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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脸长衫男”为什么火了
淡看世情还是贩卖情怀？ “网红”老树画画推出的

“四季系列”绘本首册《春·醉花阴》引热议

“眼 前 两 碗 米 饭 ， 心 中 一 粒 飞

鸿” ———世俗与脱俗， 正是 “老树画

画” 系列诗画中最高频的一对哲学命

题。 眼下， 55岁老树的 “四季系列”
绘本首册 《春·醉花阴》 出版， 再度

引发关注 。 拥 有 超144万 微 博 粉 丝 ，
公众号文章阅读数屡屡10万+， 老树

笔下的文人画何以火起来？
有人爱看画中标志性 “无脸男”，

面部轮廓模糊、着一袭长衫、戴宽边礼

帽，在树下、坡上、花中，看景发呆；有

人被画面所配的打油诗逗乐，譬如“待
到春风吹起，我扛花去看你”的傲娇，
“荣枯与我何干？ 只是偶然经过”的自

得，或干脆来句“作为一颗胖子，盼着

秋风快来”的插科打诨。
清华大学心理学讲师李松蔚读过

老树此前的《在江湖》《花乱开》等著述，
他发现，老树在尘世里边泡过，又能把

自己给拎出来，因此，从他的创作视野

倒能窥见当下都市人某种日常精神状

态的缩影： 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

膜，对人生意义的不确定性等。 这时就

容易被画中的自嘲打动，大呼“周一破

事无数，我已抵挡不住”，但旋即又认

怂，“要去天涯海角， 最后还是掉头”。
在李松蔚看来， 老树画画中对尘世焦

虑的放逐、对四季风物的移情，迎合了

社会起伏心绪中对单一“成功学”的潜

意识抵抗。 不过，当人们明白无需一味

复制他人看似顺遂的道路， 或全奔着

一个世俗目的而去时， 要小心转身又

一窝蜂掉进“岁月静好”的窠臼里。

“面无表情”是最流行的表情

其实， 老树一开始画的男主角是

有鼻子有眼的，但他后来发现，比起五

官， 人的手更能表达表情，“有一次画

完了， 还没来得及画鼻子眼睛我就忙

别的去了，结果转头一看，哎，这样还

挺好”。
于是，一个无脸的长衫男人形象，

在大山、大水之间，在孤月、独日之下，
伫立、俯视、远眺，有时很渺小，有时透

着超脱， 但身上总有种挥之不去的寂

寥感。有读者评价，恰恰是“无脸男”模
糊空洞的面部表情， 倾泄了内心裹不

住的思绪和秘密。
巧合的是， 近期火起来的90后插

画家“呼葱觅蒜”拿手的也是无脸古装

群像，正在热映的《大话西游之大圣娶

亲（加长纪念版）》的系列海报，正是出

自她之手———难见真容、 隐去表情的

至尊宝， 似乎更能勾起银幕前怀旧男

女的唏嘘。
或许无脸不是偶然， 除了与古典

传统中的缥缈写意氛围颇为契合，“面
无表情” 又何尝不是人群洪流中尤为

常见的一种表情？面对世间纷纷扰扰，
难得偶有闲心，众多的不得已，都需要

“精神按摩”。真名刘树勇的老树，是中

央财经大学教授，看着五大三粗、光头锃

亮， 却干着一笔一画的细活， 为生计奔

波，也不时吐槽“人人装模作样，讨论鸡

零狗碎”。 碰上较真的读者追问：身在闹

市江湖，怎么逃？ 这时，现实中的画家似

乎并不如他笔下“无脸男”那般洒脱。 老

树虽赞同 “人不能总是目标明 确 地 活

着”， 但有时又依赖着焦虑，“一天没活

干，心里就不得劲”。

他的安身方法是往中国
传统里钻

有人说， 老树画画的成功在于其懂

得贩卖情怀，或者说，老树在兜售那颗人

人渴求却难求的超然之心。 可是一时寄

情“诗与远方”，果真能安顿层出不穷的

焦虑与空虚么？
可能老树自己也没想清楚。 他曾直

言，诗意都是一种假象，一种无法企及的

向往。他的安身方法是往中国传统里钻。
丰子恺、 汪曾祺都是老树喜欢的传统文

人，1983年老树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
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汪曾祺，“突然看到汪

