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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摄 影

情 侣
周东平

! ! ! !对于摄影的热爱，是从旅游行
摄开始。在快乐的行摄过程中，享受
大自然的美好风光，了解人文历史，
感悟人生磨砺。

两年前，我从“行摄”记录旅途
中“到此一游”，今天我以拍摄有故
事、有内涵的摄影作品为主；以前我
记录身边的点点滴滴，现在我带着

主观意识拍摄人文与事物，反映社
会、历史和文化，反映人们的日常生
活。
我从喜欢“行摄”扩展到喜欢人

文纪实摄影。关于人文纪实摄影目
前似乎没有权威的定义。想到纪实

摄影老祖宗布列
松的“决定性瞬
间”———“拍摄的
那一秒是个充满
创造力的瞬间，
你所构建和表达
的是生活本身所
提供给你的，并
且你必须凭直觉
判断何时按下快
门。按下快门的
那一瞬，便是摄
影师所创作的，
哦……是的，就

是那一瞬！一旦你错过，它将不复存
在。”
对于人文纪实摄影，我的直白

体会是，其精髓在于“用你的摄影眼
去抓拍”，其技术在于“你的观察与
预判能力”。在数码时代，人文纪实
摄影同样需要“后期”这一环节。与
拍摄时一样，带着主观意识，在不改
变照片本质内容前提下，进行影调、
光线、色彩等调整与再创作，使得
“纪实照片”成为人文纪实摄影的作
品。
《情侣》这幅作品摄于情人节，

在魔都繁华的商业中心。透过窗户，
看到一对情侣正含情脉脉地品尝着
火锅，交流着感情。观察、预判、抓拍
一气呵成，表情、光影、构图瞬间掌
握，只按了一下快门。后期围绕突出
主题，做了适当的影调处理。前期后
期结合，凸显“情人节”一对情侣的
温馨美好。

此片获得“!"#$第二届深圳国
际摄影展入展作品”。

上海服务
沈轶伦

! ! ! !去福州路古籍书店买书。柜台处站
着一位顾客。原来他刚买了许多，提不
动，准备邮寄回家。店员过来帮着捆扎，
然后取出墨水砚台，手持毛笔悬腕，端端
正正在包装纸上写邮寄地址。知识分子
模样的买书人一边看一边羞赧道，“师傅
您的字真好看，比我的字好看太多。”店
员并不抬头，边提笔回锋边说，“这个，我
们在书店工作嘛。”

去陕西北路新开的哈尔滨食品厂买
西点。傍晚时分店内生意兴隆，几位上年
纪的女营业员忙得分身乏术。柜台后一
个小伙子走过来招呼。他非常年轻，一头
时髦发型，戴着流苏耳钉，模样与这老派
店家并不相称。但随着我报出西点名字，
他麻利地弯腰从冷柜里取物，人还没直
起身，口中已经报出总金额。我付账接过
袋子回家，路上忍不住香气诱惑，想要拿
一个出来吃。但用手一
探，发现纸袋不易打
开，再低头一看，原来
纸袋口被细心折叠成
三角形，然后再折叠数
次用纸袋角自行收边封口。在我小时候，
食品店的店员都有类似特殊手法折叠纸
袋封口。但自从透明胶带流行起来后，这
可贵的手艺似已失传。一些新开的面包
西点店在装点心时，往往就套个小塑料
袋了事。如果客人是颠簸坐车回家，可能
奶油饼屑已经散落一袋。但没想到，在一
个如此年轻的店员手里，我又一次看到
了这种封口法，这令人怀念的细节，原来
还在这里保留。

都说上海的服务好，但这种好不流
于表面。有时，上海店员的服务态度恰恰
是不好的。你走进一家店，三三两两站着
的店员冷冷上下打量你，不似欢迎，倒似
在审视打分。有时他们互相聊天，也好像
在故意冷落。

在德大西餐社这样的地方点菜，阿
姨级的店员一边听你报菜名一边会用笔
敲着桌子说“好了好了，这么多你们吃不

掉的好�，少点点好
�，够了呀”，完全没有
推销菜品的意识。又比
如在真丝大王买料子，
店员会拍着你的赘肉
说“好去锻炼锻炼了，你不行的，阿姨，
和你说穿这个真的不好看的，这种颜色
不适合你的”，完全没有一点恭维上帝
的意识。但话说回来，这种待客之道，虽
然不那么符合职业操守，却又有一种视
你为自己人的派头。

这种服务，和我在伦敦看到露着六
颗牙齿微笑的店员服务不一样，和我在
大阪看到的齐刷刷鞠躬九十度的店员
服务也不一样，但里面又有一种上海式
的烟火气，是一种上海文化语境下令人
心领神会的好服务。
再说一个例子。我去南京西路的茂

