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人食，也快乐
【文/何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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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日本流传而来的餐厅单人位越来越红

火，但凡略小清新风格的餐厅只要提供单人座位都

能在社交网络上引发一波小热潮。截至2018年的

数据显示，我国的单身人口数量已经逼近2亿，相当

于一个俄罗斯再加上一个英国，两个国家的总人

口。而根据相关预测，到了2021年，我国的成年独

居人口将上升到9200万。面对这样庞大的一个消

费群体，商家们自然是不会错过商机，他们研究更好

的服务，应对单身经济大潮的到来。

像我这样的万年单身狗，在一人食的进程里遇

到过不少阻碍，比如一旦落座只能持续上菜吃完，中

间不敢离开餐桌，怕回来的时候就被服务员误会为

用餐结束，收走了全部餐具和菜品。又比如一旦遇

到用餐等候人数上升，心里隐隐开始不安，会不会是

被选为拼桌的首位候选者，必须得硬着头皮跟陌生

人一起把饭吃完。点菜上也很困难，除了一人份的

西式商务简餐似乎选不了其他菜系，要是勇敢走进

中餐厅，只能对着一盘菜坚持到底。

日本的服务业在这块的各类创举为其他国家提供

了不少借鉴。相对于我国提倡“一家人整整齐齐，团团

圆圆吃饭的氛围”，他们的“一人食”文化已然流传久

远，连深夜剧都能拍出一个《孤独的美食家》风靡邻国，

甚至关心在校生找不到饭搭子一起吃饭的愁苦，在这

两年专门为高校食堂设置了一人吃饭的座位。为了减

轻独自来店客人可能会产生的“被拼桌”的心理压力，

店家提供可爱的玩偶作陪，在菜单上也设计了减少食

材分量，减小餐具尺寸，还搭配一定数量蔬菜水果的，

合适一位客人单独食用的各种定食套餐。除了设计两

边都靠墙摆放，只配一张椅子的单人座，还设计了长条

桌配吧台凳，左右和前方都用隔板隔开的单人位。这

类位子近两年还衍生出了社交功能，顾客可以在电子

屏上选择要不要拉开中间的隔板，和另一个同样是独

自来吃饭的异性顾客面对面共同进餐。

数据分析认为，我国的外卖业之所以红火，某种

程度上跟庞大的单身群体也是分不开的，当他们觉

得独自走进餐厅有诸多不便时，点一下App叫份外

卖送到家里来是最自由轻松的选择。不过，随着越

来越多的餐厅，甚至整个服务行业开始重视单身经

济大潮，相信我们可以更潇洒地活出一番“一个人也

很快乐”的自由滋味来。

当大学同窗们在微信群里热烈地讨论着如何庆

祝入校二十周年的时候，晶还在伦敦郊外的蜗居里为

她的硕士毕业作品做着最后的冲刺。当年，她并没有

早读书，也没有跳级，和大家一样，今年已经实足三十

八岁了。

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候，辅导员和我们聊过一个话

题：遥想过自己十年后、二十年后的样子吗？当时真

的觉得好遥远，转眼，已经到了中年妇女、中年大叔的

年纪。

但是，看晶的照片，除了眼角的笑纹之外，和十八

岁的时候相比，差别真的不太大，那可能，就是大学班

主任嘴里所说的，眼里有光的缘故吧！

晶所选择的专业是策展人，她的日常生活通常是，

除了在学校上课，就是去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画

廊、分享会的路上。有太多新鲜的事物等着她去发现，

有太多有趣的灵魂等着她去发掘，她只有不断地睁大

