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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轶

夏天来了，你的美白功课做了吗？（下）
“白回来”不能光求快
我们知道，日光中影响皮肤色泽和健康

的主要是紫外线 !和 "（即 #$!、#$"），其
中，#$"主要刺激黑色素大量分泌，造成晒
黑，#$!虽然也会引起黑色素分泌，但更多危
害在于穿透表皮层直达真皮层，是皮肤光老
化的元凶。#$!随季节变化的波动不大，一到
冬天和春天，#$"的辐射量锐减，几乎只有夏
季的 %&'，加上日照时间较短，曝晒阳光的机
会也变少，黑色素的状态相对稳定。在没有多
余的黑色素继续分泌，已经形成的黑色素被
逐渐代谢的情况下，许多在夏天晒黑的人，会
在冬天和春天慢慢白回来。

使用美白保养品可以加快“白回来”的
速度吗？真不幸，“加速”的效果微乎其微：
比方说，不用美白品“白回来”需要三个月，
使用保养品，也许仅仅将速度提到两个半
月。那么用不用还有什么区别呢？这正是美
白产品的真正意义所在：对于已经形成的色
斑或者肤色加深情况，保养品的主要作用在
于“促进剥脱”，即让含有黑色素的细胞尽可
能浮上皮肤表面并脱落，同时又不能速度
过快，以免影响皮肤的正常代谢造成刺激，
它们所能发挥的“祛斑”或“速白”效用似乎
不够“给力”；而针对各种黑色素或色斑的
“半成品”，保养品则能较有效地防止它们
进一步积聚、加深或者进入皮肤深层———
避免小色斑变大、浅色斑加深、星散的色斑
积聚成团、浅表的色斑经年累月成深层的
年龄斑。

大部分美白保养品中都具舒缓抗氧化配
方和一定的角质剥脱物质，前者有助于改善
皮肤受过多紫外线照射后可能产生的轻微受
损、细胞炎症，温和的角质剥脱剂，对寒冷天
气里变缓的代谢是一种适当的激发，有利于
皮肤细胞的新生。

“强效”到底有多“强”
“用完两瓶粉底浅了两个色号！”“只涂

脸、脖子没涂，现在有了明显色差”“本来脸比
身体黑，现在脸比身体白了！”如果留意一下
近年来对于美白保养品持肯定态度的评价，
会发现与前些年狂热的“唰地白了”“七天就
白了”“亮白得像灯泡一样晃得自己睁不开眼
了”这种充满夸张感的表述比起来，显得相对
理性一些。美容柜台的导购人员，大多尽量避
免用到“保证变白”“强效变白”等充满刺激性
的词汇，而学会了聪明地让人以“现在的粉底
色号”和“用了一段时间美白产品的粉底色
号”作为参照，见证皮肤亮白的过程。

对美白的高烧般的狂热，在震惊全亚洲
的“白斑事件”后，发
生了惊人的变化。五
六年前，亚洲市场尚
处于“得美白者得天
下”的状态，美白科
技强国日本每年春
天最好看的一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便
是各大美容集团拿
出的最新专利配方
技术以及五花八门
的宣传手段，屡屡成
为研发者、媒体和消
费者的关注热点。某
业界“一代宗师”品
牌的独家强效配方，
一度在市场上独占
鳌头，风光无限。然
而，有消费者开始向
媒体投诉，用了相关
产品后，皮肤出现脱
色白斑。本来人们以

为这不过纯属又一次小概率事件，但随之而
来的，是不断有白斑事件爆发，案例积累到了
数百人，不仅在全日本引起极度恐慌，还波及
了中韩等其他国家。“白斑事件”最后导致某
化妆品集团当年直接经济损失 ()亿日元以
上，也使得一个研发力极强的品牌从此不再
拥有独立研发权。尽管事件热潮阶段过后，对
引发这一问题的专业看法都趋于平和，多数
皮肤医生认为这还是属于个体免疫差异引起
的特殊案例，未必具有普遍性，但“美白高烧”
却着实被当头泼下一盆凉水，开始急剧降温。
各大品牌厂商也不再敢重推各种高效显效配
方产品，研发创新技术则一度低靡，大家更趋
向于贩售传统保守但相对安全的配方，“美白
战”从此不复精彩。积极的方面是，通过这次
事件，人们普遍将“安全性”摆在了“有效性”