昌眼镜店修一副太阳
眼镜。原来是螺丝松动
导致镜片掉落。中年店
员取来维修，损坏处不
难处理，把螺丝拧上就

是。但是店员修好后并不还给我，而是
仔细查看登记型号，过几日打电话来告
诉我说，特意配了胶水，可以滴在螺丝
上，防止再次松动。又过几个月，提醒我
路过时去免费清洗一下镜片。我问他：
“每个客人都把眼镜维护得好好的，你
们哪里来回头生意可做？”他笑道：“你
们眼镜用得舒服才是我们店家服务的
初衷。”

他低头做记录，从胸口口袋取笔
时，看到口袋里的党员徽章，连忙取出
戴上。我问，“干嘛这么正式？”
他说，“我天天戴的。今天刚换了衬

衫，忘记了。不能忘记的。”
他在左胸口的口袋上方别上徽章。

边上是他店员的徽章。他认认真真低头
扣上别针。我心里一动，我指一指窗外
熙熙攘攘的人流说：那么多客人来来往
往，就是来买买买而已，谁在乎这个呀？

防
骗
有
!术
"

! ! !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公安宣传工作
的人民警察，每当我在采访那些被一些
形形色色的诈骗手段骗取钱财的中老
年市民时，望着一张张痛不欲生的脸
孔，总让我心绪难宁。这些钱财是他们
一辈子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养老钱，有
的甚至是他们的救命钱，然而，就因为
接听了诈骗分子的一个电话或者几句
“嘘寒问暖”的问候，他们便“毫不犹豫”
地将几万、几十万的钱款汇进了诈骗分
子的账户。等到发觉上当受骗时，已经
为时已晚，追悔莫及，只得长吁短叹，以
泪相伴。

尽管对电信、金融等各类诈骗行
为，警方始终予以严厉打击，有效控制
了案发态势。据统计，2018年1月1日

至3月31日，上海市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同比增
加248.5%，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数同比增加283.9%，
劝阻潜在被害人2万余人次，冻结涉案银行账户1756
个，挽回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但针对中老年市民的
五花八门的诈骗手段还是层出不尽，依然有不少中老
年市民落入骗子的圈套。究其原因，除了骗子“与时俱
进”，借助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来实施诈骗外，还有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中老年市民自身的防范意识薄弱，缺
乏对骗子的识别能力，总以为天上会掉下馅饼。为此，
针对这一情况，我特意将近年来发生的
各类诈骗案例，搜集起来予以一一剖析，
提供给中老年市民作为防范诈骗的攻
略。《防诈骗攻略》此书不妨可以作为儿
女们送给父母的礼物。

最值得回味的读书时光
黄源深

! ! ! !不带功利的读书，是
最幸福的，也最值得回味。
所谓“功利”，就是读书的
指向性过于明确，譬如为
了考试、为了升学、为了生
计、为了职场拼搏等等。现
如今，读书带功利的时候太
多，不免消减了读书本该有
的乐趣，甚至让读书成了一
种负担，不得已才为之。应
当说，这是读书人的不幸。
回想起来，我最幸福

的读书时光是上初中的年
代。那时不过粗通语文，但
已经能够阅读一般小说
了。儿时的农村，书很少，
逮到什么读什么，没有选
择的余地。我第一本拿起
来读的，好像是《薛仁贵征
东》。卷首的“七言小诗”，
以托梦形式出现在
书中，吸引了我。当
事人试图索解诗的
含义，找到那个“保
主跨海去征东”的
人。我也紧跟着这个
思路读下去，着了迷。再往
后，薛仁贵带兵出征，情节
愈发精彩。顺便说一句，此
类小说的作者，多半掌握
一个诀窍，也就是让主人
公过关斩将之后，忽然遇
阻：或是意外陷入重围，难
以摆脱；或是对方阵中忽
现一员猛将，势不可当；或
者突遭天灾，将士身受重
创。形势顿时紧张起来，读
书的人便也跟着紧张了起
来，心为主人公安危所系，
不看下去，不揭出谜底决
不罢休。可是谁知道，偏偏
就在这个时候，父亲来催
我下地干活去了。我很懊
丧，却又无可奈何，只好一
边故意磨蹭着，一边抓紧
往下看，直到实在挨不过
去了，才很不情愿地合上
书。
在地里，我依然惦记

