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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的“晨跑” 李 斌

! ! ! !现在已经可以说是全民摄影时代，
不管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扎堆的摄影
人；无论你是到哪个名胜古迹，都可以
看到大家拿着相机或手机记录着；这样
难免就会拍到“撞衫”的作品。作为一
名现代摄影人的我，在这摄影普及的年
代我一直在思索着如何拍才能出彩，如
何拍才不会“撞衫”。我喜欢人文也喜
爱风光，我也经常追风光，追边远山区
的人文，但总是很被动，总是有遗憾，
难免会拍到“撞衫”的作品。
摄影人拍自己身边熟悉的题材才是

最好的选择，最起码你可以有充足的时
间去思考、去创意，尽量拍出不“撞
衫”作品。外滩对我来说太熟悉不过
了，!"#$年整个夏天我基本每天早上
都跑外滩，也和上海的摄影大军一起寻
觅着那动人的瞬间，外滩拍得最多的是
跑步的、打太极的、放风筝的等等。照
片拍多了有的自己还满意，但太多的还
是不够让自己激动，分析原因还是太大
众了，不够独特，缺少了创意，于是我
一直再寻找如何独特。

一天，$岁大的女儿要我帮她把她
喜爱的的公主系列玩偶摆造型，她的公
主系列玩具的各个关节都是可以随意摆

动的，并且是仿真人的。我帮她摆了个
跑步的姿势，突然我脑袋里想到如果将
玩偶弄个跑步的姿势搬到外滩去拍不是

非常好的创意吗，作品不是更有了玩味
性和趣味性了吗？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我带着女儿的玩偶一起来到了外滩，并
且在玩偶的头部绑着一根细细的透明鱼
丝，找了一个最佳的上海外滩全景角度
做背景，将相机直接搁地上，调整好相
机的各参数，用广角 !%段找到最佳的
玩偶位置，并且刻意地让陆家嘴几大高
建筑和玩偶形成稳定的三角形构图，此
时外滩的日出慢慢地从远处建筑的后面
爬了出来，几朵白云也慢慢地泛起了暖
暖的色彩，于是我左手操作快门线，右
手提着玩偶的鱼丝线，拍了十几张。由
于日出时的光比反差比较大，后期我将
照片的饱和度和对比度都降低了，这样
可以将玩偶的各细节都反映出来，让玩
偶更协调地融入到背景里去。
摄影是一门用光的艺术，也是一门

用心的艺术，更是一门用脑的艺术，所
以你要拍好独特的作品，需要运筹帷
幄，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的睿智；
更需要独具匠心的慧眼，这样才可以诠
释光的艺术魅力。

芭蕾人生
胡天宁

! ! ! !小学一年级刚开学不久，妈妈以优秀
的人际关系在“抢票潮流”中搞到了两张
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在上海大剧院的演出票。
虽然之前和芭蕾接触不少，但这还是头一
遭去看现场芭蕾舞剧。那一场演的是 《天
鹅湖》。演员那华美的服饰、优美的动作、
强大的气场、高贵的气质使我深深地沉迷
于其中。那时还很莽撞的我立志以后要成
为一名芭蕾舞演员。直到我初次跳芭蕾舞
的时候，我才明白任何事都要打好基础。

在舞台上，观众们看到的是演员那样
优美高贵的身姿，但在他们刚刚开始训练
时，却个个都像起步时的我一样歪歪扭扭，
颤颤巍巍，一不小心就会摔个狗啃泥。在
打下扎实的基础后，才能渐渐向更高级的
动作发展。但是“芭蕾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在苦苦训练却只拿到及格的英皇四级
考试成绩后，我对这句话有了很深的体会。
在从四级迈向五级的过程中，我明白了演

员们在舞台上的真实体会。
那是怎样奇妙的感觉啊！音乐像流水一

般从各个部位流进身体，又从指间倾泻而
出。整个人忽而像是处在百花盛开的花丛之
中，闻到那沁人心脾的花香；又忽而像是处
在幽静的森林中，听到百鸟清脆婉转的啼
鸣；又忽而像是在大海边，看到大海轻轻拍
打柔软的沙滩。伴随着肢体的舒展，舞者在
美妙的旋律中释放出自己全部的内涵。
现在，我小学五年级了。学舞四年的汇

