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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肉就是排骨，排骨
就是肉。”

上海人经常挂在嘴
巴上的这句俚语，原创是
隔壁邻居苏州。典出 !"#$

年上映、根据苏州
同名滑稽戏改编
的电影《满意不满
意》。戏里得月楼 %

号服务员杨友生，
把顾客点的大肉
面错成排骨面；不
认错还强词夺理
说：“肉就是排骨，
排骨就是肉。”
这句话版权归

谁不重要。上海人
同苏州人，不出五
百年就是一家人。
晚清的上海道台就
是苏松太兵备道的
道台，其中的“苏”就
是苏州府。到 &'$(

年（清雍正八年），衙
门由太仓搬到上海
，才有“上海道台”之称。

电影里的这碗排骨
面，实际是大排面。问题
不在叫什么，在于排骨与
肉到底哪个值钞票。那顾
客一脸无奈，说长这么大
才知道肉就是排骨，排骨
就是肉。按上海人的理解
是排骨比肉贵而好吃，点
大肉面吃到排骨面是赚
了，为啥还不高兴？这排
骨面是大排面，又不是肉
骨头面。上海人是大排不
算排骨，但小排是小排
骨，并与草排、肉排和肋
排等属一帮。
在上海人眼里，排骨

比肉吃价钿是猪猡身上排

骨比肉少，物以稀为贵。上
海人过生日，要吃大排面。
我曾经帮老来得子的同事
买大排 )((块，做小囡周
岁的生日面。大排与面不

是生死不离的死
忠，不吃面也可吃
大排。食堂里卖红
烧大排，多有碧绿
的青菜打底。与无
衬托的葱烤大排
相比，葱烤是吃个
满口香；浸淫了大
排卤汁的青菜别
有味道，“傍大款”
又不失自我。

那顾客端着排
骨面没吃到大肉面
不高兴，说来事出
有因。老底子的苏
州排骨不当菜，当
零食随便吃。说每
到下午，油氽排骨
摊就浮现街口巷
尾；最多是在玄妙

观，以五芳斋和异味轩最
佳。这样看来，作为零食
的排骨，身价自然不如
肉。苏州人讲一个人瘦，
就比喻它身体像排骨。上
海人也有这一说，说伊瘦
得来是 *+ 根肋排骨弹琵
琶，用肋排更显精准。

上海人虽不拿排骨当
零食吃，但也把它当小吃，
最有名的就是排骨年糕。
这款点心是猪排大而稍
厚，年糕小而显薄；一块大
排配两条年糕，相似将帅
带两仕。上海吃排骨年糕
最有名是两家：小常州和
鲜得来，早在上世纪 $(年
代初就名扬上海滩。

小常州饭店后改名
曙光饮食店，在四川中路
近福州路口；创始人是姓
黄的常州人。上海人形容
某人块头大长得壮，就说
像块门板或排门板；黄老
板听了进耳走心：不但在
排门板用红笔写“小常州
排骨大王”，并在电台广告
里叫滑稽演员唱他家“每
块排骨大得像排门板”。

一块块像排
门板的排骨，先
酱油腌渍，再入
油锅氽；油锅里
还加了酱油、糖、
葱姜末和料酒。氽到半熟
捞出来，剪几刀再下锅，氽
得入味又不卷缩。氽到香
味浓、色紫红、肉鲜嫩即
可。现在有的店家，把大排
切成一条一条，坏了卖相、
没了腔调；一块排门板被
劈成一块块柴爿。

他家排骨取自常州
和无锡猪猡的脊骨肉。在
上世纪 ,( 年代，菜场有
卖一长条没骨头的大排，
貌似肉棍；其实也是里脊
肉。大排是外地的，配的
小年糕用本地松江大米，

自家造；每斤大米只做 )(

根。把年糕与排骨放油酱
汁同煮，入油锅共氽；软
糯酥脆又有排骨味道。

开业 &")+ 年的鲜得
来点心店，位于西藏南路
&''弄。其排骨年糕与曙
光店相同一处在吃法，吃
要撒五香粉。大不同的
是，曙光的排骨不拍粉，
而鲜得来排骨氽前要到

