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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鹏飞

漫人·漫事·漫笔（四十三）



文/瓜 田 图/王成喜

老生常谈 王复羊

网上的一段短视频中，饭馆内
展开了一段有趣的对话：

女服务员：您要饭吗？
食客：我不要饭，来一碗拉面

就行。
女服务员：您吃大份吗？
食客：我不吃大粪……来小份

儿就行了。
女服务员：今天店里搞活动，加

一块钱配可乐。您配吗？
食客：我不配——你赶紧把拉

面上来就行了。
女服务员：拉面来了，这是刚拉

的，您趁热吃吧！
食客：刚拉的？你把我整得都

没有食欲了，你给我打包吧。
女服务员：拉面打包了。您还

装什么？
食客：我装什么？我什么也不

装！（愤而离去）
女服务员：先生，您一路走好！
短短的对话中，有六个笑点，前

面两个，就是谐音梗。女服务员是
想知道食客是不是要吃米饭（还有
面食可选择），有时候食客酒喝得差
不多的时候，服务员也会这样问问，
以便及时上饭。而“要饭”一词，在
中老年人的心头，是个很沉重的概
念。饥荒岁月，大人小孩流浪在外，
为了活命，走街串巷，讨一口吃的，
这才是“要饭”的本义，也就是当“叫
花子”。问客人是不是“要饭”，是很
失礼的。“吃大份”和“吃小份”，在北
京，因为都有儿化韵，所以产生不了
误会，但对于多数不使用儿化韵的
地方，“吃大份”和“吃大粪”区别就
不是很大了（重音其实有点不同）。

“您配吗”和“您还装什么”，也应该
属于同音梗。服务员的意思是“搭
配（可乐）”，但一旦组成了“你配吗”
的句式，挑衅气氛马上呼之欲出。
下面的“装”，大概是想问问，用不用
把餐具（筷子之类）装进去。可是，
一旦组成了“你还装什么”，意思就
全变了。拉面是“刚拉的”，需要“趁
热吃”，本来是没有毛病的。但是人
们更经常面临的“刚拉的”语境，并
不是说拉面。这个强烈不和谐的，
甚至令人恶心的联想，是尴尬的，可
笑的。送客人的时候，多半是说“慢
走”，而“一路走好”则是对往生者的
祝福。

一个段子，笑点多是个优点，但
并非越多越好。如果铺排不自然，
人工痕迹太重，效果也会受到较大
影响。上面的段子，至少“你配吗”
和“一路走好”两处，稍显牵强，可以
删去。另外，需要提醒的是，这种容
易引起生理不适的段子，尽管效果
有时候很强烈，但要慎用，尤其是吃
饭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拿出来。
否则，可能触犯众怒，得不偿失。

有一个比较经典的谐音梗，因
为同音词引发了误会，后果很严重：

办公室里，有一个大玻璃鱼缸。
小李没有养鱼，养了一些虾。虾这
个东西，熟了是红的，生活在水里的
活虾，颜色近乎透明，不细看，就找
不到。

一次，处长踱进小李的办公室，
在大鱼缸前面停下来，只见到几丛
水草和一些小石子儿，便问道：“小
李，你这么大一个鱼缸，怎么什么也
没养啊？”

小李赶忙站起来，答道：“领导，
虾呀——我养了啊，领导，虾啊！”

处长脸色登时就不好看了，他
讪讪地走了出去。小李也察觉到大
事不好，他急于挽回事态，一直追出
去，连连高喊道：“领导，真是虾啊！
您看，虾啊——”

上面的例子，是同音词引起误
会或者误解的。在幽默的升格型操
作中，利用同音或者谐音来制造谐
趣，在历代文人笑话中，随处可见。

清代两个重臣纪晓岚、和珅经
常在一起活动，他们之间开玩笑的
段子，常有流传。当时，纪晓岚的官
职是侍郎，而和珅是尚书。有一次
两个人同席，和珅见一只狗在桌子
下面啃骨头，便假装不认识，问道：

