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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影
薛耀先

! ! ! !曾经在上海一家时尚
报刊从事时尚摄影报道工
作的我，那年头几乎每周
要穿梭街头巷尾寻觅上海
最新的时尚地域拍拍。就

这样，长年累月，我对上海主要时尚街区的橱窗陈
列有了一种别样情怀，因为这些橱窗陈列的时尚品
牌几乎与国内外流行趋势同步；同时这些橱窗陈列
的品牌是最直观的传播国际潮流，备受时尚人士关
注。很多爱美的时尚人士都会驻足在橱窗旁专心品
味着陈列的商品，一往情深地享受着华丽的视觉盛
宴。时代要求美，人们要求美，商品要求美。如今
上海众多时尚类品牌橱窗陈列已成了上海一道亮丽
的都市风景线。

多年来，每当我走在城市街头巷尾中，都会关
注观察上海商业区的各类橱窗设计的陈列，这几乎
成了一种职业习惯。在这些完美的橱窗设计经典画
面前，我都会驻足静静地欣赏着，在欣赏过程中冷
静观察寻觅抓拍属于我需求的精彩画面。随着岁月
的逝去，这些时尚品牌橱窗的陈列必将成为时光中
的上海记忆。
这幅黑白照片，在我们繁华的都市里处处可见。

在上海一些地标性的时尚区域，高端、个性化的橱窗
陈列设计，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吸引着人们的视
线。摄影人可依据自己的喜好，有的放矢地进行拍摄。
而当你真正要想拍好这类图片时，必须要有自身的观
察力，周密考虑橱窗展示的商品与人物之间
的位置，并要有足够的耐性观察和等待最佳
时机进行抓拍。

抓拍成功与否取决于摄影人对画面中
人物与橱窗的完美组合，包括光影及色块之
间的相互关系。虽然这些都是我们身边最熟
悉的场景，走过路过，静下心来寻觅拍拍，往
往就会抓拍到心目中最美的画面。

侃一侃网络热词!颜值!

王纪人

! ! ! !古有仓颉造字，
今有网民自创新词。
不客气地说，有的词
造得很烂，有辱斯文；
有的无厘头地生造，
文理不通；有的只是为了博人眼球，
赢得表情包里的一笑，倒也无伤大
雅。但这些新发明终归是要被时间
清空的，皆如过眼云烟。有的似乎也
没有留存下来的价值，偏偏时常出
没于口耳之间，并登堂入室，见诸报
端，大有充盈我中华泱泱词库的架
势。

今试举一例，乃“颜值”一词是
也。此词也不知起于何时，但近年来
使用频率特高。原因有三：一、人人
都有一张脸；二、中国人一向爱颜
面，有时候弄得太过分，反倒颜面扫
地；三、这年头又到了看脸的时代。
小孩子长得漂亮，人见人爱，家长带
出去特觉风光，幼儿园老师也格外
待见。长大了考个艺校什么的，有形
于无形之中便加了分。这就叫颜值，
直接体现在分数上了，几乎是可以
量化的。当然也有例外的，人家老师
偏要招几个不合黄金分割律的，因
为有时候就稀罕那样的角色。长得
多一分颠覆性，就多一分视觉冲击
力，不红也难。
“汉皇重色思倾国”，这年头人

们确实更重外表了，也即!重色!。外
表包括脸蛋身材和相应的零部件。
其中所谓颜值，仅指脸部 !"厘米以
内方寸之地的美丽指数，却是最被

看重的。虽然这也有生物学和历史
上的依据，可谓古今皆然，但确实于
今为烈。窃以为这与社交网络服务
网站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始作俑
者是小美马克·扎克伯格办的“脸
书”（#$%&'(()）网站，自 !""* 年上
线以来，照片分享每天上传 +",亿
张，有 -亿用户。!""-年来虽然在
中国被屏蔽，但中国也有社交网站，
更有难以计数的自媒体，有
分享照片的强大功能。在没
有网的时代，虽然天生丽
质，但养在深闺人未识，除
非皇帝选美。在有网的时代
谁怕谁啊？自媒体上传即
可，不费吹灰之力。既然有交友功
能，网民自然强化了对自己和他人
脸蛋的关注度。我们看到的以 *,度
俯拍出来的狐媚似的锥子脸，就是
这样风靡起来的。消费时代娱乐业
的发达，对美丽指数的要求自然也
水涨船高，尤其在遴选从业人员时，
往往成为首选的条件。在这个行业
里，美貌通常与入选率、角色安排从
而与经济效益挂钩，即使技艺一般。
更令我吃惊的是，美貌竟与书的畅
销有关。几天前一位记者小朋友来
电告知，说一些颜值颇高的青年作
者在书展上的人气超过一些知名作