着生死未卜的薛仁贵，赢
了还是输了？安然无恙，还

是在劫难逃？禁不住手握
锄头发起呆来，不时招来
父亲的呵斥。我巴望着天
快点黑下来，可以马上回
家，早些知道主人公的命运，
免得心里一直惴惴不安。
夜晚，饭碗一放下，便

赶紧捧起书来看。那年月
村里没有电灯，也买不起
煤油，照明用的是竹片。村
民们就地取材，砍下毛竹，
劈成薄薄的竹片，浸在水
塘里，半年后取出，放在太
阳下暴晒，干透了当灯来
点。竹片点燃后，怎么放置

是一个问题，总不
能用手拿着。一来
不方便；二来高度
不够，受光范围太
小。农人们很有智
慧，找来一块长方

形小木板，巴掌大小，四五
厘米厚，两侧各锯一个凹
槽。木板竖着固定在横梁
上，点燃了的两根竹片分
别嵌在凹槽里，高高悬着，
足以满足一个房间照明的
需要。但对读书人来说，那
点亮度还是不够的，只好
左手拿竹片，右手翻书本
了。在外人看来，那实在累
人。但我们从小就这样，好
歹也习惯了。不过常常因
为太专心，突然间感到一
阵刺心的疼痛时，才发觉
竹片烧到手指了。

那时的读书最快乐，
不是谁要我读，是我自己
想读。没有要求，没有负
担，没有压力，没有纷扰，
没有外界的干预，更不是
家长逼着要读，自己爱读
什么就读什么。喜欢读，就
读下去；不喜欢，便不读。
读书纯粹为了自娱，与主
人公同喜、同乐、同愁，年

轻的心越出了祖祖辈辈安
居乐业的小村子，进入一
个无比生动、无比丰富的
世界。因为读书，心有多
大，世界就有多大。青春年
少，陶醉在书本里，忘掉了
生活中一切令人不快的事
情。说实在，那是最幸福的
读书时光。
读书的快乐，还在于

能把这种快乐传递给别
人，让他们同你一起分享。
记得读高中时在校住宿，
一个大房间，能睡十来个
人，很是热闹。每天，从晚
自修结束到熄灯就寝，中
间有半个小时作梳洗准
备。室友们知道我看的书
多，又长于表达，便央求我
讲故事给他们听，并且很
主动、很乐意地替我把洗
脚水打好，让我安心“说
书”。而我呢，也有一种“一
吐为快”的冲动和愉悦，很

享受讲述我读过的故事，
一个接着一个，整整三年，
几乎从未间断。有时熄了
灯还刹不住，压低嗓子继
续“战斗”，引来了打着手
电查夜的辅导员，因此没
少挨批；黑暗中，常常人聚
了散，散了聚，惹得杀回马
枪的老师气得直跺脚。那
时候说过的大多为传奇一
类书，如：《薛仁贵征东》、
《薛丁山征西》、《薛刚反
唐》、《罗通扫北》、《五虎平
南》、《五虎平西》、《狄青》、
《说岳传》、《济公传》、《杨
家将》、《再生缘》、《隋唐演
义》等，当然也有一些诸如
《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这类古典名著。
那年月读过的书，虽然大
都“不入流”，但应了“开卷
有益”的古训，为我打下了
语言表达的基础，使我终
身受益。当时，还因为年纪
轻，记性好，书中的情节，
甚至一些细节，也都能一
字不漏地传达给忠实的听
众。于是，读书给自己带来
的快乐也达到了极致。

夏阿姨
月牙儿

! ! ! !我所在工作的办公大
楼，每天在差不多固定的时
间会有大量的快递送达，其
中有个人到中年的女性，她
为人和善做事认真，同事都

亲切地叫她夏阿姨，有生意也总是愿意成全她，所谓和
气生财，那是真的有道理。但是，让我对夏阿姨念念不
忘的，并不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多么好的快递员，而是一
只每天都乖乖地趴在她助动车车兜里的小狗，那是她在
附近马路上捡来的小奶狗。
来自农村的夏阿姨给小狗取名旺财，虽说俗了点，

但却符合人的普通心理和愿望，充满了浓浓的人间烟
火气。每逢主人在分派快件的时候，小旺财就在附近的
草丛树下玩耍，像个活泼
可爱的孩子，干净顺滑的
皮毛，总让我忍不住用手
去抚摸它的脑袋和肚子，
小家伙也不拒绝，乖乖地
用呆萌呆萌的眼睛望着
你，神态还颇为惬意和享
受。
等夏阿姨干完了活派