之上，而各国对于
“美白”产品的管控，
也日趋严格。

“白斑事件”也
许是将美白纳入极
安全领域的最后一
“鞭子”，事实上，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为了追求“白”，人们
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在欧美，“美白”一度
意 味 着 “ 漂 白 ”
（*+,-./），即通过使
用双氧水等既痛苦
又危险的手段，将全
身皮肤颜色变浅。现
在，美白产品也一直
处于雷区，有些美容
院或黑市中兜售的
非法制品里含有汞、
激素等物质，虽然能
暂时让皮肤变白变

嫩，但长期使用有极大安全隐患。尽管早已被
列为严禁使用物质，不会出现在正规合法的
市售产品中，但仍不乏“漏网之鱼”，例如前两
年被一拨二、三线明星在网上爆炒，又被揭发
经央视报道后被明令禁售的“让皮肤 '0天显
著变白嫩的泰国童颜神器”中，就含有超标一
万倍以上的汞。

专家说! 有了医学美容"

为什么还要美白产品#

项蕾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
主任医师

医学美容这几年呈井喷状态，看着多年
不退的斑点色沉，只要激光一照，就能明显变
淡，让人感觉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产生了这样
的疑问：既然只要照照光或者打打针，就能快
速去掉斑点，明显提亮肤色，那么，为什么还
要涂抹见效慢的美白保养品？
“见得到的色斑可以靠医美解决，见不到

的色斑，只能靠日常预防”，这句话也许是“为
什么还要涂抹美白保养品”的最佳解释。色斑
并非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只存在于皮肤表
面。事实上，能在皮肤表面看到的，往往只是
色斑的“冰山一角”，有更多的“隐形斑”存在
于皮肤内部，大部分无法靠医美手段解决。

涂抹类的保养品对于这些“隐形斑”就发
挥了自身的优势：尽量防止它们颜色进一步
变深，尽量阻止它们向皮肤表面迁徙。同时，
美白产品也能有助于预防新的黑色素的生
成，这些都是医学美容无法带来的。医学美容
效果再好，仍不能过于频繁地使用，它与日常
保养品，恰好形成了一个互补的关系：平日尽
量预防保护，如果还是有问题出现，则通过快
速高效的医学美容手段解决。那些日常疏于
养护，只等皮肤有了问题才希冀医学美容“速
战速决”的保养观念是非常错误的。

摘自$周末画报%

真相推理师!嬗变
呼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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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枕边的手机响了，刚刚接听，
里面传来总编辑冷峻的声音：“小郭，马上来报
社。”郭小芬赶到报社，走进总编办公室，里面
有五个人：《法制时报》总编辑李恒如、总编助
理赵华、市局新闻处处长李弥、林凤冲，还有一
个是采访组的记者张伟。
李弥生气地举着一张今天出版的《法制时

报》对张伟说，“你的稿子那样写很不合适，我
以前也做过多年法制新闻工作，写案子时要格
外注意尺度，尽量减少对犯罪细节的描写，减
少对侦破细节的披露。否则都像你这么写，追
求猎奇，追求刺激，会引发群体模仿心理效应，
造成其他不法分子按照你文章中叙述的内容
模仿犯罪，使侦破工作失去正确方向！”
郭小芬把李弥手里的《法制时报》拿过来

翻开一看，二版头条就是张伟写的报道，文章
中对陈丹遇害的细节做了详细描写。
“稿子怎么能这么写？”郭小芬惊讶地说，

“这不是教人怎么犯罪吗？还好……”本来她
想说的是“还好火柴盒没有写进去，不然如果
有人模仿，那侦破工作就会陷入目标混乱状
态”，但她的话没有说下去。她想起，火柴盒的
事情警方严格保密（连她自己都是从“内部渠
道”得知的这一消息），张伟根本不知道，一说
出来反而捅给他了。
这天在报社忙到晚上十点，她突然收到