老的文字，特别喜欢，一下子明白了文学

这两个字， 文就是纹理， 所谓语言的质

感、气息。 过了若干年，作家阿城评价汪

曾祺是‘仿佛如玉’，太准确了”。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葆华看

来，“老树画画”谈不上大众爆款，更像是

以趣缘为纽带的社交新媒体圈里的一

款 “减压产品”， 与此前的几米漫画、
“梵高奶奶” 等画作有一定共通之处。
不少人盼如“无脸男”般偷得浮生半日

闲，藉由画里诗间的小感动、小共鸣、
小确幸，找到压力释放的出口。

但互联网传播中存在的跟风、 粗

浅化倾向， 也会为文化热点的走红打

上问号： 当古典山水演绎的桃花源被

压缩为面目单 一 的 “暖 心 鸡 汤 ” 属

性 ， 仅被拿来一 味 浇 “避 世 ” 块 垒

时， 传统文人画中更丰富多元的一面

很容易被遮蔽了。 大众审美与独立精

神， 何尝不是当下艺术创作逃不开的

一对哲学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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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变味的“公益牌”
———谈谈电影《癫佬正传》和

《一念无明》聚焦精神疾病问题

罗萌

28 岁的导演黄进 ， 堪称今年金像

奖的赢家： 电影 《一念无明》 独揽新晋

导演、 最佳男配角、 最佳女配角三项重

奖。 无论题材还是导演年龄， 《一念无

明》 都让人联想到多年前的另一部典藏

级港片： 1986 年， 《癫佬正传》 上映，
导演尔冬升 29 岁。

《癫佬正传》 和 《一念无明》， 均

围绕城市空间下的精神疾病问题展开故

事。 前者同样是当年金像奖的热门片，
而电影中清丽动人的女记者叶德娴， 多

年以后， 在 《桃姐》 （2012） 里扮演风

烛残年的老佣人 ， 和许鞍华 、 刘 德 华

一起 ， 揽下一串大奖 。 今年金 像 奖 最

佳 女 主 角 属 于 另 一 位 老 去 的 花 旦———
《幸运是我》 里扮演阿尔兹海默症患者

的惠英红。
看起来南辕北辙， 不过， 这四部电

影结结实实地点出了多年以来香港金像

奖的一个细水长流的面向： 公益话题。
“公益牌 ” 的叙事基础 ， 往往是疾病 ：
以特定疾病人群为对象， 藉由讲故事的

形式， 引起社会性关注， 戏里戏外地生

发出安慰效果。 大银幕上的疾病， 永远

带有象征性， 肺病是文艺， 白血病是爱

情； 而 “公益牌” 的专属疾病， 就这几

年看下来 ， 一个是精神类 ， 一 个 是 阿

尔兹海默 ； 后者绑定 “无可奈 何 花 落

去”、 但需要以他人的温和目光相伴的

人生终途 ， 前者则关乎一个社 会 内 部

“正常” 的标准， 同时追究 “疯狂” 的

生产机制。
事关公益， 必定有血有泪。 阿尔兹

海 默 症 的 煽 情 能 力 ， 堪 称 敲 山 震 虎 ：
《幸运是我》 里， 看到侠女出身的惠英

红从一脸英气变一脸凄楚， 就算没有情

节铺垫， 心已经酸了一半。 不过， 也正

因为阿尔兹海默的不可逆转性， 就表现

空间而言， 终归有限。 以精神疾病为主

题， 就不一样了， 无论震撼力、 复杂程

度还是不可预知性， 都更胜一筹。
《一念无明》 为 2017 年的影坛带

来了一点惊喜； 而且， 与相隔三十年的

《癫佬正传》 交相辉映， 呈现出类似主

题的不同走向。
“劏房” 成为电影的副主题———在

一小间一小间的鸽子笼里， 曾志伟迎来

刚刚出院的儿子余文乐。 曾志伟老了，
余文乐长大， 两人身上的褶皱感， 非常

贴切地嵌入板墙的纹理中； “躁郁症”
和城市空间感发生共振———当父子俩被

逼迁时， 隔壁鸽笼的老人说： “有病就

要去青山 （精神病院）， 外面住的地方

那么小， 只会越来越疯。” 的确， 整部

影片最宽敞的镜头， 就落在青山医院的

花园里 。 带着一种讽刺的意味 ， “青