“是狼是狗？”纪晓岚知道他来者不
善，便立即回道：“垂尾是狼，上竖是
狗。”和珅想说“侍郎是狗”，纪晓岚
则指出，“尚书才是狗”。

清代智辩家纪晓岚与和珅，因
为身份和智力相仿，所谓棋逢对手，
两个人玩智力游戏的段子就比较
多。这些段子，到底是他们之间真
实发生的故事，还是后来人编造加
在他们身上，已经无从考证。窃以
为，多半还是后来好事者强加给他
们的吧。不过，对于研究幽默而言，
这些并不要紧。作为幽默学中的一
个重要现象，世人编段子，让许多幽
默家“坐享其成”的例子，不胜枚举。
纪晓岚、苏轼等文人，段子很多。阿
凡提等虚构的智慧象征人物，段子
就更多。因为参与
创作者太多，段子
质量难免良莠
不齐，使用的时
候，必须审慎。

你要饭吗？
——谐音梗是大众化的幽默利器

漫坛大哥王复羊

上世纪 80年代初，《吉林日
报》举办了一次全国性漫画征
稿比赛，计划在北京评选作品，
并有意邀请几位著名漫画家担
任评选委员。我先联系了素未
谋面的王复羊先生，向他说明
了情况。他听后只是询问了我
到达北京的时间，让我将征集
的作品带去。

到达北京后，王复羊先生
已为我安排好了住处，邀请我
共进晚餐。晚餐时，他告诉我，
已经邀请了丁聪、方成、英韬等
漫画家担任评委，评选场地也
已确定。这场原本有难度的活
动，得以顺利完成。

1993 年 ，我调至《人民日
报》社工作，家人和我先住进了
人民日报招待所。王复羊先生
得知后，主动与我联系，表示他
有一处空房，虽然面积不大，但
生活更为方便。幸运的是，单
位很快为我分配了住房。

2003 年，在一次漫画评选
会结束后，我正准备乘坐公交
车返回单位。这时，王复羊先
生向我招手，走到我身边说：

“听说你为母亲的病每月要花
很多钱。我有积蓄，可以借给
你。”我连忙回答：“暂时不用！
谢谢！谢谢！”

人在困难时，有人愿意伸
出援手，这种感受岂止是感激！

你多久没有读一本书了？
●韩晓艳

你多久没有读一本书了？
这个提问让我陷入了沉思，努
力回想上次真正沉浸于一本书
的时光，却惊讶地发现记忆模
糊。这如同警钟，猛然间震撼
了我的心灵。

在这个崇尚速度与效率的时
代，书本的墨香与纸张的触感似
乎已悄然褪色，各种电子产品成
为我们获取信息的便捷通道。短
视频、社交媒体、新闻快讯等碎片
化内容充斥生活，厚重的纸质书
则被遗忘在角落。

曾经，周末闲暇时总爱流连
于图书馆，精心挑选书籍，在静谧
的角落沉醉于阅读之中。那时，
时间仿佛凝固，唯有书页翻动的
声音与窗外偶尔的鸟鸣交织成曲，
至今仍让我心生向往。

然而，岁月匆匆，生活重担
接踵而至。工作、家庭、社交等
琐事占据了我们的日常，忙碌
与浮躁成为生活的常态，静心
阅读成了一种奢侈。手机成了
我们形影不离的伙伴，看短视
频成了快速放松的方式。我们
在短暂的欢愉中流连，抛却阅
读带来的深远影响。

阅读，是一场心灵的深度
旅行，旅途中收获的智慧与知
识，是任何碎片化信息都无法
比拟的。每当翻开书页，那份
熟悉的感觉便油然而生，仿佛
穿越时空，重回纯真的年代，重
拾梦想与希望的火种。

我们不应放弃阅读，因为
它是我们精神世界的灯塔。在
纷扰的世界中，阅读为我们提
供了一片宁静的港湾；在快节
奏的生活中，阅读帮助我们找
回平衡与节奏。

为了重拾阅读的乐趣，我
们首先要调整心态，摆脱碎片
化信息的干扰，学会静心品味。
其次，营造一个舒适的阅读环
境，无论是家中的温馨角落还
是图书馆的浩瀚书海，都能成
为心灵的栖息地。再者，选择
符合自己兴趣的书籍，探索不
同领域的智慧，让阅读成为一
场充满惊喜的探险。

让我们放下手机，拿起书
本，重新找回那个怀揣梦想、充
满希望的自己。在阅读中，寻
觅内心的宁静与安详，把握生
活的真谛与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