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影视剧就能乱"飙车$%

沈顺南

! ! ! !近期观看现代都市生活类的影视剧! 好几次出现

剧中人物违反交通规则的场景"借用现在流行的话说!

#一言不合就飙车$% 有人开玩笑说!真要讲究起来!这

些人的分大概早就扣光了"

影视剧作为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其

情节当然可以虚构!但表现形式或场景!尤其是现实主

义题材!不能脱离生活!更不能违背法律法规" 为了剧

情或人物刻画!不考虑交通法规和交通安全!或让剧中

人物风度翩翩地边开车边打手机&接听电话'或随意鸣

号来表现人物的情绪'或边开车边交头接耳!动情之处

还会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掏出面纸帮副驾擦眼泪'赶

时间就变道超车!配以(嗤嗤$的效果声)*这种场景

多次出现!很容易误导观众% 别忘了!你拍的是日常的

现代都市剧!不是 !!"!不是警匪片!也不是广告+,,

如今有危险特效的广告都会在屏幕下方用小字标明-

(广告创意!请勿模仿% $难道电视剧也得整这么一出.

影视剧有着很广泛的传播力! 编导在创作现代生

活类的影视作品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参照新道路

交通条例的具体内容!在某些细节处!

注意不要出现违反交通法规以及有碍

交通安全的场景% 都说要在细微之中

传递正能量!用正确的导向引领人!怎

么做. 这就是一个做法%

七夕会

雅 玩

书展压哨夺!文粹"

董月光

! ! ! !令人期待的上海书展拉开帷幕，这
是读书人的一场盛宴！而我清晰记得去
年的书展，犹如昨天一般……
“今年的书展我是去不成了！”八月

间，我不无遗憾地想。
远在合肥的 !"届学生毕业三十周年

同学会诚邀我去参加，同时黄山二日游。
我膝盖不行，梦中的仙境是去不成啦，只
能由他们驱车接送去参加聚会。可是赶回
来，书展就要谢幕了，太遗憾哦。退休后，
连续多年的上海书展，我都要去报到的。
一日，我在夜光杯上看到一则小启。

大意是要出版一本《夜光杯文粹》，会在
上海书展上签售。心中一个闪念：我在夜
光杯发表过的拙作，会入选？不会这么幸
运吧？这该是陈丹燕、叶辛、董鼎山……
他们的事儿。

! 月 ## 日
乘动车回上海，
依然沉浸在浓浓
师生情中的我刚
进家门，看到桌子上平躺着两张书展的
票子。女儿微信告诉我，是她向领导要的
票子，她说我爸妈每年都要去的。
我纠结着。明天是书展最后一天了，

思量再三，虽然旅途劳顿，疲惫不堪，但
还是决定，不能错过，晚上早点休息，明
天一早赶个“末班车”，去书展报到！

老两口一早打车去上海展览中心。
进得大厅，我马上就问，新民晚报夜光杯
的展台在哪里？一位高个儿的服务人员
问另外一位戴眼镜的。眼镜思索了一下，
很有把握地说：“哦，《夜光杯文粹》已经
签售过了，书都运走啦！”
我一惊：“啊？书运走了？”白来啦？
我不甘心，再打探，新民晚报是什么

展台？开始有人说是世纪出版社，没有找
到；有人又说是“远东出版社”……
“一律八折”的横幅，给最后一批来

“赶集”的爱书人注入强劲的兴奋剂。大
厅里的空调仿佛也失去功能，人人汗津
津的。我俩在人群中间，两头白发，大概

甚是醒目。在人海和书
海中挤啊挤，终于见到
“远东出版社”的招牌。
两位高个正在聊天，我
说：“不好意思，请问
《夜光杯文粹》……”他俩热情引见，展
台上四套精装本的《夜光杯文粹》赫然
出现在我面前！
有品位的灰白封面，烫金的“夜光杯

文粹”几个字像是老朋友在向我招手。我
激动地拿起一本“#$%&'#$%( 年”，又随
手抄了一本“#$$)'#$%* 年”交给先生，
说：“我看这本，你看那本，看有董月光的
没有？”
我戴上老花镜，低头搜寻手中的那

本，浏览了一遍———没有。唉，早料到没
有的。不过，还是
抱着一线希望，
再仔细搜寻了一
遍，还是没有。心
头掠过一丝失

望，扭头问先生：“你这本呢？”“没有！”先
生抬头望着我，很肯定地作答。
我家先生的仔细和认真是我一直佩

服的。我有点泄气，可是有点不甘，鬼使
神差的，接过他手中的那本，决定再翻一
遍。我快速翻到第 !页，“董月光———轻
轻走过徐家汇”……啊？哈哈！
工作人员笑眯眯地对我说：“最近都