面糊里滚一滚，糊
由面粉、生粉和鸡
蛋调成。进油锅
氽，直到色金黄，
外香脆，内鲜嫩才

罢手。老底子，一天要氽
,((斤。其小年糕也是特
制，但只煮不氽，所煮的
汤里放老抽红酱油、排骨
油等。因挂糊带粉，吃时
为更入味，还佐之甜面酱
和辣酱油。甜甜辣辣上海
人欢喜，如同爱糖醋。

无论曙光还是鲜得
来，离家都远。想吃排骨年
糕，就到淮海中路人民坊
门口，那有一家排骨年糕
店。小店呈长条状，排骨年
糕放在搪瓷盆里。排骨虽不
像门板，味道同样鲜得来。

苏州人说出了“肉就
是排骨，排骨就是肉”，上
海人的运用早出了饭桌。
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劳动，
可以把“排骨”和“肉”这
两样价值不同的东西进
行换算，并在等式两边立
起来；演绎着“螺蛳壳里
做道场”的精神气。

“露美化妆品”背后的人与事
赵佐良

! ! !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轻
工业局下达了开发成套化妆品
的任务，由时任局科研处负责新
产品开发工作的邵隆图执行。他
发动了全局美工进行新的化妆
品设计会战，命名这套产品为
“露美”。结果，人印八厂刘维亚
的产品设计方案中标，日化三厂
蒋峻完成品牌标志设计。

为尽快产品打样，隆图在日
化公司销售部的阳台上，搭建了
六平方米的简陋工作室，集中了
日化公司优秀包装技术工程师
与刘维亚一起，日以继夜赶工，
攻克一个个材料、工艺加工难
关，终于成功地把设计方案，从

图纸变成样品，全套产品共计 &-

件。轻工业局吕也博副局长为
“露美化妆品”取了英文名字
“./01”，意为“红宝石”。露美
化妆品系列感极强，红、白、金
色的包装造型设计高雅华贵，
产品面世深得好评，多次获得
各种奖项。

隆图在露美化妆品试制成
功批量生产以后，迅速投入产品
推广宣传，他深知只有消费者了
解每个产品的功效和使用方
法，才能实现销售的目标。他
自编产品说明和化妆步骤方
法，并亲自去百货店站柜台
推销露美。到各地开设美容
学习班，培训露美化妆品使
用方法。然后，他更进一步提
出了开设“露美美容院”的大
胆设想，得到了日化公司领
导支持。第一家美容院与区
饮食服务公司合作，把淮海
路上的白玫瑰美发厅，按照
产品设计风格重新装修，改
建为“露美美容院”，品位高
雅、个性鲜明的设计，从平面
包装到立体空间，全方位渗
透的红、白、金三色的品牌形
象，成为国内最早的 23应用

经典案例。美容院开张第一天，
吸引了众多路人围观，一时影响
了淮海路上的交通。开业不久，
美国电视台也来采访，“露美化
妆品”后来作为国礼赠送给美国
总统夫人。

第一家美容院成功以后，
隆图连续在全国各地开了九家
“露美美容院”，亲力亲为，其中
艰辛可想而知，为此他的胃因
大出血切除了五分之四，落下了
致命祸根。

落座在静安希尔顿大酒店
旁边的露美美容院，是九家之
中最豪华的一家，吸引了许多
上海的社会名流、演艺明星、外
国贵宾和新郎新娘前来美容。
著名华人华侨社会活动家、空
军指挥官陈纳德先生的夫人陈
香梅女士也是露美美容院的座
上客，邵隆图将这些名人的签
名和照片收集起来，利用媒体
广泛传播，有效地提升了露美
品牌的知名度。
在举国上下一片灰、白、蓝

的上世纪 ,( 年代，要开发出一
套红、白、金的化妆品，并且开
设一个成为时尚潮流的美容
院，谈何容易4

邵隆图自学成材，自幼爱好
美术，爱好文学写作，他是一个
有思想有个性的人，善于把大家
的智慧变成自己的思想，然后传
播出去，对广告创意充满激情，
客户常常对他爆发性的创意点
子拍手叫好。他经常为一个项目
工作至深夜。他善于演讲，从学
校讲到企业，从工业局讲到商业
局，从上海讲到外地，讲市场讲
创意，虚实互动。他深入浅出生
动的演讲，有人说连牛也听得
懂。他是上海许多大学的客座
教授，上海交大每年评他为优
秀教师。他经常出国考察，从不
游山玩水，而是收集、拍摄广告
设计资料，到日本地铁里拍摄
扶梯扶手上的盲文，到德国拍摄
彩色的垃圾桶，到迪士尼拍摄快
乐的扫地工，到法国通宵录制电
视台的广告……