山 ” 成 了 乌 托 邦 代 名 词 ； 无 独 有 偶 ，
《癫佬正传》 里， 暂时康复的秦沛在回

忆 “青山 ” 时 ， 也用充满留恋 的 语 气

说 ： “青山很好 的……” 住 院 令 人 痊

愈， 出院却不免走向 “复发”， 这一观

点， 奠定了这类影片 “疯狂” 主题的悲

剧基调 ； 当然 ， 不是为了浪漫 化 “青

山”， 而是基于对城市贫民生活的逼仄

感的基本体认。 应当说， 黄进比当年的

尔冬升更加有意识地去表现现实问题：
余文乐的母亲是患精神病多年， 通过闪

回的叙述， 大致可以判断， 她本来娇生

惯养， 因为流落异乡， 嫁给身份卑微的

男人 ， 心理落差成了 “病因 ”； 另外 ，
同住劏房的有趣小孩 ， 对着一 株 番 茄

念 经 ： “你 要 争 气 呀 ， 要 向 上 流 动

呀。” 从叙事技巧的角度看， 其实是有

些刻意的， 但为 “公益” 计， 或者说，
为了在特殊故事里酝酿出 “普遍性 ”，
这种象征化的台词安排， 确实是便捷有

效的选择。
设置 “普遍性” 是打好一副 “公益

牌” 的必需， 然而， “普遍性” 的一发

不可收拾， 却可能让唯 “向善” 是尊的

公益精神 “变脸 ”。 《一念无明 》 里 ，
“普 遍 性 ” 可 谓 关 键 词 ， 具 体 来 说 ，
“病” 被普遍化了， 这一点， 也构成它

和 《癫佬正传》 的根本区别———后者清

晰容易地划分出 “有病” 和 “没病” 之

间的界线， 并以此为稳定基础， 讨论边

缘人群的管理和安抚问题。 这也是为什

么， 30 年前的 《癫佬正传 》 具有更为

纯正的社会纪录价值， 而今天的 《一念

无明 》， 虽然取用了现成的社会材料 ，
却最终走向内在、 暧昧和不可解。

余文乐饰演的阿东， 被认定、 也自

我 承 认 “躁 郁 ” ， 但 除 了 一 切 验 明 他

“有病” 的外部证据之外， 他比谁都正

常； 相应地， 他所面对的这些 “青山”
外面的人 ， 也在或多或少的病 态 地 活

着。 “病人—正常人” 的关系被有意识

地调换了， 而且成为影片的核心观念。
导演在这方面铺陈了大量细节， 其中有

的牵强， 比如母亲往儿子头上扎针， 认

为这样可以让孩子聪明点。 但也有相当

精彩的描述， 比如表现医生的机械式问

话： “吃不吃得下？ 睡不睡得着？ 想不

想自杀？ ……” 面无表情， 目光呆滞，
每个问题的尾音都稍稍上扬， 放大式地

凸显出 “常规的怪诞”。 更大胆、 更具

震撼力的， 是未婚妻 Jenny 在向教会朋

友和阿东倾诉个人经历时的情绪爆发，
她表情扭曲地哭喊 “我好憎恨你！ 但我

宽恕你 ！” “宽恕 ” 仿佛是对 “憎恨 ”
的 消 解 ， 然 而 ， 在 Jenny 的 声 嘶 力 竭

里， “宽恕” 的意味变得反讽了， 它更

像是自我胁迫， 一种针对不可抵抗的仇

恨情绪的勉强压抑。
负有 “躁郁症” 之名的阿东， 又被

赋予了另一重角色。 最后一幕， 在天台

上， 邻居们以为他要对孩子不利， 围拢

上来 ， 却又不敢靠近 ， 恐惧和 憎 恶 并

存， 他始终脸色平静， 默默把孩子抱下

来 ， 半高傲半怜惜地注视着眼 前 的 众

生———阿东和其他人之间， 似乎产生了

一种新的、 经济因素以外的关系， 一个

有意识的 “病人” 和一群蒙昧的 “正常

人” 之间的高下之分。
在 “病” 的普遍化过程中， 《一念

无明 》 走向了不可解决的解决 ： “回

家”。 阿东和父亲的拥抱表达了暂时的

内部结盟； 而在一分钟之前， 父亲还跟

邻居一样， 怀疑儿子会伤害他人。 因为

外部世界的迟钝和可疑， 这种结盟一方

面出于情感上的两厢情愿， 一方面也可

以被理解为无奈之举 。 作为影 片 的 结

尾 ， 恐怕难以安慰它的观众 ； “公 益

牌” 打到这一步， 也就变了脸色。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

院讲师）

百老汇“10亿美元俱乐部”皆已来沪

当红音乐剧《魔法坏女巫》主创申城揭秘“魔法”

