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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

1980年，中国第一本时尚类杂志《时装》在
北京创刊。

这年夏天，由北京橡胶厂设计的半高跟胶
底女凉鞋投放市场，很快受到女性们的追捧。

1981年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
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
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
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
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
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
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4年 10月，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解放军
艺术学院等10所艺术院校在《北京晚报》联合
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模特儿。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
这项启事吸引了171个报名者，大多数是

待业青年。在他们中要精选出20名女性和10
名男性模特儿，年龄在17至30岁之间，每月固
定工资40元，每小时造型时还可以得到津贴，
预计每月收入可以超过100元，聘用合同以半
年为期。

以前学校请模特儿都是靠教师学生介绍，
自从经济政策允许发展个体户以后，找模特儿
越来越难了，有关院校建议公开招聘，文化部
同意了。

由于封建旧传统观念的束缚，做模特儿被
认为是羞耻的。有些报名者不敢告诉父母，要
求不要公开自己的名字。

1985 年，一位年仅 19岁的农村姑娘陈素
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女友介绍去南京
艺术学院当人体模特儿。

陈素华赤身裸体给人画像，这在当地人眼
里简直是邪恶。父母亲终于明白了女儿干的

“丑事”，怒不可遏，不让她再出门去“丢人现
眼”。乡村里，天天有人来看“新闻”。走到哪
里，都有人戳着脊梁骨骂她。她终于被逼疯

了，脱光了衣服往屋外跑。
93岁的刘海粟大师，知道陈素华被逼疯的

消息后，特意寄了1000元港币来。（天天：《蒙难
人体女模特儿的畸形家庭》，1988 年 10 期《家
庭》）

其他模特，显然比陈素华幸运。《法国费加
罗报》1985年7月27日报道，中国模特儿来巴
黎为皮尔·卡丹作表演。这是中国模特儿第一
次被允许出国。这8位姑娘同其他25名男女
一起在工人体育馆激起了阵阵掌声。那是皮
尔·卡丹在中国举办的第4次时装表演。1.5万
名热情的观众欣赏了这位高级时装设计师
1985—1986年度的最新样品。但是，胸肩过于
袒露、紧身裙大腿部分开衩太高……这些东西
在看台上引起了惊讶和反感。

1986 年 11 月，在深圳举行了全国第四届
《力士杯》男女健美比赛，这是中国女子健美运
动员第一次着装比基尼比赛服（包括两片相连
的乳罩和一条三角短裤，俗称“三件头”），在一
年一度的全国最高级的健美比赛中首次亮相。

大会组委会新闻宣传部黄序作部长25日
午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比赛是由深圳市
健身会根据最新国际规则提出方案，经组委会
批准后举行的。男女比赛服装按国际比赛要
求，女运动员要穿比基尼健美服参赛。“三点
式”俗称不妥，容易引起人们的曲解。比基尼
健美服是国际健美协会竞赛规则规定穿的服
装，这和击剑运动员穿的击剑服，摔跤运动员
穿的摔跤服一样，是比赛的需要、评分的需要，
不应该有什么大惊小怪。（郭殿卿：《男女健美
邀请赛日前在深圳揭幕》，1986 年 11 月 30 日

《生活周刊》）
从深圳掀起的比基尼冲击波从南到北震

撼着中国这块古老而又保守的土地，从此女子
健美热迅速传遍祖国大地。这应了西方一句
俗语：“比基尼告诉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
就是自由。”

明日关注：“菜花头”和“波浪头”

小哥，真爷们儿

齐秦，江湖人称小哥，我们70后一代
心目中无可替代的传奇。

当年他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演唱会
时，我还是个穷学生，买不起门票。正好有
个好朋友在工体当实习生，可以利用他那
点儿微弱的“职权”，把我领进工体院门，然
后抱歉地对我说：“哥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记得体育馆外面有一个很高的消防梯，直
通顶部，无人值守。我就蹑手蹑脚顺着梯
子爬上去，小心翼翼地攀在屋顶的铁架子
上，傲视人群，俯瞰小哥，全景尽收眼底。
谁说这不是真爱我跟谁急。

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件事沉积多年以
后，会成就我和小哥之间的一段缘分。

2013年初，第一季《我是歌手》开录前，
每位歌手都要选择自己的经纪人。在他们
七位中间，小哥无疑是最大的牌。可惜我
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我走上前，对他说了两句话。第一，
当年我没钱买票，趴在工体房顶的铁架子
上听过你的演唱会。第二，所有的经纪人
当中，我跟台领导关系最好，选我，没错
的。