有读者兼作者的来买这本书。”“是吧？”
我抱着这部沉甸甸的大部头新书，喜滋
滋地去交钱，喜滋滋地夫妻双双把家还。
再回首，遥望“我爱读书，我爱生活”

的标语，面对着金碧辉煌的上海展览中
心，我心里默念，明年，我还会来的。
过去的一年，我在夜光杯又发表过

几篇小文。今年，还会再次有幸入选《文
粹》么？不知道，这就去书展实地看看，还
会不会有这样的幸运吧！

不管如何，总得感谢“夜光杯”敬业
的编辑先生们，给了我，还有许多普通读
者成为“作者”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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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人们往往把一天中正
餐以外吃的小食品称之为
零食。吃零食的需求并不
是饥饿，心理学家找到了
具有科学性的借口，就是
人常常需要心理慰藉，吃
零食有舒缓心理的作用。
我们小时候尽管经济

条件不尽如人意，却依然
在主食之外经常受到零食
的诱惑。那些年，“买点甜
的咸的吃吃”就是买点零
食吃吃的意思，就
是长辈对小孩子一
种额外的奖励。零
食有甜的和咸的区
别，甜的有点阳春
白雪的属性，而咸
的则接着下里巴人
的地气，因为那时
粗盐只有一毛五分
一斤，鲜酱油才两
毛七分一瓶，而白
糖要七毛八分一
斤。家里来了客人，
上海普通人家常用
“糖滚蛋”作为点心
送客，也算厚待客
人了。小孩子生病，
给一碗糖粥就可权
且充当营养品了。哪位仁
兄即使不幸患上了急性肝
炎也就是凭医生证明多配
给一斤白糖而已。
我家附近的金猫食品

店坐落在天蟾舞台对面，
我常在里面买糖果解馋。
最便宜的要算粽子糖。取
粽子之形，色呈橙黄，晶莹
剔透，且赤身裸体无任何
花花糖纸包裹，本色示人，
价格实惠亲民，一分钱一
颗。后来有了升级版，名曰

松子粽子糖，目视可看到
里面有些许松子，放到嘴
里含着，将近半程时齿间
会品出松子的香味。
当然粽子糖太过实惠

了，一点包装的仪式感都
没有。较正规的糖果总有
印花的糖纸包装，便于人
们在剥开糖纸时产生一种
微妙期许的心灵感受。我
要完成一篇作文时就给自
己一个理由，用一毛几分

钱买上一包什锦硬
糖或软糖，回家打
开纸包在花花绿绿
的糖纸里寻找自己
最心仪的糖果，一
旦发现椰子硬糖和
大白兔软糖就如中
了大奖一般，于是
心满意足地边吃糖
果边构思文章，直
到把糖果消灭殆尽
才收心动笔。
那些年手上尴

尬的时光十有八
九，当只有区区几
分钱还想尝点甜头
的话，还有一个出
路就是买弹子糖。

弹子糖圆圆的，比现在的
麝香保心丸大几倍，披着
五颜六色的外衣。几分钱
可以买上十几粒，虽然个
头小但数量多，和舌头消
磨味觉的时间长，所以也
很受小伙伴们的喜爱。当
几个小同学在一起，每个
人的小嘴都蠕动着似乎在
嚼着什么东西时候，这时
谁都不肯落单，于是放个
一两粒弹子糖在嘴里抿
着，像煞有介事地抿着嘴。
咸的零食虽然比甜的

零食地位低，但拥有的消
费群多，且品种丰富，光橄
榄就有甘草橄榄、五香橄
榄、烤扁橄榄等等，还有奶
油话梅、奶油桃板、九制陈

皮，蜜饯杨桃、丁香山楂、
盐金枣等等，有的且延续
至今长盛不衰。丁香山楂
是我的最爱，五分钱一包，
弄堂口的烟纸店里用黄皮
纸包成小的三角包出售。
我常常买一包放在裤子口
袋里，时不时用手指往口
袋里把那消食开胃的东西
撮点出来往嘴里送。有时
候纸包浸润破了，裤袋里
都是山楂的味道。

盐金枣是无人
不知人尽食之。长
相有三种，一种是
长条形，一分钱一
根，甘草味的，细细的用手
拿着可以慢慢咀嚼，小伙
伴们也往往把它叼在嘴
边，戏称为“吃香烟”；另一
种是小颗粒形，四五分钱
一包，拿几粒送嘴里可以
在唇齿间消磨良久；还有
一种是圆饼状的。小伙伴
有时候买一个圆饼状的，
买一根长条形的，把长的
放到圆饼里合起来一起
吃，戏称为“大饼油条”。
在零食中最具草根意