“我一直对那些与所谓 ‘正常’
生活脱节的群体的故事感兴趣， 每个

从小迷失自我的 ‘异类’， 都是艾芙

芭的 ‘同类’。” 《魔法坏女巫》 词曲

作者斯蒂芬·施华茨在创作时也许未

曾 料 到 ， 他 笔 下 的 这 部 音 乐 剧 自

2003 年首演于百老汇后 ， 掀起了一

场席卷至今的 “魔法风暴”。
与其他两部跻身百老汇票房 10

亿 美 元 俱 乐 部 的 作 品 《剧 院 魅 影 》
《狮 子 王 》 一 样 ， 这 部 全 球 “现 象

级 ” 作品上周 也 来 到 申 城 ， 并 将 在

上汽·上海文 化 广 场 持 续 演 出 40 场

至 5 月 14 日。 日前国际巡演版驻场

导演雷恩·康斯坦丁、 音乐总监戴夫·
罗斯和两位女主角现身排练现场， 与

记者揭秘征服了全世界超过 5000 万

颗心的魔法何以诞生。

如 《哈利·波特》 般施
展抓住时代精神的魔法

不久前， 《魔法坏女巫》 获得英

国戏台之上奖颁发的 “最佳西区演出

奖”， 该奖颁出的奖项全部由观众投

票产生。 它在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

上演 10 年有余， 第 10 次获此殊荣，
足见粉丝对其喜爱程度。

“过去 6 年间我常来中国， 感受

到此地观众对 欧 美 优 秀 音 乐 剧 的 喜

爱， 而 《魔法坏女巫》 是我最想推荐

的作品， 它与同样有魔法学校的 《哈

利·波特 》 一样抓住了时代精神 。” 雷

恩·康斯坦丁认为， 该剧阐述现代女性

对爱情 、 友谊 、 独立等命题的 思 考 之

余， 更将社会课题搬上舞台， 体现了音

乐剧的社会价值。
饰 演 艾 芙 芭 的 杰 奎 琳·休 斯 说 ：

“‘坏女巫’ 的绿色皮肤代表人类的先天

缺陷 ， 但她拥有美丽的心灵 ， 不 屈 不

挠， 充满魅力。” 而卡莉·安德森忍不住

为其饰演的角色平反道： “有人觉得格

琳达是 ‘傻白甜’， 其实她很聪明， 只

是她不善于向别人敞开心扉， 总觉得自

己不完美。” 《魔法坏女巫》 构建的想

象空间处处映射着现实世界， 以复杂的

人性唤醒观众自我认知的觉醒。 杰奎琳

说： “作品告诉我们， 现实中你我也许

会被排挤、 孤立， 而成长始于勇敢坚信

自己的那一刻。”
全剧 22 首歌曲由好莱坞金牌词曲

作家斯蒂芬·施华茨创作， 其代表作有

《风中奇缘》 《埃及王子》 等。 就在喜

剧音乐剧集锦和模仿风靡百老 汇 的 当

口， 《魔法坏女巫》 却回归了传统。 正

如斯蒂芬所说： “不以 ‘后现代’ 方式

嘲弄小说改编的音乐剧， 仅通过对话和

歌曲讲述主角们扣人心弦的故事， 这样

更容易鼓励其他词曲作者关注到创作的

本质 。” 歌词隽永 、 旋律优美 的 《永

远》 中， 艾芙芭和格琳达历经重重磨难

成为挚友， 此刻又将天各一方， 她们互

道 祝 福 ， 并 愿 为 彼 此 做 更 优 秀 的 人 。
《人 见 人 爱 》 幽 默 的 歌 词 更 暗 藏 着 对