一条短信：“如果方便，请马上到故都遗址公
园，发生命案。”发信时间是半个小时之前，发
信人是林凤冲。
半个小时之后，透过模糊的出租车车窗，

郭小芬看到了夜色中的故都遗址公园。现场
位于山凹一块树林环抱的空地上，四盏两千
瓦的警用卤素灯将现场照得一片惨白，以致
于那些树影都十分清晰，像是扭动着腰肢牵
拉着手臂，围绕在这片死神刚刚光临过的地
方，跳着妖异的舞蹈。
蕾蓉和刘思缈已经展开现场勘查，郭小

芬也受到特别允许，进入现场采访。

受害者躺在地上。蕾蓉戴上塑胶手
套，默默地在死者身边蹲下，轻轻移开死
者半捂住伤口的手，检查伤口的外观：“裂
口很大，入刀很深，切断了腹腔大动脉，出
血过多导致死亡。死者的双手和胳膊有许
多切伤的痕迹，我认为应该是防御创……

嗯？伤口深浅差异很大，像格斗创。”
“防御创”是法医们对防御创伤的简称，

常见于被害人遭到杀害的案件，系被害人在
激烈抵抗的过程中，用手和前臂抵挡凶器造
成，由于罪犯一心要置受害人于死地，一般情
况下，伤口应该都比较深，而且以切伤居多；
而深浅差异很大的伤口往往是“格斗创”，指
在斗殴过程中因为抢夺凶器造成的伤口，以
割伤居多———伤口的长度往往大于其深度。
这个知识，郭小芬也是了解的，所以好奇

起来：“这么弱小的女孩子，怎么会出现格斗
创？”蕾蓉没有回答，拿起死者的手臂轻轻弯
曲，尸僵已经出现，但程度并不严重，结合角
膜状态，死亡时间初步可以推断是在距离现
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晚上八点半到九点之间。
尸检结束后，蕾蓉站起身，问刘思缈的现

场勘查工作完成得怎么样，刘思缈说：“我提
取到了犯罪分子的足迹。另外，凶器已经发现
了，就丢在山坡，一把大号的折刀，从刀把上
已经提取到清晰的指纹。”
“不过，”刘思缈自言自语，“我最感兴趣的，

不是已经找到的东西，而是没有找到的东西
……”“什么东西？”蕾蓉心里一紧。“火柴盒。”
在犯罪现场附近，警方控制了几个疑似嫌

疑人，其中一人，一只手拿着本书，另一只手不
断抚摩自己纤细的肩膀，扭捏得像在课堂上被
老师突然提问的小学女生。郭小芬吃了一惊：
“这不是华文大学学生会主席白天羽吗？”“这
么晚了，你到这里来做什么？”林凤冲问。“我表
弟是高三学生，我给他买了本英语高考用的
书，今晚约好了在这里给他。”白天羽说。
林凤冲把他手里的那本书要过来，一面

翻阅一面说：“你们约的是几点见面？”
“1点整。”白天羽说，“但他临时遇到了

点急事，打电话给我，没有过来。”
林凤冲把书还给他，然后要来他表弟家

的电话，打过去核实，确有此事。他的表弟是
因为家里自来水管突然爆裂，只好留在家，找
工人抢修，现在还没有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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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批昆班学生和教师，周玑璋校长
很清楚，“传”字辈老师是“国宝”，他不允许“国
宝”再失传了，幸存下来的这些老师都是好老
师。而 (0个学生，是将来的昆曲接班人、是“国
宝”，一定要教出来、传下去。周玑璋想得很周
到。学校的厨师，有无锡的，也有苏州的，口味
都是苏锡帮的，完全适合“传”字辈老师们和同
学们的习惯。他所讲究的，是要培养“昆
大班”艺术上的“贵族化”。