家，在他们签名售
书的摊位前往往排
起了见首不见尾的
长龙。可见到处有
“颜值经济”和“颜

值控”，真是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不仅社交圈、娱乐业盛行，连出版社
也充分运作起“颜值营销术”来了。
羞不羞也哥哥？
一个新词的产生往往与时代的

新内容新趋向有关，在这个意义上，
“颜值”倒是应运而生，并非全是杜
撰。但这个新词也不无偏颇，因为准
确地说，容貌是难以标准化因而也

不可能用数值来衡量和表示
的。且看为了!颜值!提升，不
惜以重金去整容的，最终都
千人一面，如出一个娘胎。古
人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今人已

少言孝，但从头到脚伤筋动骨地装
修一新，也许颜值一时飙升乃至爆
表了，但其未来的后果可能不堪设
想。
光脸蛋长得好，其实是不长久

的，因为总有人老珠黄的一天。所以
有些新潮的话，倒也不无道理，例如
“不拼颜值拼气质”。杨贵妃式的“回
眸一笑百媚生”或电视剧里的“微微
一笑很倾城”，毕竟不多见。貌美还
有待气质佳，气质比貌美更重要。这
一点古人也早就总结了：!腹有诗书
气自华!。男生的书卷气，女生的知
性美，其实是比脸蛋更要紧的。

妻子的心结如何打开？
柏万青

! ! ! !王女士与李先生都是江西
人，两人于 .--/年结婚，生有一
女一子。不久，两人把孩子交给父
母打理一起到福建打工，!""0年
李先生结识了一个同样来自江西
的女性朋友，两人竟玩起了地下
情。尽管王女士当时在同一地区
打工，因与丈夫各自住在不同的
工厂宿舍，对丈夫的婚外情她浑
然不知。不久，李先生就提出要辞
职去东北做生意，王女士认为老
板对他不错，并委任以中层领导
的职务，应该安心工作。但丈夫借
口新工作可以赚更多的钱执意要
去。第二年，王女士从丈夫的表哥
那里得知丈夫仍然与原先的那位
女子打得火热，而且所谓的生意
就是传销。为了确定李先生是否
有外遇，王女士特意跑去李先生
曾经工作的地方打听，证实了丈
夫表哥的说法。痛苦不堪的王女
士考虑到家中一双儿女，她选择
了宽容以挽回丈夫。

!""/ 年 / 月李先生因为传
销生意受挫而回到了老家，还带
去了外遇对象。在外地打工的王
女士得知此讯马上赶回了老家，
谁知等来的是丈夫的一纸离婚诉
讼。“因为那个女的为了我离了
婚，如果我不离婚好像对不起

她。”抱着这样的心态，李先生向
法院交了离婚起诉书。但是李先
生的家人都不同意他离婚的决
定，母亲更是以死相逼。李先生无
奈只好撤回起诉书，在家人的劝
慰下决定结束这段出轨的感情，
与妻子修复感情。
虽然李先生终于回到了王女

士的身边，而且对自己的过错确
已悔改，但王女士很难从以前的
痛苦中自拔，一改以往的温和贤
惠，不是无端地怀疑丈夫与旧情

人藕断丝连，就是对丈夫失败的
传销指责，令丈夫难以接受。两人
的摩擦越来越多，甚至动手打架。
被李先生打了几个耳光后，王女
士绝望地拔刀自残，令李先生心
生恐惧，提出各自冷静一下暂时
分开生活。两人一分开就长达 +

年。!"."年，李先生来到上海，白
手起家开办了一家海绵厂，经过
家人和女儿的劝说，李先生决定
改变自己的态度，顾全大局挽救
婚姻，并将王女士接到上海，让一
家团圆。

本该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
李先生和王女士也的确相安无事
了一阵子，因为有以前的经历，夫
妻二人都小心翼翼地对待彼此。
当时李先生的事业刚起步，经济
状况并不宽裕，为了支持丈夫的
事业，王女士放弃了自己在外打
工的机会，在丈夫的厂里帮忙，还
陆续将自己的钱交给丈夫以支持
他创业。
但王女士对丈夫的不放心始