报演出会上，我挑战了独舞 《天鹅之死》。
虽然我还没有功力站上脚尖鞋，只是用半脚
尖在舞蹈，但是每当我回想起自己在舞台
上，身着天鹅舞服，沉浸在紫色的灯光下和

柔曼的音乐中，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
样喜欢芭蕾。
热爱芭蕾不单因为它的美丽，也因为它

的气质，更因为它与人生是如此相像。
觉得，人生是一场芭蕾，有跌倒的时

候，有被人嘲笑的时候。但无论怎么受伤，
也会擦擦眼泪，爬起来继续中断的舞步。觉
得，人生是一场芭蕾，有辉煌的时候，有被捧
上天的时候。但无论如何骄傲，低头看看自
己，叹口气继续谦虚地舞蹈。有时候，想象
着未跳的舞蹈，好想放松下来，坐在地上，
再不起来，但你感受得到台下每一个关注的
目光。这场表演是你的，动作是你自己设计
的，观众固然重要，但你不是活给别人看的！

一场舞，再长亦会结束。
谢幕时，看看曾经的舞步，感
觉好像回到过去，在那时的舞
台上，跳那时的舞蹈（作者为
江苏路第五小学五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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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现代社会的男女之间大多是自由恋爱。只要彼此
看对眼，心心相印，上民政局扯张结婚证，就是合法
夫妻了。古时候可不是这样，所谓“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就是说一段合法的姻缘有两个必要条件：第
一，你爹你妈，她爹她妈都得说 '()*；第二，得有
个媒人在其中牵线搭桥。古代媒人的作用太重要了，
甚至有“男女无媒不交”的说法，要是没媒婆搀和，
男女绝对不能谈恋爱处对象，处了也不算数。

做媒还有一别称叫“伐柯”，这听起来有点怪，
好像是森林伐木工人，其实这是一特
低调奢华有内涵的称呼，出自我国最
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伐柯
伐柯，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
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砍树没斧头
不行，找媳妇缺了媒婆不成，从此媒
人就叫“伐柯”了。这句诗还告诉我
们：早在周朝，媒人就已经是个热门
职业了。

什么叫“媒妁之言”哪？“媒
妁”二字很值得琢磨。先说“媒”，
这个字的左边是个“女”，担任说媒
工作的大多是女人，媒婆媒婆嘛，媒
公不是没有，比较少。再看右边，是
个“某”字，“某”是“谋划”的
“谋”字的一部分，《说文解字》里就
说了“媒，谋也，谋合二姓”，意思是
媒人最重要的工作是参谋策划，使两
个不同姓氏的男女走在一起，使两个
本无关系的家庭能够联合起来，这基本跟外交使节的
工作性质差不多了。英语里管媒人叫“+),-./+)(!

01”，就是能够制造配对伴侣的人，也是这么个意思。
再来看“媒妁”的“妁”字，这个字的右边是个

“勺子”的“勺”，古时候制作酒要用勺子来勾兑调
和。所以 《说文解字》 这样解释“妁”字，说：
“妁，酌也，斟酌二姓也。”一男一女来自不同家庭，
有着不同的性格、脾气、成长轨迹，哪那么容易就和
谐美满？媒人得来往于两家之间，协助双方沟通交
流，就像调酒师一样，通过巧妙勾兑协调口味，去除
杂质，酿出一坛爱情的美酒来。
“媒”者，谋也，体现出媒人这项职业的智力含

量；“妁”者，酌也，体现出的是媒人这一职业的艺
术境界。
做媒是项技术活儿，不好干。给普通人当媒人已

是挑战，给皇家做媒更常常吃力不讨好。话说唐宣宗
的爱女万寿公主到了婚配的年龄，皇帝老儿看中了状
元郎郑颢，想把他整成自个儿女婿。您可别以为状元
当驸马很常见，古代读书人结婚早，等十年寒窗考上
状元，早就儿女成群了，哪个皇帝愿意自家的金枝玉
叶当小三儿啊！所以中国历史上可考的状元驸马只有
郑颢一个，真正的稀世珍品。皇帝招女婿也得找媒
人，这项重任落在了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的身上。这
是个棘手的活儿，一来郑颢出身名门望族，压根不在
乎驸马这个头衔；更重要的是，人家已经有未婚妻
了，这不正戴着钻戒乐滋滋地上门迎亲去了嘛！老白
只得派人快马加鞭，中道把郑颢给截了回来，好说歹
说逼他娶了公主。小郑婚后夫妻感情严重不合，就把
一股怒气全撒在了媒人白敏中身上，一见面就要砍死
老白，不见面就向岳父打小报告弹劾
他。唐宣宗明白其中蹊跷，见到白敏
中就送他一盒子，里面全是郑颢写的
检举信。媒人当到这份儿上，真是
“杯具”得很！