“看脸的世界” 的讽刺， 传递着戏剧中

的人文思考。

“细枝末节 ”的匠心打造
动人瞬间

如果说《魔法坏女巫》的成功建立在

主题引发的普遍共鸣之上， 那么专业化

的舞台呈现则放大了其中的情感张力。
雷恩·康斯坦丁认为该剧的长演不衰胜

在整体效果，“每顶假发、 每双长袜都流

淌着魅力， 所以会有很多观众一次次前

来挖掘新的动人点”。
从天而降的泡泡船、 悬于穹顶的神

秘地图、充满未来科技感的奥兹王国、不
对称的水晶吊灯……全剧共 54 个场景，
需近百人工作 4 天搭建完成， 舞美的复

杂繁丽可见一斑。 而宏大布景更会随着

情节发展变换， 如盘卧在舞台上空的机

械巨龙将适时苏醒。 充满机械质感的时

钟在布景中随处可见， 所有钟盘上的指

针也会适时走动， 营造女巫施展魔法并

掌控了世间万物的氛围。
记者探访文化广场后台换装区时，

发现18个衣柜中按照场景顺序， 整齐码

放着贴有不同演员名字的 “装备”：1818
个配件 （如珠宝、 帽子等）、350套服装、
319双鞋、147顶假发……翡翠城中人所

穿的绿色戏服每套需要4至5个月手缝完

成； 格琳达身着的重达20斤的公主裙拥

有45层荷叶边和10万枚珠片， 是全剧中

最重的服饰，换景时共有6位助理帮助她

在18秒内穿上这件裙子。
雷恩·康斯坦丁说： “也许正是这

份精微到细枝末节的匠心， 让艾芙芭找

到了全世界 5000 万个 ‘同类’。”

她的热情与坚定，让人心疼
———评热演百老汇音乐剧《魔法坏女巫》

孙诚

莎士比亚曾说过：“人生就像一匹

由善恶交织而成的布， 我们的善行必

须受我们过失的鞭挞， 才不会过分趾

高气扬； 我们的罪恶又赖我们的善行

把它们掩藏，才不会完全绝望。 ”音乐

剧《魔法坏女巫》中的女主角艾芙芭与

格琳达的一生仿佛就是这句话的真实

写照。
以造梦为宗旨的百老汇向来有演

绎童话的传统。 自上世纪80年代中的

《魔法黑森林》起，当代文化中的“黑童

话”潮流也影响到了百老汇。 与充满美

好希望、 色彩斑斓的传统童话相对立，
黑童话更像是成年人的读物。透过美好

的表象， 对我们惯常所认定的所谓的

美好事物进行质疑和重新审视， 或许

在打破并重构童话原著中的美好形象

之后，会再造出一个更大的、影响更为

广泛且含义更为深刻的“新童话”来。
西方文化中一直流传着女巫的传

说，1995年， 格雷戈里·马奎尔出版了

小说 《魔法坏女巫： 西方坏女巫的一

生》，对“坏女巫”的形象进行了创造性

的重述与颠覆， 同时也讲述了当代人

们对于友谊与爱情、善良与邪恶、独立

与成长的思考。 音乐剧《魔法坏女巫》
就是在此基础上创作的。

金发、苗条、广受欢迎的“白富美”
格琳达，身材壮硕、通体翠绿、不被人

待见的艾芙芭， 这两个看似绝不可能

成为朋友的姑娘， 却在一系列交流碰

撞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携手一起成长。然
而，随着奥兹国大巫师的出现，她们的友谊

