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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遇遇上上青青岛岛
爱爱情情和和距距离离赛赛跑跑

有句话说距离产生美，但是赵本山说“距离拉开了，美
没了”，那是老迈的白云和黑土的故事，结婚不久的年轻人
呢？在济南工作的小刘和妻子是双城生活的一个样板。一
个在济南，一个在青岛，两个人的爱情就是在跟距离赛跑

马伊俐主演过一部讲述双城
生活的电视剧就叫《双城生活》。
主人公之间，你来我往，家庭争斗
式的生活场面，让很多观众捧腹
大笑，而又潸然泪下。随着社会生
活压力的增大，年轻人双城生活
的方式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而
小刘和妻子小张两人的双城生活
和电视剧类似，生活的甜蜜、争
吵、危机都因为距离而产生。两个
人就像雨燕一样，当烈烈的寒风
吹来时，互相触碰的双翼相互协
助，才能抵御风雨的侵袭。

小刘和妻子同是济南人。两
个人经人介绍相识、相恋、结合，
但是因为妻子一直在青岛工作，
两人就和距离打起拉锯战。

每两周才相聚一次，让两个
人的每次见面既亲密又显得有些
陌生。陌生是因为两人认识一年
多才结婚，这期间一直是两地分
居的状态。每次见面，两人总有种
初恋般的青涩滋味。偶尔交汇的
眼神、勾勾手指的小动作、海风吹
撩起的衣襟裹着的暖意，都让两
人有着丝丝的怦然心动。亲密则

是因为他们比恋人的关系更进一
步，私房体己的话不免就很多，所
谓小别胜新婚，不外如是。

为了消除这种疏离感，小刘
想出了一个主意——— 每周想一个
见面的主题。比如，这次见面的主
题是如果有了孩子会怎么办，两
人会就这个话题，展开一晚上的
沟通讨论。有争吵、有打闹，但是
总归是甜蜜的。老婆说，以后孩子
跟你姓但名由我来起。小刘就反
驳说，不行不行，名字还是爷爷奶
奶起。一会老婆又说，那我希望生
个女孩，我可以给她买各种好看
的衣服。小刘又反驳说，不行不
行，还是男孩好，男孩比女孩皮
实。但两人聊着聊着，最后又都会
改口，说男孩女孩都一样，只要健
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双城生活其中最大的一部
分支出是交通费。在《双城生活》
里，男女主人公一个在上海，一
个在北京，来往都靠坐飞机，时
间、财力都消耗得特别大。而济
青两地，来往的交通成本比北京
上海低得多，但是一个来回也要
250多元的动车票钱。而且加上
路上的时间，成本也不算低。因

此小刘都尽量合理利用时间，能
多腾出一点是一点。

每周五，小刘就会提前把工
作做完，然后尽量坐下午三四点
左右的动车，这样到了青岛正好
晚上六七点钟。两个人可以一起
吃顿晚饭。而返程时是周日，小刘
尽量买晚上最末的一班动车，到
了济南正好晚上11点多，基本不
耽误睡觉，也不耽误第二天的工
作。和距离赛跑，工作时间和休假
时间都要合理配置，小刘一点都
不能疏忽。

远距离吵架是两人目
前面临的最大障碍。用小
刘的话说，平时两个人不
在一起，都靠电话维持关
系，但是一旦在电话里有
个言语差错，两个人就能
冷战好几天。谁也不愿意
先给谁打电话。而如果两
个人能够天天住在一
起，天天见面，像这
样冷战的可能
性就会大大降
低。对于如何克
服这一点，小刘
和妻子两个人

都在互相磨合，找寻一个最佳的
契合点。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
里写道：“我们不去追求完美的理
想，不去追寻那势不可得的事物，
不去穷究那些不可得知的东
西……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
去调整我们的人生，使我们
得以和平地工作，旷达地忍
耐，幸福地生活。”生活不就
是这样吗？小刘对此很认同。

有家小店

有种周末

■样本档案

刘润发 工作：某房产公司项目总监；月收入：5000元；
家中成员：两口之家；星座：双鱼座
生活宣言：要做就做最好的；人生信条：爱情至上。

明明信信片片上上的的
手手绘绘旅旅行行

文/片 王茂林

二十年前，明信
片在校园周边大行
其道，二十年后谁再
向亲友寄明信片显
得老土了。而手绘的
明信片，让这个已退
到台后的角色又有
了一个跑龙套的机
会——— 戏份虽不多
但还能出点彩儿。