小哥笑得要命，二话没说，签下了我。
我和小哥特别投缘。都是祖籍山东，

生在东北。好交朋友、骑机车、唱歌、喝酒、
爱吃大蒜，怒了还会动手打架。骨子里都
是纯爷们儿。听他唱《北方的狼》，会忍不
住仰天长啸，恨不能同去草原，亮出嗜血的
牙齿追寻目标。

小哥真性情，带他参赛，回回都少不了
酒。一开始我不明就里，他要喝，我就陪他
喝，却见他身边的人战战兢兢，欲言又止。
后来他们才告诉我，小哥喝了酒，你要敢惹
他，拳头可是很厉害的。

我方知自己是在“舍命陪君子”，当时

还认真考虑了一下，万一被他打，我还不还
手呢？不还手，大概不可能，因为我这副身
子骨架不住被人打啊，从小练就的本领就
是自卫还击快而猛。但是如果还手，我应
该照哪儿打才合适呢？

好在那次，小哥及时打住，没喝高。跟
我在饭桌上把酒言欢的时候，他一定没想
到我的笑容背后还有那么复杂的心路历
程。

事实证明，我的心路历程绝非多余。
有一次小哥唱完，《我是歌手》摄制组去212
房间采访他，我看见他的助理小赵站在门
口，用手捂着眼睛。“怎么了？没休息好？”
我问他。

“不是。”他摇头，“小哥昨天喝酒了。”
然后把手拿开让我看，嗬，好一个乌眼

青！小赵不无委屈地说：“我就是拉了他一
下，叫他别喝了，他一挥手说别管……”隔
了一周，再次开唱，再次采访，还是老地
方。又看见小赵捂着眼睛站在门口，一脸
惆怅的样子。“还没好啊？”我表示深度关
切。“他又喝酒了。上次是左边，这次是右
边。”小赵说，“还好不是同时，否则真成熊
猫了。”即便如此，跟在小哥身边的人，仍然
对他尊敬有加。性情中人，偶尔失控，自是
难免。大家都记得他被烧伤吧，那次他累
了在房间按摩，按摩的小姑娘实在太困了，
拿起半罐酒精点上火，直接扣在了他背
上。他老婆说，当时冲进卧室，见他浑身是
火在地上打滚，全凭年轻时打架的功底反
应快呀！

事情闹大了，大家都认为那小姑娘完
了，烧伤普通人都赔不起，何况是巨星！谁
知小哥轻描淡写地说：“算了，别难为那孩
子，她不容易。赔个几万对我起不了作用，
她可得倾家荡产了，何必呢？”

听见没？这就是小哥，真爷们儿！
明日关注：欧洲巡演受追捧

去了一趟大理，我害上了相思病。虽然回
来有段时日了，但是每晚夜深人静之时，我的
思绪总会伴着《小河淌水》那优美的旋律重回
大理。在洱海边聆听一个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在千年古盐村诺邓的石阶上徘徊，在茶马古道
上听老人们讲述马帮的故事……

9月下旬，我有幸参加了“百名文化记者大
理行”活动，和众多文化记者一起相聚云南大
理，去探寻这颗高原明珠的神秘和瑰丽。一到
大理，我便被蔚蓝天空中那一朵朵洁白如雪、
状如棉花的云团吸引。深居北方，习惯了雾霾
和沙尘暴的我感觉自己好像是进入了仙境一
般。天空好像变低了，云也离我们更近了，我
屏住呼吸，生怕出一口气把这团“棉花”给吹
走。

漫步洱海公园，眼前是辽阔的海面，头顶
是在阳光照射下忽明忽暗的云团，身后是巍峨
的苍山，耳边是一对对小情侣打情骂俏的嬉笑
声。好一副美丽的高原山水画，我感觉自己仿
佛也被融化在了画中。

“哎，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
阿哥在深山……”进入弥渡，导游小妹一首旋
律优美的《小河淌水》让车上昏昏沉沉的我们

顿时清醒。
《小河淌水》被誉为“东方小夜曲”，因其优

美的旋律，被国内外众多知名艺术家和艺术团
体以各种形式进行演绎。它讲述的是一个凄
美的爱情故事：彝族小伙康帅在走马帮的路上
遇到了美丽的姑娘阿细，两人在一条小河边定
了终身，并相约等康帅这趟回来就结婚。日子
一天一天过去，康帅始终没有回来，阿细就一
直等。原来康帅早就在路上遇到意外去世
了。痴情的阿细经常来到小河边等，陪伴她的
只有哗哗的河水和那夜晚的月光。最终，阿细
终身未嫁，一直等到了80多岁去世……