终没有改变，去年 ..月，丈夫应

客户邀请到外地去谈生意，在离
开上海的 ,天时间里，王女士不
时打电话询问，语气中充满猜忌，
生怕他与旧情人再联系，令丈夫
很是不爽。除此之外，丈夫还忍受
不了妻子一直向自己索要工资。
因为丈夫的生意尚在起步阶段，
资金暂时有点困难，他向妻子保
证，在工厂度过危机后一定会将
工资以及欠款算清，但妻子就是
不信，还威胁丈夫要烧厂房、砸电
脑。一天晚上王女士与李先生在
工厂里发生口角，随即就争吵并

大打出手，王女士砸坏了茶几、桌
椅，还用刀片割坏了李先生的衣
服。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才得以
收场。丈夫再次萌发离婚的念头。
我分析，李先生和王女士的

家庭起初是幸福的，问题出在李
先生曾经有过外遇，这段外遇让
他损失很多，感情、经济、事业。不
过，他们婚变的前因是李先生，后
因则是王女士。
凭我的生活经验李先生确实

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一心扑在事
业上，把王女士接来上海就是一
个好的开始，是王女士自己没有
走出阴影，耿耿于怀。我告诉王女
士，如果李先生和外遇对象还有
联系，他就不会把王女士接回上
海。那段外遇对李先生来说也是
一次伤痛，他心中也有伤疤，应该
抹平，一味旧事重提对双方都不
会有好处。现在丈夫创业正是需
要他人帮助的时候，妻子应该做
好丈夫的帮手，否则王女士的举
动只会增加他的压力。

我的劝慰令王女士有所悔
悟，李先生也表示
不再提离婚，双方
都采纳了我的意
见，重新开始和睦
的生活。

黎
里
之
美

吴
凤
珍

! ! ! !一条 .-1" 米的市河
横贯古镇黎里的东西，那
小河明明晃晃地、澄澄清
清地、欢快地流淌着，还
有妇女们正蹲在石级上在
那儿洗刷衣服。这在苏州
那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景
象了。这多稀罕，
不由得让我这个早
已痛失小河的老苏
州惊奇、并惊艳的
了。“快来，你
瞧！”“你快把这儿
美景拍下来哟，特
别是那位洗衣的妇
女！”我急切地呼
唤着老伴。
古人依水而聚

居、而筑城，水是
城市的血脉。又似
少女的双眼，少女有了明
媚的眸子，美才有了基
础，她那张脸这才会活泼
灵动起来。
有了这样清澈明丽的

小河，这才有了明清时就
建造的那依河的古色古香
的千米廓棚———屋顶的延
伸建筑！这小镇人好生阔
气，为了出门之方便，先辈
们早已构思并建造出了这
街上面的屋顶，出门走路
可以“晴不打伞、雨不湿
鞋”。无论上班、购物、散

步、串门、访客等等都毋需
带雨具或遮阳伞，而且这
廓棚看上去极有古意和美
观，若在这廓棚下漫步，
自己也仿佛有了古人的感
觉似的了。感慨黎里人真
好福气！蓦地，我又惊喜

地对老伴叫道：
“快看，那转弯廓
棚！”那是对岸一
道支流上有座古石
小桥，在桥的两端
衔接处恰好是两岸
的转弯廓棚。此乃
真风景绝佳处矣！
我请老伴快拍摄下
来，这张照片印出
来细看下在那树荫
掩映下的桥顶上隐
隐地站着一对情侣

似乎在窃窃细语，那更是
诗意盎然，我无意得此，
真妙极了也！
或曰：其他好些古镇

的廓棚或更长更美更有
名，我则以为或许是各有
其妙，其他古镇我还很少
去过，或因黎里还不及有
些镇那样的有名，正因如
此，黎里廓棚这
才有了少些商业
味儿之幽静，我
设想，如能在那
河畔廓棚的楼头
暂宿一宵，独品这可贵的
恬静味。夜深人静，此时此
地，最妙的是一盏床头灯
下，手持一册心爱的书。漫
不经心地翻阅着，读一小
段醉人的美文，待闭目养
神时，犹可谛听着这小河
那轻俏的、柔软的、香甜的
少女般的鼻息声！这，不亦
乐乎哉？唯有人的心中有
了大美，才能构思并建造
出这美绝了的廓棚，是时
也，我似乎在稍稍地接近
了那黎里的前人们的内心
了。廓棚下有好几爿小店
在柜台上那古式瓷瓶下压
着张广告纸，上面歪斜的
毛笔字写着“绕绕糖”。这

