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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本栏目以 《人是
铁，饭是钢；侬勿吃，我要怏》
为题，聊了一个关于吃饭的话
题：现在有些老人由于认识误
区，没能做到好好吃饭，出现了

“超级清淡型”、“运动万能型”
和“保健品依赖型”……文章见
报后，有读者来电说：嗨，这有
啥稀奇啦？老人们虽说吃得不够
合理，但一日三餐总还能保证；
而现在的年轻人中，尤其是年轻
女孩，常有不吃饭的哩！例如她
知道一个女孩，每天早晨上班
前，要花一个多钟头涂脂抹粉、
点唇画眉、整理发型、搭配饰物
……等化妆打扮完毕，上班时间
已快到了，马上拎起包急急忙忙
出门，早饭从来顾不上吃。

这位读者所反映的不吃早饭
的年轻人，还真不是个别的。看
起来，年轻人不好好吃饭的现象，
比老年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哦！如
果说，老人们的目标多是为了追
求健康；那么，年轻人除了客观原
因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美。
下面是几种比较常见的类型：

第一种没好好吃饭的年轻
人，乃是“早餐马虎型”。与老
年人习惯早睡早起不同，不少年
轻人是夜猫子，就像宁波老话所
说的那样：“夜到夜新鲜，天亮
爬勿起。”终于爬起后，用电影

里的“快动作”梳洗一下，就赶
紧上班了，哪还有时间定定心心
吃早餐呢。不是随手抓几块饼
干，就是在路边摊随便买一点，
边赶路边吃。更有甚者，干脆就
不吃了。没听到营养专家反复强
调吗？一日三餐的基本原则是：

“早上吃饱，中午吃好，晚上吃
少。”像这样早饭马马虎虎甚至
不吃的，显然对健康不利。无论
如何，必须调整一下作息时间，
留一点时间吃好早饭！

第二种没好好吃饭的年轻
人，堪称“盲目减肥型”。现在
有许多女孩子，一味以瘦为美。
她们觉得，鹅蛋脸不如瓜子脸，

“南瓜子”不如“香瓜子”。为了
成 为 “ 小 脸 美 女 ”， 塑 造 “ 骨
感”身材，有的不吃米面，有的
不吃荤菜，有的不吃晚餐，还有
的一星期里专门饿上一天，只喝
点白开水……MM 们急于减肥的
心情可以理解，但问题是，这样做
不一定会瘦，却一定会影响健康。
有 研 究 表 明 ，身 体 缺 少 脂 肪 的
女子，很有可能不孕；况且减肥
一 旦 过 度 ，会 造 成 营 养 严 重 不
良，患上减肥综合症，引起一系
列疾病。再说，要美就非瘦不可
吗 ？其 实 ，胖 瘦 适 中 、比 例 匀
称、体重指数符合标准范围，才
是 最 美 、最 健 康 的 。 举 世 闻 名
的巴黎卢浮宫镇馆之宝——爱
神维纳斯雕像，就是这样的体

态。她端庄典雅，仪态万方，虽
没有细细的杨柳腰、尖尖的瓜子
脸，但没人不赞叹她的美。所以
说，绝不是越瘦越美。为健康起
见，膳食还是以荤素搭配、营养
均衡为佳。

第三种没好好吃饭的年轻
人 ， 可 称 为 “ 重 表 轻 实 型 ”。

“表”指外表、容貌；“实”指
内在体质。文章开头所说的这
个女孩，就是典型一例。一些
女孩也像她那样，舍得花大价
钱，买名牌化妆品，天天精心
打扮，却不好好吃饭。这就是
老 宁 波 调 侃 的 ：“ 吃 吃 咸 齑
汤 ， 搽 搽 珍 珠 霜 。”“ 吃 咸 齑
汤 ”代 表 吃 得 差 劲 ，“ 搽 珍 珠
霜”代表讲究妆扮。现在女孩子
们见识广、眼界高了，多青睐进
口 名 牌 化 妆 品 ，谁 还 稀 罕 什 么
珍珠霜啊。而在改革开放不久，
珍 珠 霜 刚 面 市 那 个 年 代 ，它 堪
称最新奇、最珍贵的奢侈品了。
然 而 ，珍 珠 霜 再 高 级、再 有 效 ，
也 不 过 做 做“表 面 文 章 ”；哪 里
比 得 上 营 养 丰 富 的 食 品 ，能 让
人 身 体 健 康 ，从 而 真 正 容 光 焕
发。

