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新闻A8
责任编辑/冯 叶 视觉设计/戚黎明2017年2月9日/星期四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 ! ! !阿亮学长，泰国爱情电影《初
恋这件小事》男主角的名字，一个
颇具人文情怀的摄影师。曹亮给自
己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取名“阿亮
学长”时，没看过这部电影，碰巧撞
了名。更巧的是，他也爱拍照，凭借
高超摄影技术，迅速走红网络。在
上海许多高校，沪版阿亮学长的名
气比泰版更响。因为，他的照片，会
讲故事。

真实才感人
“看网名，有人以为我是大四，

也有人觉得是毕业十几年的大
叔。”粉丝们对这个神秘的学长产
生了很多好奇。其实，曹亮几年前

已从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毕业，如
今以摄影为生。“最早的器材是手
机，大三时用手机拍的照片在一次
摄影比赛中获奖，让我很受鼓舞，
一直坚持到今天。”
“网红”初亮相，是微信公众号

“阿亮学长”推送的《!"#$%& '(

&)%"》（人在上师大）系列照片，迅
速刷爆朋友圈。“我没去街头随意
拍摄陌生人，而是在各种场合先和
对方聊天，听到有趣故事或触动人
心的话，再主动表明意图，询问对
方是否愿意拍一张照片。”

曹亮回忆，很多故事是偶然得
来，很真实，贴近内心最柔软的部
分。在上师大 *+周年校庆时，他巧
遇一对老校友，曾在 *+年前谈过
一场师生恋。“当时一定面临很多
阻力，他们最后走到一起，太不容

易了，但两位老人现在的灿烂笑容
告诉我，一切艰辛和坚持，都值
得。”

慢工出细活
拍摄《)"#,%& '- &)%"》《上师

大的秘密》等系列作品，曹亮花了
两年时间积累，在微信公众号推送
的阅读量经常破万。他的足迹除了
本校，还到过复旦、华政、华师大、
上理工、海关学院等学校。帮校园
情侣拍毕业照，被央视新闻和环球
日报官方微博转发；为两个朋友航
拍影子照片，被无人机企业官微转
发并用在了宣传海报上。

拍人乐无穷
粉丝越来越多，曹亮和他们热

情互动，在微信公众号上收集《上

师大的 .++个瞬间》，唤醒许多校
友的共同情怀，分享身边微小的美
好和幸福。

曹亮说，接触摄影以来，记录
了很多精彩瞬间，但最大的收获是
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他喜欢和志
同道合的摄影爱好者一起扫街，拍
纪实照片；一起爬楼，去欣赏城市
的昼夜风光；一起旅拍，去寻找心
中的诗和远方。
“有些原本一辈子可能都不会

打交道的人，因摄影而结缘，比如
《奇葩说》中的冠军辩手、上师大创
始人、学校建筑工地的工人……和
他们真实地交流，我对许多事情
有了全新思考，生活变得更加丰
富多彩。”

本报记者 曹刚

实习生 刘淑婷

“阿亮学长”用照片诉说温暖故事
! ! ! !本报讯（记者 易蓉）诗词大会
落幕，欣赏传情诗文的热情没有停
止。上海交通大学官方微信微博平
台近日发起“微家书”征集活动，征
集到百余封家书纸短情长，学子们
将内心的爱埋在文字里，献给不能
常伴身旁的爸妈。
离家求学才更体会到家的牵挂

和温暖。阡陌写道：“年初了，我装了
一身的梦想离家，把家当作束缚。年
末了，我背了一身的疲惫回家，把家
当作归属……离开时，你们背对着
我说，出去挺好。归来时，你们拥抱
着我说，回来就好。”“我们有一颗冠
军的心”写道，“当家书变成了短信，
纸笔不见了，但牵挂还在。行于回家
的路上，读得父母的短信，满心欢
喜。归于求学的途中，收得父母的叮
咛，心头阴郁。唯有等到家书短信
至，魂牵梦绕的牵挂落地，方才生根
发芽。”

不常陪伴却更感亲情的分量。
“此城无锡”道出一个忧伤的故事，
“他给了你一个约定，可是他失约
了，前年，一场意外。眼神黯淡，身形
消瘦，一夜之间，你就成了被苦难折
磨的老人，充满悲哀你说———怎么
办？不用怎么办，你做个孩子，剩下
的我来。我是他的女儿，有着他的血
脉，自然也能保护他的公主风雨无
忧百扰不侵，用余下所有的生命。感
谢你们赋予的生命。”

! ! ! !在我的家乡甘肃省平凉市庄
浪县，过完正月十二，年才算过完。

这一天，为了纪念北宋护筑水
洛城的名将刘沪，县城里锣鼓喧
天，鞭炮齐鸣，各乡各村都汇集在
水洛城，举行声势浩大的祭祀仪
式。大家围在“将军爷”刘沪旁烧
香、叩头、挂红、递钱，挤都挤不到
前头。道路两边卖香火的，一家挨
着一家，一直摆到第二天。祭奠仪
式后，社火表演队登场，其中最亮
眼的是高抬。

高抬表演队根据《白蛇传》《梁
祝》等传统故事精心设计，用钢筋、
钢管焊接成高低不等的骨架，再选
取神话传说或历史典故中的经典
情节，用彩条、绸布扎造山水、花
木、禽兽或器物，造型巧装掩饰，不
露半点破绽。

儿童扎绑在高处，执道具亮
相，或挥动衣袖，或刀光剑影，按固
定路线串街行社。抬眼望，飘飘然
凌空展现，惟妙惟肖，大有从天而
降之势。有的如飞燕凌空，有的似

天女散花，其妙、其高、其险，只觉
惊心动魄。

高抬本是民间社火的一种，
源于先秦时期的傩戏，人们装扮
成各路神仙。后来傩戏走出神庙，
走街串巷，因观众太多，看不清，
就出现了高抬。早期全靠人力抬，
越高越巧越飘逸，观众越多，评价
越高。随着社会的变迁，抬架子的
由人改成马车、拖拉机、汽车。据
清乾隆《庄浪志略·风俗》记载：
“立春之先日，迎土牛、扮戏彩，以

导芒神，士女竟观。”
在装扮上，高抬要求严格，

服装要崭新合体，色彩要鲜艳强
烈，扎绑要平稳周正。演员一般选
择俊俏苗条的小孩，他们虽然不
唱，但经过玄妙设计，精心化妆，
无声胜有声，能让观者想象无穷。
不少外出工作的人，都要等到正
月十二看完高抬表演之后，才舍
得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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