是在勾吊着人们几十年前
的旧回忆哪！那时有哪个
小女孩没有过在大门口小
锣声中手心里捏着小钱奔
出门买那两根小木棒绕着
饴糖的经历？于是小手儿
专致地绕啊绕的，直绕到
该糖从淡赭色变成乳白
色。半个多世纪了，重见那
饴糖，它这在勾魂摄魄呢！
那些店主在柜台上靠着，
朝着陌生的你淡然而又略
带狡黠地微笑着，其状在
似打招呼和不打招呼之
间。其微妙之处就正在于
“此时无声胜有声”中。

我的整个旅游过程始
终有位女文友耐心且热心
地搀扶着，我心里更是暖
暖的。在临返苏前她搀扶
我进了一个沿河的小间茶

室里小憩，那小茶
室屋檐下一块匾额，
题为“某某阁”。它
简单得只有两三只
方桌和围桌的几只

靠背，一位文学女青年在
经营着。窗外河上泊着一
只旧小舟。女青年端来的
几杯清澈可人的茶，室内
便氤氲着一股淡淡的清
香，一品之下系当年新
茶。本来就渴着了的我正
想开怀牛饮，但一想到不
多时得乘长途车，便对着
茶杯叹口气不敢造次。被
旁边的一位中年的陌生茶
客得知我的尴尬，他豪爽
地对我说，“你只管喝，
待会儿我开车送你们。”他
是位中学老师。有小车送
那快多了，我大喜并感
激，于是乎端杯畅饮，直
至酣畅淋漓。
那位素不相识的老师

果不食言，小车飞奔到半
途，偏遇中等型的堵车！
黎里之美颇可久久地

回味：她小河美、廓棚
美、骑楼美、小弄堂也美
……不过在众美中最让人
难忘且惦念着的美、恰是
黎里的人！

闲话月饼模具
桂孝树

! ! ! !据一些专家学
者考证，月饼模作
为糕饼模子最早应
出现于宋代。唐宋
八大家之一的苏东
坡有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饴和酥”。
因此，月饼模具在宋朝就开始流行，目
前保留年代最久的是元代的月饼模子，
雕有精美的“鲤鱼跳龙门”图案，另一
块则是明万历年间的，刻有狮子滚绣球
图案的糕饼模子。
月饼作为中秋食品，其文字和图案

都体现了丰厚的文化寓意，在传统文化
习俗中，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
等已成为中秋节的象征，也是月饼模具
最常见的图案题材。月饼模具图案、形状
的变化，一方面体现的是制作工艺的多
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区别月饼的不同
馅料。在形状上除了常规可见的圆形、方
形、莲花形、桃形等，还有龙形、猴子形、
佛形、寿星等造型；也有依照四季的景色
雕刻春兰、夏荷、秋菊、冬梅四时花卉；另
外一些吉祥的动物也常常出现在图案
中，如龙、麒麟、蝙蝠等瑞兽祥兽则是图
案的主角。栩栩如生的锦鲤图案，寓意吉
祥的立体龟形，还有象征“福气到”的蝙

蝠图案都是古人最
喜欢的图案。
无论是花鸟鱼

虫还是神话传说都
是古代月饼模具的

话题，其制作工艺实属上乘，刀法细腻、
布局精当，有些月饼模具上刻游一圈规
则形状的花边，“缠枝花”就比较常见。这
种月饼从模“打”出来后，显得图案规整
而雅致，称得上是月饼模具中的“极品”。
体量上，南方小巧而细致，北方宽大而粗
犷。风格上，南方精雕细琢，北方简练率
性。造型上，南方变化多样，或六角、或寿
桃、或五瓣梅花。北方相对单一，仍以圆
形和方形为主。过去一些有名气的酒家、
饭庄、茶楼、商号等，大都有自己特别定
制糕饼模子，作为自己主打宣传产品。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木制饼模

具的黄金时代，特别是一年一度的中秋
月饼模具销量最大；等到了上世纪 1"

年代手工木饼印制作迅速衰落下去，到
上世纪 -"年代，饼模印雕刻制作几乎
要淡出世人视野，那些停留在乡村间的
月饼模具几乎灭迹。如今在古玩市场
上，即便出高价也难寻觅到一块雕工精
细的清代月饼印模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