味的当属盐水片。顾名思
义就是盐水做成的片剂，
如药片大小，实际上就是
稀释后的盐的结晶体。一
分钱一片，买了一片拿在
手指里放在舌头尖上不时
地舔一舔，能在很长时间
里满足舌上味蕾的寂寞。
大人总希望孩子吃好

正食，少吃零食之类的闲
食，可是闲食的诱惑却无
处不在。我不满十岁时，奶
奶从乡下老家到上海小
住，也是她老人家唯一一
次到沪。我爸是孝子，塞给
她十元钱让她零花用，那
可不是一笔小钱，那时一
个月生活费就十二元。可
奶奶瞒着我爸把十元一分
为二给了我和弟弟。突然

暴富，但我没敢花
这笔钱，弟弟拿了
这笔巨款却直奔
弄堂口的零食小
摊而去。第二天我

爸就知道了奶奶的这项善
举，又背着奶奶急令我兄
弟俩到跟前盘问，让我们
把钱如数交出来。我的钱
完璧归赵，而弟弟的钱已
经破整为零，只见他从一
只口袋里掏出蜜饯之类的
零食，一只手从另一口袋
里拽扯出一串散钱，余钱
和零食两两相加还碰不
拢，我爸还找到摆摊的老
头理论了一番。就这样，这
笔巨款经过奶奶和我爸的
“二人转”，通过零食的媒
介又回到了我爸的口袋。
吃零食是全世界的习

惯，中国也是零食大国，最
近听说我国北方的“辣条”
在国外开始风靡，真心希
望上海的老城隍庙奶油五
香豆、梨膏糖等零食，也能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小
人
物
的
光
芒

赵
典
谦

! ! ! !大卫·林奇说：“好莱坞总担心自己
制作出来的影片观众会看不懂。所以他
们讲出来的故事充满套路，以求每一个
细节都被很好地理解。”这句话并不是贬
义，而是说明了要在剧情电影的套路内
拍出好电影并不容易。整个暑期档，好莱
坞电影寥寥，但我们依旧能感受到国产
片在摸索中欲向好莱坞看齐的诚意，如
杨磊执导的《鲛珠传》，就让我体会到了
一种虽在套路内，却充满想象力的喜感。

这部电影的人物设置就很有意思。
有缺陷的男主角经过自我觉悟，克服缺
点成为英雄，很容易引发观众的共鸣，电
影堪比好莱坞大片的特效为人物营造了
叙事感很强的环境气氛。不仅好莱坞电影如此，往身边
看，香港电影也盛产这类人物。始终被模仿却暂未被超
越的周星驰电影常常是小人物卷进大事件，无意间背
负了不自知的使命，最终战胜反派和自我，同时戳中泪
点和笑点，屡试不爽。《鲛珠传》继承了这一脉，王大陆
饰演的泥空空是职业小偷、街头混混，做些不正当的生
意，身体里暗藏拯救了整个人族的关键精神。
类比周星驰 %))#年的电影《鹿鼎记 #之神龙教》，

韦小宝和泥空空都在乱世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为私利
争夺宝物，但在重要时刻，这个最看重个人利益的家
伙，却愿意付出一切，乃至生命去保卫他人，这其中人
性的光芒，便是电影最打动人之处。张天爱饰演的黑羽
以出场是男装，武艺高强，极端厌恶泥空空，泥空空偏
对她一见钟情、一往情深。一个嫌弃，一个倒贴，完全是
林青霞和周星驰的翻版。
《鲛珠传》让人投入到一个“熟悉”的故事环境中，

每段情节都踩着时间线铺陈，以经验来保证观众不跳
戏，不出戏，刺激，但你知道安全，不会出现满脸问号。
最大的惊喜还是片子带给我的喜剧感，犹如重温

上世纪 )$年代的港剧，王大陆对张天爱近乎无赖般的
贴身追求，各种嫌弃各种虐，但这种打也打不走的桥段
不正是观众想看的吗？当然，这一类人设全靠表演把控
尺度，既要做到夸张，又不能让人反感，男主角俘获女
主角心的过程也是一场对观众的征服。
有人称赞王大陆是“最放得开、完全没偶像包袱的

男明星”，因为现在不少年轻艺人习惯于靠脸吃饭，他
们在银幕上无时无刻不提醒观众：“看呀，我多好看！”
王大陆的长相不够帅，但他在
电影里表现出来的年少轻狂
却很惹人爱，为了这部电影，
他提前一个月进组训练，与武
行兄弟一起晨跑，很是刻苦。
即便故事是按套路在走，