有人说广告人是生意人，只
是把广告当做一门挣钱的生意，
而隆图真的把广告作为一种发
自内心喜欢的生活方式，成就了
他一生的事业。

隆图为“露美”演绎的精彩
故事，为中国化妆品发展历史留
下了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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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越南影片《绿地黄花》，还有一个更
富诗意的译名《我看见黄花在青草中摇
曳》，就像片名所呈现的，我们在一个半
小时的电影里，不仅可以看到在草地上
摇曳的黄花，还可以看到越南乡村其他
美丽的风景。导演武国越频繁运用航拍
镜头，将山川、河流、田野、树林，一一尽
情展览，尽管那里还很贫穷；他
还用抒情的音乐，让情感流淌其
间，也许，那里有他的乡愁。

这是一部儿童电影，根据阮
日映同名小说改编，上世纪 ,(

年代，越南农村，&)岁的男孩阿
韶和 '岁弟弟小祥，还有一个女
孩小敏，他们的兄弟情，他们的
朦胧爱，他们的甜蜜，他们的忧
伤，影片以一种怀旧的方式，让
我们沉浸、回味和咀嚼。
很难不让人回想童年，即使国度不

同，游戏的内容和方式竟会如同一辙，
看着电影里，孩子们玩斗草，弹弹子，跳
橡皮筋，做风筝，扎兔子灯，用竹叶编虫
子，都是我们儿时玩过的。还有，默默地
喜欢一个人，想和他（她）一起玩，总会
想起他（她），情窦初开，清纯自然，却不
知道这是爱情；看着他（她）和别人在一
起，又会嫉妒、不高兴，就像电影里的阿
韶和小敏。

乡村男女谈恋爱，还很传统老
式———靠写情书、递条子。阿韶和小祥的
叔叔，爱上彦老师的女儿荣姐，屡屡让小
祥以取东西为名，像辣椒、柠檬、鱼露、酱
油之类，给荣姐送情诗。阿韶很想
知道写了什么，而小祥偷看后，也
只记得这么两句：“晴雨是天之
病，相思是我爱你之病。”阿韶把
它抄录下来送给了同班女生小
敏，课堂上，彦老师发现小敏上交纸条的
内容后直揪阿韶耳朵。阿韶责问小敏：
“为何把诗给老师？”小敏说：“只不过是
两句诗而已。”又问：“你理解里面的内容
吗？”答：“我哪能理解。”气得阿韶大骂：
“笨蛋，小屁孩。”

阿韶和小敏的朦胧之爱，在电影中
描绘得最真挚。阿韶喜欢和小敏在一起，
为了她，和同学小六子打了一架。而小敏

似乎木知木觉，但她却把家里最大的秘
密（爸爸躲在仓库里）独独告诉了阿韶；
她通过和小祥的玩耍，间接表达了她对
阿韶的喜欢，阿韶又怎么能理解。小敏和
小祥的亲近，害得阿韶妒忌、疯狂，将弟
弟小祥揍了一顿。小敏最终离开村庄到
城里去了，哭得稀里哗啦，而阿韶起初对

小敏送给他的书，不以为然，待
她离开后再打开，书里夹着一朵
黄花，她的情竟是如此绵长。

阿韶和小祥的兄弟情，也让
人感叹。如果说阿韶有点自私，
那么，小祥却是无私的楷模。在
哥哥认为斗草游戏显示不出男
孩子舞刀弄枪的气概，建议改成
扔石子后，小祥击中哥哥，就不
再往哥哥身上扔石子；哥哥诈降
反击得手，小祥不为自己头上流