那条小河叫亚溪河，位于弥渡县密祉镇，
河面不宽，水流平缓，两岸青草葱茏。秋日的
午后，静坐河边，那潺潺的流水仿佛在向你诉
说阿细姑娘对康帅无限的思念。

小河旁就是汉藏之间因茶马互市而形成
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穿密祉镇文盛街而过，
街上的引马石，在阳光下犹如一条银丝带伸向
远方。

文盛街上偶尔也能看到马队的身影，不过
这已经不是长途跋涉的马帮，而只是附近村民
在运材料。站在悠悠茶马古道上，耳畔又响起
了当地居民唱起的《小河淌水》，透过那低回悠
长的旋律，茶马古道上的那份依依不舍、翘首
企盼、焦灼等待仿佛就在眼前，从模糊到清晰，
从眼前到永恒……

茶马古道上究竟发生过多少故事，又寄托
了多少人的梦想和爱恨情仇，叮叮当当的马铃
声也许正是在向我们讲述这一切……

大理是纯洁的、质朴的，她犹如一朵俏丽
的金花，不需要任何化妆，揭开盖头，她的素装
就足以让你魂牵梦绕。难怪《解放军报》的一
位前辈感慨：来到大理，真想谈一场恋爱。

期待着再来大理，期待着和她谈一场浪漫
的恋爱！

去大理谈场恋爱
◎朱丙强

平顶山新闻网 ——鹰城网事
投/稿/论/坛@

小石和小凡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
都是县城的小职员。他们夫妻恩爱，相敬
如宾，一双儿女，活泼可爱，家庭美满，生活
幸福，很是让别人羡慕。可是他们平静幸
福的生活却被一场体检打破。

年初的时候，小凡的单位组织职工进行
了一次例行体检。体检的结果让所有人都
感到颇为意外，年轻的小凡被查出罹患肠
癌。这对小石和小凡来说，不啻晴天霹雳。
小凡一时接受不了命运对她的不公，痛不欲
生，情绪低落。小石百般安慰她说，只要精
心治疗，一切都可以改变，只要有良好的心
态，相信她一定可以创造奇迹的。在小石无
微不至地照顾下，小凡也渐渐接受了摆在面
前的事实，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通过几次
化疗以后，小凡的病情渐趋稳定。

小凡在医院治疗的同时，小石也积极
搜集有关民间偏方，他暗下决心，只要有百
分之一的希望，他就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小石听别人说，喝小麦汁对小凡的病有好
处，因为小麦汁具有遏制肿瘤、消炎退热、
疏利肠胃的功效。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小
凡。小凡笑着说：“你哪有那么多小麦苗

啊？”小石望着妻子，坚定地说：“到时我种
一片给你！”

很快就到了播种冬小麦的季节，小石
真的回到了农村老家，找到当队长的二叔，
说是想找一块地种小麦。二叔把他瞅了半
天，问他种小麦干啥，他把实情告诉了二
叔。二叔说，现在农村唯一不缺的就是土
地，因为大家都外出务工，土地成片成片撂
荒了，你想种哪块就种哪块。在二叔的帮
助下，他找了一亩比较肥沃的地，犁地耘
地，然后种了小麦种子，并且没有施任何肥
料，他要保持绿色天然。

几场秋雨下过，小麦的种子发芽了，渐
渐地钻出大地，为贫乏的大地增添一抹动
人的绿意。慢慢的麦苗长高了，那一亩地
的小麦尽情地展现出一片勃勃的生机。

小石每天清晨都起得很早，趁着霜露，
赶回老家，弄回新鲜的麦苗，然后榨成小麦
汁，让小凡喝。

小凡每次都认真地喝下，因为她明白，
那些绿色的“血液”会流进自己的身体，在
自己的血液里汩汩流淌，她知道那里面饱
含着丈夫的心血和浓浓爱意。

为你种一片麦
◎黄森林

邻居大纲过惯了节俭日子，家里的日
常用品出了点问题，他总是修来修去舍不
得丢。

上星期，大纲岳父的随身听摔了一下，
不发声了，就送过来叫大纲帮着看看。大
纲折腾了好几天，总算又给整好了，只是

“吱吱”的有了杂音。大纲媳妇在一旁建
议：“爸爸喜欢随身带着听戏曲，这个有了
噪声就扔掉吧，回来再给他换个新的。”

大纲闻听，不悦地接话道：“有了点噪声
就扔掉换新的？那你爸有气管炎的老病根，
天天‘吼吼’地喘粗气，你妈咋不换新的？”

咋不换新的
◎杨 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