现在，珍珠霜好像已经销
声 匿 迹 ， 但 是 “ 吃 吃 咸 齑 汤 ，
搽搽珍珠霜”这句宁波老话没
有 变 。 它 告 诉 我 们 一 个 道 理 ：
正 如 吃 东 西 比 搽 珍 珠 霜 要 紧 ，
任何事情都有主次轻重。力气
要下在关键处，好钢要用在刀
刃上。

吃吃咸齑汤，搽搽珍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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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经典？什么是经典所
具有的真正品质？什么是衡量经
典的基本尺度？撇开那些关于古
典价值的陈词滥调，我的回答只
有一个，那就是时间。经典就是
那种能够扛住时间磨损的钻石文
本，它越过纷乱的岁月，保持着
自己的微光，像星辰一样，恒久
地照耀我们的瞳仁。它以自身的
存在告诉我们，有一种东西叫永
恒。与此同时，经典并不拒绝空
间，但它拒绝入住那些最肮脏无
耻的灵魂。它犹如金字塔的那个
尖顶，体量微小，却标定了整个
金字塔的高度。这是一种隐喻式
的表述。就其本质而言，经典无
意占有广阔的空间，却掌控了空

间中最核心的部位。
经典向世人提供了灵魂营造

的要素。澳大利亚悉尼西区的各
个火车站点，曾经被中学生流氓
所占据，吸毒、斗殴和滥交事件
频繁发生，警方和铁路管理当局
都束手无措。最后由一位文化策
划师的提案解决了问题。这个方
案的核心是，它要求所有那些犯
罪率高发的车站，每天 24小时播
放莫扎特音乐。铁路当局为此购
置并安装了相关设备，但所有人
都对此举的效果深表怀疑。一个
月后，奇迹悄然发生了——那些
问题学生的行为，因倾听莫扎特
而慢慢变得“合法”起来，以致
火车站犯罪率急剧下降。

经典的这种非凡属性，就是
它的价值证书，也是它获得敬意

的理由。然而，尽管许多流行物
企图装扮成经典，但它们最终会
被时间的水流冲走，甚至不留下
任何痕迹。就图书、影视剧、歌
舞而言，中国消费市场提供的流
行文本，多是低俗的劣质品。这
种劣质品得以盛行的怪象，我称
为“垃圾效应”。在电影圈，这种
效应因票房金额而被显著放大。投
资人竞相把资金投向“垃圾影片”，
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能用“垃圾”
创造票房奇迹。用“垃圾”挣钱，已
是一些投资人的基本游戏规则，且
不会为此感到不安。

大众文化的“垃圾效应”，根
植于艺术趣味的普遍低下。鉴于
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粗鄙化运
动，以及平民教育缺乏“美育”
环节，大众美感无法通过正常方

式塑造，以致文化消费者丧失对美
的基本感知力。任何一种低端的噱
头，如明星绯闻、关于财富的梦想、
毫无节制的暴力，都能戳中公众的

“美点”，点燃他们狂热的消费激
情。这种消费格局也诱导一些文
化工作者，鞭策他们从事“垃圾
生产”，以谋取高额利润。

这场景是对经典文本的最大
讽刺。经典强大而脆弱。在过
去，它被专制的烈火所焚毁，而在
消费时代，它又被大面积的“泡沫
式垃圾”所吞没。“垃圾”无耻地屹
立在经典面前，凭所谓的市场份
额，高声嘲笑它的敌人——这是经
典所面对的最大困境。

经典的另一困境在于，对于
大多数人来说，它只是一张精致而
矫饰的面皮而已。它的唯一功能，

就是被用来张贴在不自信的脸上，
令其散发出文化、文艺和文雅的气
息。文化制造商洞察了人性的这种
弱点。他们制作数千元一套、豪华
包装的“经典丛书”，以礼品书的形
态进驻私人书房，陈列于黄花梨、
红酸枝或鸡翅木的书橱，并因射灯
的照射，闪烁着华贵雍容的光辉，
并说出对主人的无限赞美。但书的
主人却从未翻阅过这些经典。它们
被悬置在书架上，完全丧失了被阅
读的契机。它们是世界上最沉重的
装饰品。

经典何时才能成为人的精神
支撑，这才是我所关切的问题。
整容术的程序通常是，从自体胸
部截下软肋骨，把它植入颅骨正
前方，以提升鼻子的高度和优化
它的线条。但经典与人的关联，
却要依赖一个完全相反的程序，
那就是让表皮不再硬化为面具，
而是像面膜一样被皮肤吸收，内
化为肌肉和四肢骨骼的一部分，
最终融入心脏、脊梁与大脑，成
为灵魂的主宰。没有经过这样的
自我塑造，经典就只能是附在脸
上的饰品。