"爱人$之称似不宜畅用
黄柏生

! ! ! !在历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屡居 !仲裁席"#

德高望重的艺术家阎肃老爷子于日前辞世$ 新闻报道

中有一处称谓说 !阎肃爱人李文辉%%" 云云& 我以

为& 称 !"岁逝者的夫人为 !爱人"& 以现在的眼光看

来& 似欠斟酌'

虽然在如今称对方只习用 !你" 和 !您" 的语言

氛围下& 记者用 !爱人" 一词并无过错& 人人都明

白& 但我却认为& 在汉语称谓如此丰富的礼仪之邦&

却这么用词& 有点轻率& 词库欠丰(

西方人夫妻间没有以 !爱人" 互称的习惯& !爱

人" 直译作 #$%&'& 汉译为 !情人") 而 !妻子" 译作

()*&' 国人以 !爱人" 特指配偶的时间并不长& 细想

来& 仅以一词怎能精准表达或者完全涵盖不同年龄段

夫妻间的情感* 我们作为东方古国& 向来讲究语言

美& 用词应当 !量体裁衣"+ 恰到好处& 读着顺口&

听着顺耳是不该忘却的'

古人仅称对方就有 !汝# 尔# 若# 而# 乃# 足下"

等词汇不一而足& 这些 !失传" 已久& 但是& 我国从

古代沿用至今的称呼仍有一些& 最起

码& !老伴" !夫人" 的称谓用在刚刚

丧偶的李先生身上& 显得比 !爱人" 更

加柔和# 贴切' !爱人" 之称用起来

也要看场合# 看时机& 道理不一样吗*

斯里兰卡!一个叫天津的茶庄
许照人

! ! ! !汽车在斯里兰卡中部
的山路盘桓了将近 %个钟
头，虽然一路上高山峡谷
和茶园的风光让人应接不
暇，但一个接一个的弯道
和颠簸的泥路还是让人疲
倦。然而当汽车最终到达
住处时，顿时让人觉得一
切都值了。

这是一幢 2333 年建
造的单层庭院，是斯里兰
卡历史最悠久的种植园主
的住宅，如今成了哈顿地
区最古老的庭院式酒店
“锡兰茶径”的四处茶庄
之 一 。
24" 多年
前，为了
让她们的
丈夫有一
种“家的感觉”，来自英
国种植园主的妻子们在花
园里精心培育了各式各样
的花朵，甚至建造了一座
玫瑰亭。在绿荫掩映的小
亭里，盛夏的玫瑰传来阵
阵沁人心脾的香气，可以
想象当年种植园主和他们
的夫人们在小亭中身着礼
服享用下午茶的情景。院
子里还专门建造了网球场
和门球场，供种植园主在
茶田或工厂里繁忙了一个
上午后能休憩放松一下。
最神奇的是这个庭院的名
字叫“5607,867”。没错，
5607,867 就是我们的渤海
明珠天津卫！

29 世纪初，道光继

位，然而内有反清起义
军，外有鸦片流毒，整个
清王朝风雨飘摇。与此同
时，远在印度洋的锡兰，
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正在
经历着经济结构的转型。
欧洲的经济危机使得锡兰
的主要农作物和出口品肉
桂变得不再有利可图，开
发寻找新的种植物迫在眉
睫。英国殖民者最先考虑
的是大规模种植咖啡豆，
但 29世纪 :4年代一种叫
“咖啡锈菌”的病菌又摧
毁了斯里兰卡的咖啡种植

业。这时英国的种植园主
们发现斯里兰卡中部的高
山地貌特别适合红茶的生
长。除了有充足的阳光和
雨露外，崇山峻岭不同的
海拔高度更可以培育出不
同浓度不同风味的茶叶。
而最早的茶苗正是从天津
港出口到锡兰的，这个庭
院因此得名“天津”。
翌日，我们参观了离

