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D
2012年11月30日 星期五 编辑：张亚男 美编 组版：郭晓妮

逼我吃素，

不如杀了我

在潍坊市一家律师事
务所做律师的崔建平向平
时在一块踢球的哥们儿下
决心：以后要改吃素食
了。

崔建平的理由很简
单，吃了二十多年的荤
食，还是奇瘦无比。崔建
平还列举了动物界中的牛
和大象，他说，以形补形
的想法根本不靠谱，吃肉
并不一定长肉，看看水牛
和大象，虽然吃草，身体
却强壮得很。以他的口
气，大有与牛和大象为伍
的决心。听崔建平这么一
说，他的哥们儿们也只能
一笑置之。然而，不可阻
挡的是，身边不断有人加
入了素食主义者的行列。

这个冬天，今年26岁
的王蓓蓓终于在母亲的影
响下改变了自己的口味。
可是仅仅坚持了一个星
期，王蓓蓓还是忍不住
“打回原形”：一个星期
的瓜果蔬菜，王蓓蓓觉得
自己便成了一只兔子。做
一个素食主义者不是那么
简单的事，“逼我吃素，
不如杀了我吧”，王蓓蓓
歇斯底里地抱怨。

王蓓蓓的妈妈是个纯
粹的素食主义者，几十年
来半点荤腥都不沾，而这
种饮食方式也严重影响着
他们全家人的生活方式，
但王蓓蓓却是个肉食主义
者，一天不吃肉就浑身不
自在，可妈妈却认为，吃
肉不健康，而且动不动就
教训她“不是觉得自己胖
么？那还吃什么肉啊”。
可王蓓蓓觉得，胖归胖，
肉不能不吃，也不能少
吃。于是过了几天兔子般
的日子后，王蓓蓓毅然绝
然地回归到了正常的生
活。

吃什么，

用不着兴师动众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
么食素，我说，是为了尊
重其他生命，挽救地球的
危机，更是为了自己健
康，当今人类新发传
染病 8 0 % 都来自动
物，在所有的动物
传 染 病 中 ， 有
50%是可以传给
人类的，”山
东新拓发展
有 限 公 司
的 董 事

长陈良斌告诉记者，“当
然，我有时候也觉得素食
挺酷的。”和陈良斌一
样，对很多人来说，素食
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可是，对潍坊学院教
授李亮来说，不管吃素还
是吃荤都用不着兴师动众
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吃
素不过是附庸风雅的一种
方式罢了。

李亮教授说，在古
代，肉食者多为统治者，
而平民百姓多为素食者。
众所周知，蔬食并不是后
来所说的素食，百姓们当
然更不是素食主义者，因
为肉食在他们当时看来，
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们
并非甘心于素食，也不是
有意选择素食，而是处于
一种被动的素食状态。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古往今来，素食的倡导者
是甘于素食，但是出发点
却未必一样。我们从这些
素食主义者之中，既能够
看出一个佛教徒的慈悲之
心，也可以看到山居高士
的淡泊之志，同样也可以
端详出吃腻了荤食的贵族
们的尝趣之心。

如今，我们所说的素
食主义也早已不同于以往
的素食主义，它呈现出全
新的面貌和特质。除了手
法上的更改，从文化风气
上，新素食主义也不再是
出于宗教的禁忌和约束。
素食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
环保、健康生活方式。在新
素食主义者看来，素食与
环保、动物保护一样，代
表着一种“不受污染”
的文化品位和现代意
识。有时候，难免会
落入跟风的嫌疑，
但即使这素食只是
一种现代人的姿
态也罢，这已经
是一股不可逆
转的潮流。

当习惯“商业化”

成流行

越来越多的素食餐馆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餐饮
市场上，通过走访记者发
现，素食、斋菜在潍坊的
饮食市场上，可以说是一
个发展的大方向，这几年
发展的速度也很快，许多
餐饮经营大老板也向素食
过渡、倾斜。从以前的酒
楼单一配套的素菜菜式，
到现在的专业素菜食店，
潍坊素菜在短短几年的时
间就实现了从业余配套到
专业经营的跨越。