“经典”应具有的真正品质 天下的事情，首先要做得
通，再把它说通。在没有做通之
前先说通，我觉得挺难的。当
然，这样的天才也是有的，一
个事还没有影，他已经说得头
头是道。但是多数事情是，还
是要等做通了以后，再把它说
通。电发明已经 200年了，到现
在还有 1/7的人用不上电。我们
这波互联网，将来能不能覆盖
地球每一个角落？这取决于我
们现在的行为，取决于我们解
决问题的能力，取决于我们跟各
个具体的问题结合的能力。所以
我的看法，包括这一波巨大的冲
击，还是要在实践当中去看，一
边做、一边说，这是真正的创新
落地值得关注的一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教授周其仁

如今反腐剧的创作要跳出多
年来一直在沿用的老套路：靠在
一个行业上面，树一个清官，破
一个案子，抓一个贪官。反腐题
材的创作不可能再在贪官的级别
和所谓的大尺度上下“赌注”，
而是要深入思考人性，通过作品
思考如何才能构筑起一道钢铁
长城，把贪官挡在我们干部队
伍门外？我认为关键还是要靠
法律、靠人民。写反腐题材作
品一定要把握好一条：在作品
中 要 避 免 蓄 意 去 “ 展 览 ” 腐
败，更不能“把玩”腐败、“售
卖”腐败。此外，在创作形式
上，我们也需要不断探索，推
陈出新，不要把反腐戏仅仅写成
破案戏，而是努力让反腐题材创
作向前跨一步。

——著名作家陆天明

今天中国知识界接受了太多
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东西，但既不
知道它的前提条件，也不知道它
的界限，而只是用外部反思的方
式，把它们运用到任何内部中
去，这就是错误的根源，是阻碍
思想的最大障碍。我们日常生活
中对批判的理解就是拒绝和否
定，但是批判的真正含义不是这
个意思。批判的最原初和最基本
的含义，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
澄清前提、划定界限。某个事
物，某种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前
提条件和限度。这就是批判的
精神，外部反思就是不懂得这
一点。看起来清楚明白、理所
当然的理论，也要弄清楚这个
理论在西方的前提条件是怎样
的，在中国的前提条件又是怎
样 的 ； 还 要 弄 清 楚 ， 这 些 理
论、观点和学说，它的限度在
哪里。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些，
我们就开始了思想。这样的话，
才能有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把
握中国的道路。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吴晓明

0.9天

——今年以来，全国平均沙
尘日数 （浮尘以上） 为 0.9 天，
比常年同期 （4.5 天） 偏少 3.6
天 ， 也 较 2016 年 （1.4 天） 偏
少。从历史同期来看，近 50 多
年我国沙尘天气呈明显减少趋
势，京津冀地区沙尘日数的变化
趋势与全国相似，也呈现出明显
减少的趋势。

约60%

——2016 年，我国各类手
机应用的使用规模均有不同程度
的增长，其中，手机外卖、手机
在线教育课程的规模增长最为明
显，年增长率均超 80%。同时，
以诱骗欺诈、恶意扣费、锁屏勒
索等攫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应用
程序骤增，约占恶意程序总数的
60%。

22.4%和28.8%

——中学生早恋的问题，一
直是让中国的家长们十分纠结的
事。根据 2016 年的相关调查结
果显示，男、女生在 18 岁之前

（中 学 时 代） 已 有 初 恋 的 占
比 ， 已 分 别 达 到 22.4% 、
28.8% ， 仅 次 于 大 学 时 代 的
35.6%、30.4%。

韩 郁

历时五年、七大板块、二百
多幅……《慈溪老照片》 由慈溪
市档案局、慈溪市档案文化研究
会出品，是规划中的三部 《慈溪
老照片》 之首部。其间，两次向
全社会征集老照片，还专程派人
赴杭州、上海、南京、北京等地
的各大档案馆、图书馆，查找“慈
溪老照片”。全书用照片结集出版
的形式，把现境慈溪和曾经属于
慈溪的地域范围，从晚清民初至
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变迁、社会
发展和世俗风情直观地介绍给读
者，这在慈溪历史上尚属首次。