血而气恼，反而崇拜哥哥，认为将来哥
哥可以成为大将军。在哥哥和小六子
的争斗中，小祥用指甲钳作工具，施计
帮助哥哥赢得胜利。哥哥因为嫉妒打
了小祥使他受伤，小祥反过来央求哥
哥：“别跟爸妈说你打我，就说我爬树
摔的。”阿韶也会反思，邻居将弟弟最
爱的蟾蜍抓走入药，他没有阻止，见弟
弟伤心欲绝后，他痛苦、悔恨；尤其是
打伤弟弟后，他牵挂着弟弟，盼望着弟
弟痊愈，背着弟弟行走在田野……他们
总归是互相爱着的兄弟。

这部清新的电影，还带着童话、魔
幻、悬疑色彩。小敏的爸爸因为被疑为

麻风病，终日避人耳目，躲在小卖
部的仓库里，后来确诊，原来患的
是牛皮癣；村头的死树根后面，有
着传说中的公主。一个叫小伊的
姑娘，因为妈妈意外死亡而精神

失常，自称公主，而爸爸为了哄她，自扮
皇帝。他们在死树根后面，一遍又一遍
扮演着悲情角色。“公主”来到小祥的窗
前，用撒满小路的黄花，指引着他，一心
想做“驸马”的小祥最终在树林里见到
了“公主”，而“公主”也因突发事件，居
然恢复了正常……绿地黄花，杂糅乡间
百态，就这样，导演让一部儿童电影变
得醇厚，变得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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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平素喜欢喝茶，便对各种茶社情有
独钟。喝茶需要一种氛围。自以为，甘冽
醇香的茶汤只有配以古朴典雅的环境，
那种味道才算发挥到极致。每当闲暇之
余，我总爱寻找一方茶室，那种茶香幽
眇、野藤攀蔓的安静之地，是钢筋水泥、
车水马龙里的世外桃源，也是人心灵深
处的后花园。

忽然发现，饮茶成了我生活中一种
不可或缺的情愫。我喜欢生活情愫这种
表达形式，它基于生活兴趣，但比兴趣又
让人增添了几分惦念。让你在生活抑或是工作中不堪
重负时，只要一想到它，便有一种回归与释然的感觉。
一个对生活充满了热爱的人，这种情愫应该还有

很多。
距离我家三十多里外的地方，有一家书店。也许是

机缘巧合，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我就是里面的顾客
了。吸引我的，是书店里一种很普通的杂志，为了读到
最新一期的文章，我每个月至少专程去书店一趟。熟悉
的老板，熟悉的书架，熟悉的位置，我甚至不需要说一
句话，微笑点头就已经足够了，时光已经让彼此之间产
生了默契。坐上公交车，阳光透过树梢映射在玻璃窗
上，车窗外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是的，就单单为了去买
那本书，而且必须坐着公交车前去，如果打车，味道就
变了。将书买回，泡一杯龙井或者铁观音，在满是绿植
的阳台上，静心阅读，不可看快，每一句话都需细品。那
种感觉，实在不是用语言能来描述的。那天，我像往常
一样前往那家书店，可发现铁门紧闭，斑驳的门上贴着
崭新的、大大的“转让”。霎时间，我像个失恋的青年，怅
然若失，一种归属感被那两个冷冰冰的字击得粉碎。

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什么能和秋后的田野相媲
美。玉米秸秆被砍得只剩下脚脖，土也被翻了起来，
空旷的田野里，蟋蟀和蚂蚱变得无处藏身。那时候的
天格外高，格外蓝，深吸一口气，可以让人瞬间看到
岁月的影子。每到这个季节，我必定到田野里去，这
是一种记忆，是一种情结，更是一种情愫。它深深地
植根在我的心里，日久弥新，挥之不去。

生活情愫就是这么简单，可以是一首歌，一道菜，
一泓清泉，也可以是一棵树，一片云，一缕灯光，透过它
们，我们足以看到生活的美与可爱。

十日谈
上海货与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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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坚持长期学习
王晓燕

! ! ! !在网上看到一个话题讨论，提问者想知道怎样坚
持长期学习。有一句简明扼要的回答获得了一众人点
赞，那就是：一次不要学太多，每天坚持一点点。确实，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就像一口气吃不成胖子，偶尔一
次疯狂锻炼也不会让人迅速变窈窕，反而可能给身体
带来伤害。学习应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假以时日，我们
终将看到由量变到质变带来的学习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