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才不会错过接踵而来的一切。

三年前，晶经营着一家文青们争相打卡的网红

店，为了不扫这些热情粉丝的兴，她几乎是年中无休

的，每天做着重复了不知道多少次的“高颜值”蛋糕和

“上照款”饮料。她不敢随便更换菜单——毕竟大家

都是冲着那几道镇店之宝来的，如果被通知已经下架

了，那岂不是有去了假的网红店的嫌疑？终于，她还

是厌倦了，决定关店，从大学英语四级的水平起跳，直

接冲击雅思，去英国读硕士。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

在一年半之后，如愿以偿。

当同龄女同学在为如何处理婆媳关系而焦头烂

额的时候，她正在新锐画家的画室里研究着画家的笔

触；当同龄女同学在为如何让孩子挤入重点小学而伤

脑筋的时候，她正在诗歌朗诵会上琢磨着诗人的吟

诵；当同龄女同学在为丈夫喝醉晚归而河东狮吼的时

候，她正在不经意经过的林子里聆听着提琴的独奏

……这些新大陆，都让她的眼里，充满兴奋和好奇。

学的不是人情世故，而是如何寻求、表达真善美，回归

简单与纯粹。褪去了以往的各种习以为常，自然也就

有了光。

随着单身经济大潮越来越被重视，更潇洒地活出

一番“一个人也很快乐”的自由滋味指日可待。

眼里有光
永远年轻

【文/李佳】

除了眼角的笑纹之外，和十八岁的时候相比，

差别真的不太大，那可能，就是眼里有光的缘

故吧！

如果有什么在心脏上狠狠打过一拳的剧目，这么

多年，这么多场，数得出的还是《萨勒姆的女巫》：一个

原本平静的小镇，少女艾比盖尔引诱已婚雇主并与之

产生私情，这些被女主人知晓，少女被解雇。嫉妒与

不快让少女艾比盖尔玩笑式地杀鸡饮血诅咒女主

人。一个偶然事件却成为小镇追查女巫的导火索，艾

比盖尔为了洗脱罪名一次次说谎；为了保住神职，牧

师请来朋友肃清女巫；严刑拷打下被迫编造女巫存在

的黑奴……昔日的小镇人民在谎言和名誉的协迫里，

开始了丧心病狂的相互揭发与告密。

人性的恶与集体的极端同化，在《萨勒姆的女巫》

里被演绎到极致。纯朴而善良的居民，相互之间亲密

的朋友一夜之间变成了互相猜忌的敌人，家人、夫妻

的亲缘关系也在揭发里变得一文不值。更为可怕的

是，人人都希望成为集体所保护的个体，而这个集体

结盟的基础正是排挤和迫害某个个体。在萨勒姆镇，

实际群体行为的主导变成了公权，变成了非官方的集

体与庸众，或者说“大多数人”，他们掌握了审判、正

义、法度的话语权。艾比盖尔在一场揭发中变成了新

的大众领袖，掌握了左右集体行使权利的权力。

女巫在语境里并不存在，但某种意义上说假称自

己被巫术附身的艾比盖尔就是女巫本身。然而在女

巫事件之后，小镇居民却在揭发、告密、互相针对里陷

入了迷狂状态。艾比盖尔打开魔盒，让居民陷入集体

的狂热，从“人”变成了“魔鬼”。而那些想要靠近道德

与良知的人，像普罗科托这样为了其他人免受无妄之

灾而承认有罪的个体，不仅被判以绞刑，还被集体放

逐。到本剧的高潮，普罗科托赴死完成自我救赎，终

于完成了找到一个完整自我的过程。

但戏剧的魅力正是这种艺术升华，我想阿瑟·米

勒和老维克剧院想说的并不是上帝已死，魔鬼在人心

里肆虐，而是正因为人性是有恶的、人是容易受到他

人影响与诱惑的，信仰和正义才显得可贵，那些坚持

道德准绳的灵魂才可贵。

〈〈〈 乐活记

〉〉〉光影记

〈〈〈 攻心记

正因为人性是有恶的、人是容易受到他人影响

与诱惑的，信仰和正义才显得可贵，那些坚持

道德准绳的灵魂才可贵。

女巫
是不存在的

【文/老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