中秋过后的济南曲水亭
街，绿色渐退，但在流水、垂柳
和幽静相伴下，仍别有一番韵
致。这里的美自然与环境有关，
但更多的是因为这里有着几百
年甚至上千载泉城文化的积
淀。一个很有文化创意的小店
设在这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这家小店叫做“一行手绘概念
书店”。

因为小——— 只有十几个平
方；因为所处并不繁华——— 既不
像其北面的大明湖路车水马龙，
也不像其南面的泉城路行人如
织，使得这个小店显得分外安
静，但这恰到好处，就像艺术也
正需要安静一样。

安静却并不缺乏故事，除
了经营与交流，在这家小店，更
有意思的故事差不多都是与这
里特有的手绘明信片有关。

这里叫书店，其实与书并
没有多大关系。顾客或游客推
门而入的一瞬间，会被书店的
名堂和店内布置形成的反差给
闪一下。

这个十多个平方的小店里
只两排“书架”，而架上摆的不是
书，而是一摞摞原木色的小信封
大小的纸袋，那袋子里装的就是
印制好的手绘明信片。一袋二十
张，售价一般为二十元。一袋绘
出各种风景和意境的明信片就
组成一个画册，可以看做是一册
无字的小书，概念书店的“概念”
就该是这个意思了。

1 一家不卖书的
“书店”

3 故事来自远方、走向远方

2 手绘让明信片复活

一行手绘概念书店里的手绘明信片。

苏州姑娘阿彩在逛完了
大明湖后，不经意间走上了有
些江南味道的曲水亭街。她踏
进一行手绘概念书店时，同样
被晃了一下。当她了解其中含
义时，她对这家其貌不扬的小
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用其貌不扬丝毫没有贬低
这家小店，它不仅小，店内布置
更显出它的挤挤巴巴，除了书

架，店中央空间都被简易地拼
在一起的书桌和椅子占据了，
除了几条塑料拉花，室内几乎
没有装饰。但这并不妨碍一种
比较新鲜的艺术形式在这里停
留。阿彩姑娘打开一袋袋手绘
明信片时，被吸引住了。

二十年前，明信片在校园周
边大行其道，二十年后谁再向亲
友寄明信片显得老土了。而手绘

的明信片，让这个已退到台后的
角色又有了一个跑龙套的机
会——— 戏份虽不多但还能出点
彩儿。这精彩就在于，它有了更
多的原创成分，也与艺术更为接
近。这些用钢笔或美工笔勾画出
的图画，虽没有摄影作品那样丰
满圆滑，但在粗朴中有了更浓的
人文的东西。当你握住它的脉
搏，你会感觉到它是活的。

这是一个正在扩张的小
店，一年半过后，虽然它还是那
么窄小，但它所装载的内容却
大大增加。这里的书架上，从最
初的只有几个主题的明信片，
到现在已发展到有 50 多种。

小店的扩张是靠主人用
脚掌走出来的。9月份路磊刚
刚完成了韩国的手绘旅行，这
个月他又要去往日本了。

手绘旅行的鼻祖据说是日
本一个名叫妹尾河童的舞台设
计家，她在《窥视印度》一书中，
对过往的旅店全都精细地画下
房间俯视图。我国手绘作品并不
会如此详尽和写实，更多是包含
了写意的感觉，“一行手绘概念
书店”里的作品也是如此。

当然，手绘明信片对于手绘
旅行来说，只是一种艺术行动的

副产品，但这种副产品却成为它
传播或者扩张的一个支撑。

这家小店在经营上还有
个很有意思的方式，就是代为
邮寄，在小店的墙壁上挂着多
个绿色“邮箱”，顾客买下明信
片后可委托他们邮寄，不仅可
以邮寄给亲朋好友，也可以邮
寄给未来的自己，这也算是小
店在时间上的一个扩张吧。

4 正在“扩张”中的小店

这些明信片不只记录泉
城，明信片上的故事更多来自
远方，而又被来自远方的游客
带到远方。

这家小店所经营的明信片基
本上是自产自销，其中许多精彩
的作品是出自店主路磊之手。这
家店名字的前两个字“一行”，像

是在告诉人们这些作品都是来自
于行走之中。

自去年 3月小店开张以
来，路磊和他的十人团队已到
过很多地方，从济南画到北
京、天津、厦门，从城市名胜画
到校园、市井……

当然，他们是在画也是在旅

行，与其他游客用相机记录风景
不同，他们用的是纸笔，当普通游
客随着“咔嚓”一声而一掠而过的
时候，他们还在聚精会神地细细
品味。之后，三五分钟就把一张草
图勾勒好了。他们把草图拍成照
片，回来后再对照片进行精细制
作，然后印制成成册的明信片。

一行手绘概念书店和店主路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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