庄园不远的茶叶工厂。茶
园主安德鲁·泰勒先生详
细地为我们介绍了红茶的
制作过程，从“两叶一芽”
的采摘手法到 2:4分钟的
氧化发酵，再到最后机械
化的过滤分级，整个流程
都在一幢两层楼的厂房中
完成。而更令人惊讶的是，
泰勒先生居然是斯里兰卡
红茶工业的开拓者英国人
詹姆士·泰勒的后代。23;:
年，<! 岁的詹姆士·泰勒
在锡兰的中部高地开辟了
第一块茶园，占地仅 29英
亩。;年后，24公斤茶叶运
到了伦敦，自此锡兰红茶

站上了世界舞台。仅仅十
几年后，斯里兰卡的红茶
种植面积就达到了 %4 万
英亩。在 239<年的芝加哥
世博会上，244 万包锡兰
红茶被抢购一空，英国的
立顿公司也坐不住了，开
始大量采购锡兰红茶。斯
里兰卡成为了整个世界的
红茶种植园。但真正的红
茶定价体系和贸易渠道甚
至是茶园的拥有权都牢
牢控制在西方人的手里。
优雅的下午茶文化消费
着斯里兰卡低廉的劳动

成 本 。与
此 同 时 ，
原本遍布
奇 花 异
草，居住

着大象和锡兰豹的丛林
被一片片推平，转而铺上
了连接着一块块茶田的
公路和铁路。英国殖民者
们在石头垒砌的俱乐部
里悠闲地打着桥牌，在风
景如画的花园里惬意地
挥舞着球杆，而穿着制服
手托茶壶的斯里兰卡人
则在一旁颔首低眉。

一晃 244 多年过去
了，斯里兰卡的被殖民历
史早已终结，茶园也回归
本地人所有，但当地人的
生活状态似乎并未发生什
么变化。一个茶农告诉
我，每天她可以采摘 !4

至 !$公斤茶叶，但每公
斤的鲜叶只能卖 !4卢比，
算下来大约赚 !$ 块人民
币。在斯里兰卡等级观念
极强的社会层次划分里，
以女性为主的茶农处在最
底层。三分之一的茶农生
活在贫穷线下，而低下的
受教育程度和根深蒂固的
男尊女卑思想更是让她们
的生活苦不堪言。

无动于衷
龚德拉

! !在南太平洋
加拉巴哥岛上，
每年都有很多太
平洋绿龟在沙滩
上孵化幼龟。幼
龟一般在四五月份离巢而
出，争先恐后爬向大海。
但在爬向大海的过程中有
很多幼龟却成了大批肉食
鸟嘲鸫的口中美食。当出
现这样残忍的“杀戮”场
景时，当地的工作人员总
是“无动于衷”不去搭
理。很多游客感到不解，
为什么当肉食鸟在捕杀弱
小动物之时，大家总是眼
睁睁地看着，不上去帮一
丁点儿忙呢？工作人员每
天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

他们为了更好地向游客阐
述其中的奥妙，他们在游
客驻地的大屏幕上反复播
放著名野生动物纪录片制
作者德瑞克·朱伯特和贝
弗利·朱伯特夫妇的纪录
片 《最后的狮子》，其中
有很多让人心痛不已的镜
头。有一头狮子带着两头
幼崽一起觅食，随着时间
段推移，奶水需求就越大，
她不得不想办法找到更多
食物。快断奶的时候，有
一只小雌狮已经长得很强

壮。可另一只小雄狮个子
还很小，后来摄影师发现
小雄狮的脊椎已经断裂，
每次走路，不得不痛苦地
拖着后半截身子以及两条

后腿，非常吃力。摄影师
认为狮妈妈会给予这只小
狮子更多的关爱，期待奇
迹的发生。但其结果却刚
刚相反，它最终没有搭理
自己的孩子转身离开小雄
狮而去，将一切都抛在身
后。而摄影师本想前去救
助这只小雄狮，但后来他
们还是忍住了这个决定，
选择了“无动于衷”。后来
摄影师解释说悲惨归悲惨，
那是自然的事。野生动物
间的厮杀、抛弃，你或许
阻止得了一次、两次，但
你阻止不了十次、八次，
因为这就是生存，这就是
竞争。虽然我们选择了
“无动于衷”，但却是对大
自然最好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