走到了分叉口，人生道路也因此各不相同。
格琳达执迷于名望，被权利所蒙蔽；艾芙芭

则始终忠于自己的内心， 却有着令人意想

不到的结局……
双女主角的设置无疑是本剧的一大亮

点，两位女巫的戏份自始至终贯穿于全剧，
难分伯仲。 人们口中的“西方坏女巫”实质

上是位善良勇敢的姑娘， 而表面看似完美

的“好女巫”格琳达，却有着虚荣伪善的一

面， 完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人们对于邪恶

与正义的认知。
剧中还充斥着大量的隐喻， 奥兹大巫

师和校长对政权都有着强烈的欲望， 为维

护统治而不惜作恶。 在全球话语权遭到质

疑、种族歧视仍旧存在、恐怖活动四起的当

下， 此剧所包含的寓言或许能引起更多成

人观众的共鸣。故事内涵的多面性让《魔法

坏女巫》成为了一部老少皆宜、具有社会意

义的音乐剧。
第一幕终曲《抵抗地心引力》为全剧的

主打曲目，曲名是一个精妙的双关语，仅从

字面意思上看，代表了艾芙芭首次试飞，成
功抵抗地心引力的壮举， 另一方面则表述

出其内心守护正义、 与当权者决裂并勇于

反抗邪恶势力的坚定决心。 歌曲中女巫不

间断重复着这句关键台词， 且每次强调较

之前更为铿锵有力，音调也随之不断攀升，
体现出艾芙芭愈来愈坚定的信念意志。

音乐主题动机的呈现和发展与戏剧主

题的表现有着极高的吻合度。终场，艾
芙芭面对自己帮助过的人们不遗余力

地追杀后终对现实妥协，唱道“我能力

有限”，该歌词旋律较之前与格琳达的

合唱曲目《我们在一起，能力无限制》
的旋律相同， 但此刻主人公的自我认

知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有着极强的

反衬效果。
艾芙芭是如此富有爱心、 正义感

的女孩，她天真地以为只要坚持，不顾

一切地去奋斗，梦想终能实现。观众每

每在其歌声中 越 是 感 受 到 热 情 与 坚

定，越是让人心疼。心疼她绝不违背义

理的决心， 心疼她毅然决然亲手摧毁

梦想之路，只因她有颗美丽勇敢的心。
最终，虚伪战胜善良，真理选择退避。
那位坚守道德信仰、 力图使人民都感

到幸福的绿女孩，终究离开了我们，还
留下了千古骂名。

走出剧场的那一刻，“恶是推动社

会进步的动力， 正是人恶劣的情欲、贪
欲和权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黑格

尔的这句话在我脑海中盘旋，久久不能

散去。 艾芙芭、格琳达是“吃瓜群众”口
中的“好女巫”“坏女巫”，她们更是现实

中的你我他。 人的一生，多数决定都无

法逆转，就如同艾芙芭施展的魔咒。 惟

愿你我都能拥有格琳达那完美的外在，
又具备艾芙芭那颗善良勇敢的心。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剧
理论博士研究生）

辣 评

快 评

那些让时光柔软的图画书
■丰子恺：忠实于童心
丰子恺的画作使人感到温暖，这

离不开他对童心的忠实。 童年经验是
丰子恺创作的灵感源泉，他的画不仅富
于童趣，更是寓哲理于雅趣之中。 丰子
恺曾说，童年最不能忘三件小事：养蚕、
中秋赏月、与隔壁家的王囡囡交游。

叶圣陶曾用诗家惯说的两句话评
丰子恺的漫画 ：“出人意外 ， 入人意
中。”前者指他漫画题材大多是别人没

画过的，给人一种新鲜感，后者指题材几
乎都是大家感受过的， 因而能使人感到
亲切。

■几米漫画：图解世间邂逅
几米笔下弥漫着人世间的种种相遇

与分离。尤其是1999年出版的《向左走，
向右走》系列漫画，用长长的“景深”描绘
了一对年轻男女在不同场合的邂逅。

几米善于捕捉都市人稍纵即逝的情
绪体验，包括现代人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

隐痛与困顿，并将这些细微感受幻化
成诗意的文字和明丽的图画，揭示出
那些看似平静人生背后的惶惑。

■“梵高奶奶”：留下村庄每寸美
梵高奶奶，真名常秀峰，是来自

河南方城县的农村老太，70多岁突
然提起画笔，泼墨创作出百余幅画，
其率性而为、 真实朴拙的风格勾起
了许多人的一丝乡愁。在她的画里，
色彩就是感情， 线条勾勒出清晰记
忆，生动描摹了村庄的花草、动物、
老房子、田埂和土地，也讲述了母鸡
带小鸡、养蚕宝宝、割麦子、雪地抓
鸟等趣味盎然的故事。
本报实习生杨越童 记者许旸 整理

相关链接

拥有逾144万粉丝的“网红”老树新推出《春·醉

花阴》，他说，丰子恺是他喜欢的传统文人。
左图：不少读者盼如画中“无脸男”般偷得浮生

半日闲，藉由画里诗间的小感动、小共鸣、小确幸，找
到释放焦虑的出口。 （上海书画出版社供图）

上图：丰子恺的《子规啼血四更时，起视蚕稠怕

叶稀》插图细致入微描绘了养蚕过程。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许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