我依旧要给这部电影打高分，
因为它让我很投入地笑了。

金蕉叶!金屈卮
梁 凌

! ! ! !闲翻《影梅庵忆语》，中有这
样的句子：“姬能饮+自入吾门+见
余量不胜蕉叶+遂罢饮……”我对
“蕉叶”的理解，初以为冒辟疆和
董小宛玩诗意，用芭蕉叶盛酒
喝，如同《浮生六记》中，芸娘和
沈复于芭蕉叶上题诗近似。胡乱
扫一眼注解，才知道错了。这里
的“蕉叶”，原是一种酒器，又称
“蕉叶杯”的。

想象里的蕉叶杯，像一枚小
蕉叶，有着渥绿的色泽，且足够精
致。饮时只须中指托底，拇指、食
指轻捏，樱桃小口微嘬，美酒辄入
柔肠。然查查资料发现又错了！

宋代《觥记注》记录酒器之
美，有“蓬莱盏、海山螺、匏子卮、
幔卷荷、金蕉叶、玉蟾儿。皆因象
为名。”像什么叫什么，蓬莱盏里，
据说有三座突出部分，喻蓬莱三
岛。那么金蕉叶呢，顾名思义，即

金色的，蕉叶
状酒杯。

“金蕉叶泛金波齐，未更阑、
已尽狂醉”，这是柳词，写了狂欢
夜里，酒被金色的蕉叶杯映得金
灿灿，满得都快要溢出来了。可
见蕉叶杯一定是金色的———金制，
铜制，而不是我想象中的“绿”。

杯的小巧，倒是符合想象：
“饮器中，惟钟鼎为大，屈卮、螺
杯次之，而梨花、蕉叶最小。”最
小的杯子，
叫梨花杯，
蕉叶杯。所
以，倘当下
仍 有 蕉 叶
杯，像我这样不善饮者，谈起酒
量，也会变得充满诗意。不必笼
统地说，我不能喝；或者干巴巴
道，只饮二两。我可以这样表达自
己：我只有一蕉叶的量，喝不了这
十蕉叶……或者：我只饮尽这一
“梨花”可好？是不是很唯美？

从“曲水浪低蕉叶稳”看，蕉
叶杯最初被制作，可能缘于流

觞。当它被置于流水，只薄薄浅
浅的一片，四平八稳，不轻易被
细浪打翻。
《红楼梦》第 *! 回里，提到

蕉叶杯：“黛玉放下钓杆，走至座
间，拿起那乌银梅花自斟壶来，
拣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冻石蕉叶
杯，丫头看见，知他要饮酒，忙着
走上来斟。”这里的海棠，是指红

色；冻石，指
料子；蕉叶，
一般理解当
然是杯的形
状，但也有

人说，是绘了蕉叶花纹。
这个还真不好说。因为前些

天提到蕉叶杯，朋友说他藏有一
个。看了，原是明代的一个瓷盏，
绿釉，已然没有了蕉叶形状，只
是盏里盏外雕着蕉叶花纹。乍
看，像一片绿油油的蕉叶卷成了
杯状，倒也清新可人。既然明代
的蕉叶杯都演化成这了，那曹雪

芹 是 清
代人，所
谓的“海棠冻石蕉叶杯”，我的理
解，很可能是把一块鸡血冻石，
雕成了蕉叶花纹杯———很贵的。
物的形态会随着时光而变。

了解了金蕉叶，又好奇《回
仙录》里说的“螺杯”、“屈卮”。找
图片看了，发现螺杯就是本色海
螺壳。屈卮是一种带指扳的单把
杯，类似于我们带把手的小茶
碗，唐、宋、元时非常盛行。写屈
卮的诗特别多，多是劝酒的。“劝
君金屈卮，勿谓朱颜酡。”“劝君
金屈卮，满酌不须辞。”……

海螺、梨花、蕉叶，乌银梅花，
金屈卮……斟满了意象之美，把
口腹之欲，提到了审美层次。那
天，我一改过去读书的浮光掠影，
不求甚解，从一个“蕉叶杯”切入，
拔萝卜带泥，环环相扣，把古代酒
器了解了个大概，享受了一次器
物之美，也算是意外之获。

对话
红 萍

! ! ! !午后，我去散步。出新
村北门，穿过马路，看到对
面新村铁栅栏边的一棵茶
梅开得正茂盛，落的花瓣
也多。我走过去看花，听到
祖孙两人如下一段对话。

小孙女说：“奶奶，花
花很漂亮。”
奶奶：“花都败了。”
孙女：“什么叫败了？”
奶奶：“就是花都落

了。”
孙女：“花落了也漂

亮。”
如花骨朵一般的小姑

娘眼里，看到的花不管怎
样都是漂亮的；上了岁数
的奶奶看到的花是败了
的，如她的青春一去不返。伉俪 霍建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