翻开 《慈溪老照片》，就能
感受到，它与单一文字资料比较
起来，更加客观、真实、直接、
形象地反映了近代慈溪的历史，

也更容易勾起和满足人们怀旧、
思乡、寻根、探秘的心理需求。
正如该书后记中所言，“这些老
照片更加直观生动地诠释这段历
史，记录了历史瞬间，反映了自
然、人文等领域在每个时代的特
征，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老照片的整理出版对于梳
理慈溪地域文化、品味慈溪地域
文化的精髓，将会起到十分重要
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慈 溪 老 照 片》 时 间 跨 度
为，自目前所收集到的慈溪第一
张老照片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地域范围为 1954 年
10月前原慈溪全境以及现境慈溪
市，收录内容分为古迹风物、乡
贤小记、抗战记忆、名人一览、
文教往事、团体留影、民间况味
等七个部分。每张照片都配有文
字注释，以图文互注的形式，系
统解读了慈溪近代历史。全书共
收录老照片 200 多幅，照片来源
除档案图书馆藏、旧书刊所载、
民间收藏和摄影师拍摄以外，有
部分出自“老外”之手。反映近
代慈溪历史风貌的照片，有一部
分出自洋人的炫耀或猎奇心理，
或表现团体的留念之意，或突出
家族的兴盛等等。当时每按动一
次快门，无疑记录下了一个客观
存在的历史瞬间，但是，每幅照
片又都是拍摄者经过素材选择、
拍摄立意、拍摄角度等潜心设计
之后的“作品”，它肯定会打上
拍摄者主观意向的烙印，或真

实，或纪念，或宣传，或窥视，
或欣赏，这就需要读者从主客观
两个方面入手，去分析解剖这些
照片，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客
观的评论。

杜湖里湖全景、慈江之上三
座大桥全景、上林湖风光、慈溪
盐场制盐全过程，名胜古迹、田
园风光、老建筑和民间百像……
捧读这本书，发现从没有一本图
集像《慈溪老照片》这样，能够场
面浑大、气韵深厚地展示慈溪众
多的人文景观和百余年来的沧桑
之变以及人事代谢。历史是沉重
的，这本书中的许多著名景点，如
夹田桥、三板桥、太平桥、管山亭、
镇峰塔、进士坊、节孝坊、三北轮
埠公司码头等都已经不存在了，
只有从书中瞻仰它们的“遗容”
了。

需要指出的是，老照片的拍
摄者是在用不同于今人的“另一
种目光”看世界，因此它可以观
照和还原百多年来慈溪的变迁与
发展的真实面貌。看了这些老照
片后,便可意识到：不能站在固
定的位置和立场上，用凝固的观
点来回望历史，更不能把繁复多
变的历史现象归纳成几条不容置
疑的公式和一些精确到每一个词
语的简单概念。

《慈溪老照片》 图文并茂，
也可以视作开展爱国爱乡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一组
组照片与现实对比，能真实反映
一个家族、一个地域、一个民族

的变化和兴衰，同时展现了慈溪
历史上的芸芸众生、志士名人、
革命烈士、社会贤达等为社会进
步、地方建设而探索拼搏的艰辛
历程。从某种角度来说，一组组
老照片是慈溪当地历史的一个缩
影，是一部看得见的历史纪录
片，是对广大民众和青少年进行
爱国爱乡教育的生动教材。

温故知新，让人们记住“乡
愁”，也可能是这本书要达到的
目的。了解历史，是为了获得借
鉴，承先启后，开创更美好的未
来。掩卷沉思，笔者在惊喜慈溪
翻天复地变化的同时，也深知慈
溪注重留住青山绿水，留住历史
文脉，朝着建设创新活力之城、
美丽幸福慈溪的目标阔步前进。

回望历史，记录“乡愁”——

老照片里的慈溪影像《慈溪老照片：
晚清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前》
徐娣珍 叶建平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7年1月

特殊的地理位置——东
靠宁波，西临杭州，北与上
海隔海相望，兼收并蓄的移
民文化和浓厚的经商意识，让
慈溪在近代西风东渐中得风
气之先。乡贤吴锦堂、虞洽卿
等对慈溪的建设是浓墨重彩
的一笔。19世纪上半叶传入中
国的摄影技术，让今天的人们
能够直观地感受那段历史，从
中可以管窥虽波诡云谲但闪
耀着探索之光的中国近代史。

20世纪 20年代，慈城小学生在游览保国寺，背景为保国寺山门
和天王殿。（图片出自《慈溪老照片：晚清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前》）

节日有别 王祖和 绘

妇女们忙于草帽编织。学前埠头旧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