青年和
媒人。要是白天去，那阵
势可不得了，瞬间就会吸
引一大群好奇的村里人，
跟看西洋镜似的围得里三
层外三层。村民们看完
后，还会在田里干活的时
候对着男青年评头论足一

番，就好像在评选村里的
“最佳女婿候选人”。所以
啊，男青年们为了避开“众
人之眼”，第一次去女方家
一般都选在晚上，就像进
行一场神秘的地下活动，
生怕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男女双方认识后，这

恋爱的小火苗就开始噌噌
往上冒啦。他们可以出去
看电影，或者到外游玩。
在那个年代，家里有辆自
行车就相当于拥有了一辆
“超级跑车”。男青年潇洒

地骑着自行车，要是女青
年乐意坐在自行车的书包
架上，基本等于在大声宣
告：“嘿，我们俩对上眼啦，
互相都有意思了！”关系再
进一步发展，就得进入双
方家庭互动环节了。先是
男方请客，把女方父母等
一众亲戚都请过来，好吃
好喝招待一番。过段时
间，女方也得回请男方父
母和亲戚。请客这天，对
方要回家时，主人家一般
都会送上一大竹
篮“囡食”。“囡食”
就是农村那些让
人馋得流口水的
休闲食品，像定胜
糕、烤、粽子啥的，寓意着
高高兴兴考中状元，讨个
好彩头。等这些仪式都
走完，这门亲事基本就算
成了，下一步就可以欢欢
喜喜筹备结婚啦。
在宝山罗店，有个叫

荣富的小伙子，长得结结
实实，干起农活那叫一个
利索，还学了一手木匠巧
手艺。经媒人介绍，他认
识了南村的一位姑娘。
经过几个月的你来我往，
两人早就情投意合，就差
官宣了。女方父母按规
矩请了男方父母吃饭，男
方通过媒人给女方送了
彩礼。那个时候，彩礼也
就几百元，要是能送个金
戒指，相当体面了。晚宴

结束，夜幕早已降临。姑
娘趁着夜色送男青年，还
准备了一大竹篮“囡食”。
两人走到村口，姑娘把一
篮“囡食”往荣富怀里塞。
荣富突然害羞起来，心里
想着得客气客气，就连忙
推辞说不要“囡食”了。姑
娘觉得这是礼节，是老祖宗
传下来的风俗，哪能不要
呢？见荣富不要，姑娘一赌
气，直接把一篮子“囡食”往
田埂上一放，头也不回地就
往回走，心里想着：“哼，我
就不信你不拿！”荣富以为
自己客气一下，姑娘就会追
上来，还时不时往后瞅瞅，
结果左等右等也没看到姑

娘的影子，以为姑
娘把“囡食”拎回
去了呢。
过了一个星

期，姑娘跑到荣富
家拿竹篮，荣富一脸蒙地
说自己压根没拿“囡食”。
这时，两人恍然大悟，原来
那一竹篮“囡食”被他们你
推我让，最后就那么孤零
零地留在田埂上，肯定是
白白便宜了哪个路过的
“幸运儿”。小两口一时间
不知道说啥好。
这一竹篮“囡食”引发

的故事后来成了村里人茶
余饭后的绝佳谈资。一晃
五十多年过去了，这对夫
妇已经升级成爷爷奶奶，
有了第三代。神奇的是，
村里到现在还有人时不时
提起荣富当年攀亲时这桩
让人哭笑不得的往事，仿
佛这故事有着神奇的魔
力，怎么都不会被遗忘。

绿色生活，人

人向往；若人人尽

本分、行所能，就一

定不难。请看明日

本栏。

荣富的“囡食”乌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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