另外，新式素菜馆的
发展还有一个新特点，即
素菜馆的新定位。如今大
多素食餐馆针对的不再局
限于素食人群，它们更多
针对的是素食爱好者和好
奇者。众所周知，城市里
的白领正兴起美容、减肥
瘦身的大潮，越来越多的
人在减少肉食，很多素菜
馆借此推出很多点心、汤
水和特色菜，符合如今城
市消费者的心态，生意火
爆。

然而，还是有业界人
士对潍坊的素菜市场表示
了担忧和怀疑。有种说法
是：这是饮食商业上的一
个投资热点，但按目前的
实际情况来看，未来的前
景不大乐观，总的来说，大
多素菜馆只是从就餐环境
来做文章，最终导致环境
上专业，菜不专业，材料上
很多素菜馆标榜原生态，
这大多值得肯定，但在食
用油上，多数并不规范，
不符合素菜用油标准，
有 些 菜 馆 为 取 得 效
果，还在菜上加入些
许色素，严重危害
消费者健康。

多数素菜馆
的 菜 量 少 ，成
本 低 ， 易 于
获得暴利。
比 如 二 三
十 块 一
个 素

菜，菜量却不到平常荤菜
的一半，价格相对比荤菜
高。因此也有很多抱着好
奇心想品尝的消费者在吃
一次之后，就顿生不值得
之感。

身边的朋友，越来越
多地趋向素食，这已经是
不争的事实了。“萝卜青
菜，各有所爱”，这话还
真是至理名言。有人爱大
鱼大肉，有人却素字为
先；有人爱浓油赤酱，有
人却偏爱日日清淡，口味
这东西，就是这么难以说
清。从口味上来分辨素食
的流行，确实很难。

吃，与道德有关吗

据说，素食来源于古
希腊贵族的一种生活方
式。

医学家说，素食可以
有效预防很多能致命的疾
病；道德高尚的人认为，
素食可以抑制人性中的残
忍潜质；动物保护者说，
素食表现了人类对动物的
终极关怀；时尚的追求者
说，素食能体现一个人的
优雅高贵的气质，也是一
种引领社会潮流的方式。

李亮教授告诉记者，
从人体营养的需要出发去
选择食物，很多时候，人
们自己都没有选择的余
地。即使有了选择的可
能，他也会大声说：去你
的素食主义。李教授说，
他并不是以一个肉食者去
轻视一个素食者，只是认
为把一种进食习惯上升为
“主义”太夸张了。在有
些人的眼里，素食显然已
不是口号上的意义，它可
能已经成为一种贵族徽
标、一种时尚潮流，甚至
是一种自恋方式。李教授
觉得这是可笑至极的。

不少人说，我们好不
容易吃上肉了，你们却吃
起野菜了。因为他们坚信
吃野菜才代表时尚、代表
品位。为了给自己贴上
“有品位”的标签而成为
一个素食者，这就叫“素
食主义”？一方面，这些
人在大力宣扬“素食主
义”，一方面，我们却看
到农村小河里的龙虾、田
里的青蛙越来越少了。

荤素搭配，对自
己的口味，吃得开
心，吃完不反胃，
就行了。千万别
把自己的简单
的生活习惯上
升到“主义”
那么高。

纠结吃素还是吃荤的时候，细想想，

其实你吃什么，没必要被道德绑架

吃得开心就好

物质匮乏的年代，有人大
口吃肉，那种生活是令人羡慕
的。可现在，“富吃素、穷吃肉”
倒成了现实中的反转剧。

吃素，有人为了健康，有人
为了摆谱，有人为了跟风，有人
为了时尚，有的人则上升为主
义……其实，吃什么有那重要
么？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我
们，装什么装？

本报记者 蔚晓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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