完了件，就把旺财抱回车
兜里，一身轻松，不无潇洒
地扬长而去。我问夏阿姨
是否给旺财买专门的狗
粮，她说农村人哪里买得
起，就是家里吃饭弄点肉
汤给它拌饭吃就行。到了
寒冷的冬天，夏阿姨会给
它穿上自己亲手织就的毛
衣。不久前回了老家的夏
阿姨把心爱的旺财也带了
回去，看到她最近在微信
上发了旺财大腹便便的照
片，说旺财快当妈妈了，真
不知道是该欢喜呢，还是
该发愁？旺财虽然没有高
级的狗粮和豪华的住所，
它遇到夏阿姨是它的福气。

绘 扇
赵妃蓉

! ! ! !曾经买过一把丝绢团
扇，是故宫博物院的文创
衍生品，画面取材自南宋
吴炳的《出水芙蓉图》，只
是为了突出画面主体，扇
面上只取了荷花和一枝荷
梗，舍弃了花下原本衬托
的绿叶，为了和荷花晕染
的淡粉色映衬，团扇也用
粉色丝绢勾了边，浅碧的
荷梗在形、色上都和扇柄
呼应着，扇坠也用了粉色。
它艳丽的设色，不见墨笔
勾痕的浑然天成让人很是
着迷。

消暑热的方式有不
少，以前想到扇子不是轻
摇便是欣赏，自己
亲自绘扇真还是头
一回，在布置古雅
的艺术空间参加绘
扇活动前，想着应
该是让我们画团
扇，透明丝绢下可以垫上
图样描摹，没想到老师对
我们格外有信心，让我们
绘制的居然是折扇。发下
的荷花图样虽然有三四张
可供选择，可每一张都是
古画中的上品，让我们着
实为难。当几十年未曾拿
起画笔的我们抓起画笔面
对素扇时，真不知从何下
笔，大家都觉得太难了，老
师却说图样其实只是一个

参考，不必拘泥于此，只要
从整体布局上把荷叶、莲
蓬、菡萏、盛放的荷花交错
安排，就会有意想不到的
效果，只是在叶茎的布局上
要讲究一些。
老师教我们的“没骨

法”是国画的一种，意指直
接用彩色作画，不用墨笔
立骨的技法。看似静止的
荷花，要画出其婀娜之姿
谈何容易，老师说要尽量

用中锋去作画，荷叶
中的茎脉则是在运
笔时就要留出，这样
之后用细笔去填色，出
来的感觉才会更自然。
拿起调色板挑选

上中学时就用的飞马牌颜
料时，心里有了些许亲近
感，谁不喜欢在调色板上
调出自己心仪的色彩呢？
石青也罢二青也罢，在我
眼中就是蓝色；赭石也罢
朱红也罢，在我眼中就是
红色，虽然知道蓝和黄能
调出绿色，但用画笔调和
时会有一种主导感，琢磨
其浓稠浅淡也是一份意
趣。对于没有经验的我们

来说，调色是关键的第一
步，形不似至少要色似吧。
没骨法不要求细笔勾

勒，是一种很写意的画法，
但看似写意，要真正画出
荷花和枝叶的曼妙其实更
难，因为此法对用笔的轻
重缓急要求甚高，直直地
运笔如何能展现荷花袅娜
之态？而当我埋头于眼前
的荷花时，常常又忘了画
面整体的布局，才明白小
心翼翼地画一朵花瓣、一
茎一叶的时候，心中所怀
有的须是一方荷塘呢！待
荷花荷叶都画好后，在扇
面的下方添上些许水草，
再在荷花的中心用嫩黄色
点缀几笔，便似有了初生
的莲蓬，细微的调整原来
就可以让画面富有生机。
原本打算依葫芦画瓢的自

己，在克服了最初的畏难
情绪后，其实在真正作画
的过程中并没有多看图
样，只是在琢磨荷花的花
瓣如何组合才更形似时细
细端详了一会儿，时不时
地还想一下家里团扇上的
荷花，所谓意在笔先，这次
我算好好体会了一番。
虽然我的荷花扇面笔

法稚拙，设色不尽如人意，
但在我作画时，心思是跟
随着荷梗向上生长、伴随
着荷叶翻飞舞动、和着荷
花的清香暗自沉醉的，这
样美妙的体验从未有过，
所以最后我还用细笔蘸着
朱砂色画了一方印迹，写

下自己的名字，以记取这
难忘的时光。待扇面烘干、
插上扇骨后我的自制绘扇
便大功告成了，所谓敝帚
自珍，回到家后我时不时
地就会拿来扇扇。绘扇让
我心灵无比地沉静，以灵
动的思绪诉诸缓缓地运
笔，早就忘了窗外的蝉鸣，
忘了世事的纷扰。

刘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