为了便于学生们外出看戏观
摩，学校还为他们准备了 %' 辆三轮
车（那个年代还少有小汽车），' 位
同学一辆。%123 年，“华东区戏曲会
演”在上海进行，学生们经常被组织
去观摩演出，%' 辆三轮车组成的车
队，青春、漂亮的男女学生，一抹色的
服装，引来了路人的注目和称赞。大
众剧场，人民大舞台，是他们第二课
堂，天天看戏，白天看，晚上看，连饭
菜也送到剧场，日场结束后就在剧场
里面用餐。

学校还专门安排了三个阿姨，
照顾他们的生活，为这些孩子定期换
洗衣服、清洁环境、陪护看病，一直到
给孩子们洗衣服、洗袜子，照料得简直比自
己的母亲还要体贴周到。张洵澎后来回忆
说：在戏校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自己洗过一双
袜子。也真是这种从里到外的呵护，“宠”出了
昆大班这一批昆曲“闺门旦”身上浑然天成的
骄矜之气。
这个年龄的孩子都是很阳光、活泼的。学

校有很大的操场，阳光又特别好时，学生们都
爱在大操场活动，什么“官兵捉强盗”啊，“老
鹰捉小鸡”啊……那些上个世纪 20年代的纯
静的小朋友爱玩的游戏，在这些学了昆曲的
孩子们玩起来，更是别有一番天地。除了学戏
唱戏外，张洵澎可是更喜欢体育运动的，单
杠、双杠，有空就玩，学校还给昆大班安排了
固定的体育老师。
学校给学生们配备了物质保障，更为学

生们配备了超豪华师资力量。周玑璋校长的
高瞻远瞩令人敬佩，也令今天的张洵澎和所
有的昆大班的学生们深为感激，终身难忘。
学校给他们配备的师资力量也足以令人

瞩目———“传”字辈艺人。早在 %122年“昆曲
演员训练班”改为“上海戏曲学校”时，已经集
中了最强的师资力量，沈传芷、朱传茗、张传
芳、华传浩、郑传鉴、方传芸、周传沧、薛传钢、
王传渠都已到校上课，不久又把远在四川的
倪传钺、马传菁、邵传镛等几位都请到戏校任
教，生、旦、净、末、丑各行齐全。同时又有京剧
名家陈富瑞、松雪芳、李君庭、盖春来等出任

昆班的花脸、武生、花旦行当的老
师。直到今天，都说昆大班学员的
“奶水”吃得最足，也就是说，当时根
底打得最为扎实，这话一点不假。

上个世纪 40年代，为了昆曲
“薪火有传”，苏州和上海的有识人
士私人出资开办“昆剧传习所”，培
养了这一批以“传”字冠名的艺人。
然而，他们却虚有“薪火相传”的名
头，出科后，因为世道艰难，他们只
能在昆剧难以为继的乱世中苦苦挣
扎，为南方昆剧延续了近半个世纪
的生命。但战乱时代，民不聊生，他
们命运飘摇，昆曲又怎能幸免其四
下零落的危境。

新中国成立后，“昆曲演员训练
班”从各地探寻他们，并且把他们重

新请出山，这些潦倒无助的“传”字辈艺人，都
被学校以高薪聘用，老师们的薪金一下子提得
很高，使他们顿时摆脱了穷困，脱离了失业和
病苦的威胁。有的老师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当
家作主地培养昆曲自己的接班人，一种感恩共
产党、感恩新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令这些
正当壮年的“传字辈”先生激起一股无比的热
情。张洵澎至今记得，不少老师口中常常念叨，
“要感谢共产党”……这些老艺人终于找到了
兑现当初“薪尽火传”的苦心和托付的机遇，能
够将这朵古老的戏曲奇葩传泽后世，他们充满
了对新政权的感激之情。面对着新招进来的这
一群粉嘟嘟的“种子”，他们的喜悦是可想而知
的，他们要为古老的昆曲培养新一代“传”字辈
的心情是急迫的。

%123年招收的这个昆剧班，人称“昆大
班”。到了 %12(年，又招了越剧班，后来陆续
又有了京剧班、沪剧班、淮剧班、评弹班、戏曲
音乐班、舞美班等。
上海戏校已经颇具规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