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一个风景画家来说，外出写生会遇上
各种各样的事——各种有趣的、困难的事，我
在这里聊一聊我写生中遇到的事。

外出写生必备——防晒用品
2013年9月底，我们几个同学（尚波、悲法

和尚、石夫传、刘晓华等）先去了山西省朔州市
右玉县，白羽平老师和其他同学后到。那是我
第一次到右玉，也是第一次到那么远的地方写
生，因此考虑得很不充分。我们到右玉时，已
有几个画家先到了，其中有油画院的秦烨、总
参老干部局的颜伶。吃饭时，看秦烨老师脸黑
黑的，鼻子、脸颊红红的，而鼻子特别红，有些
滑稽。当时我还奇怪，秦老师的脸怎么了？此
时，我还不知右玉县太阳的厉害！只是带着一
顶普通的单帽，几乎没有遮阳效果。

过了两天，我洗脸时觉得脸颊、鼻梁生
疼。一照镜子，自己的脸也变滑稽了——鼻
子、脸颊都红红的。我这才知道自己被晒伤
了！在写生中，尤其像在右玉这样的高原，平
均海拔1400米，高的地方到1800米，而夏、秋两
季特别晒！经常遇到一些老师给晒伤了，有的
还比较严重。后来，与秦烨老师聊起此事。当
时他晒伤已很厉害了，鼻子、脸已开始往外渗
血了！所以，外出写生一定要做好防晒。这里
建议一下，大草帽虽不洋气，不起范儿，但是防
晒效果很不错！

一月份在右玉画雪景——冷！
我一直很想画画右玉的雪。
2015 年 1 月 20 日，看右玉的天

气预报，得知右玉下雪了。我给北
京的蓝京华打电话，问他去右玉画
雪景吗？京华说“去”。26日，我们
在宋庄集合，开着他的标志汽车就
往右玉奔。一路上还算顺利，但在
快到右玉的高速上，就有些个别路
面有积雪，车有些打滑。到右玉时，
已是晚上八点多了。一下车，便觉
得不是一般的冷。第二天起来，一
出房间，啊！自己的脸皮一下子紧
绷了起来。冷冷的风吹过来就像小
锥子扎在脸上。知道右玉冷，我上
身穿了两件羽绒服（一大一小）、羽
绒裤。但还是被这冷冷的风立时就
给钻透了！

早饭后，京华去启动车，楞是打
了几次火才打着。车载温度计显
示，当时气温是零下27度。这是我
第一次身处零下27度啊！

我们拿着相机先在城里拍了些
照片。九点左右，京华开着车说是
去个地势较为平缓的地方画画，雪
不大，但进山不安全，于是往姬家沟
方向去了。

走到一个村子附近，京华说：
“忘了打开雪地模式了。”打开雪地模式后，好家伙，车子侧滑得更厉
害了！更麻烦的事来了，车子一往前就自动刹车，挂上倒档吧，也是
给刹住。折腾了半天，气得京华也不用雪地模式了，慢慢开吧。我指
着在我们旁边刚开过的面包车，调侃道：“你看，人家几万块钱的面包
能呼呼地跑，也没看着绑防滑链。”京华不说话，小心翼翼地开着车。

到了姬家沟，景不错！开始画吧。
往调色板上挤颜料，颜料冻得很硬，挤不动。京华说：“放到地上

用脚踩。”哦，这办法果然不错！
京华用丙烯画，最后，京华的做法证明：他白画了！为什么？画

上去之后，就给冻住。拿到车上，温度高一化冻，颜料全流了！让人
心疼啊！

哈哈，京华倒是挺乐观，他说：“不是说贵在体验和经历嘛。”
我画了两张小画，当时，画一会儿，人就得跑一跑暖和一下。颜

色干得拖不动画笔，只好多用油。

娄萧——你怎么绿了？
2015年清明节期间，王本起老师说沂水有一个基地邀请他去画

画，问我去吗？条件是一周管吃住，留一张画。我问：能带上朋友
吗？他说，行！

于是，我想起了娄萧——我大学同学，一个宿舍，上铺的兄弟。
毕业二十多年后，这小子发了！他对车有偏好，有两辆悍马：一辆H2，
一辆H3。自从与娄萧联系上后，他时不时给我打电话。我常怂恿他
重拿画笔，找回当年对艺术的追求。这小子，当年是我们班色彩第
一。张望老师曾鼓励他画国画，也画了两天，他说：觉得画国画，没有
画油画的那种感觉——色彩。

一跟娄萧说，他正好有空，便答应一起去。另外同去的还有舒龙
海。画了两天，龙海家里有事先回了。

到那里，基地是简陋了些，但老板很热情！我们几个分别住下，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一些，娄萧就来闹我。起来一看，这小子脸色有些
不对啊，脸怎么绿了？他一脸痛苦地说：“腰疼，昨晚吃得不好。”就这
样过了两天，有一天晚饭后，他疼得实在受不了，我们就去了沂水县
城的医院。

到了县医院，只有急诊室有个大夫，还是内科的。说拍片子得第
二天。没办法，我们只好打道回府。路上偶然看到有一家小骨科门
诊，有病乱求医，我们决定试试。最后，医生给开了几贴膏药，先让看
看效果。

过了一天，娄萧说去沂南找另一个好友孟岩。到地儿后，孟岩把
我们安排在一个条件较好的宾馆。娄萧到了宾馆后，第一件事便是
洗澡，洗着澡他就在里面嚷嚷起来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这老兄喜
欢裸睡，而基地的被褥掉颜色，把他给染绿了！而且是全身都绿了！
再加上腰疼，把他给吓坏了！后来，回济南一查，娄萧是椎间盘突出。

再后来，娄萧报了研修班，进步很大，还入选了几次全国性的展
览。他常对别人说：是付志强让他重拾艺术，远离了吃喝，远离了打
牌！

（作者单位：山东省北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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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我们鲁北农村，人们习惯把春节
文娱活动叫“闹玩艺儿”。这是多少年来形成
的习俗了。不论年头好歹，不管年丰年贱，闹
玩艺儿是“必须的”。虽然乡亲们自嘲为“穷开
心”、“穷乐活”，还调侃“黄狗爬在墒沟里，不
獾，装欢”。但一旦哪个村没有锣鼓、唢呐、丝
竹之声。把年过成了“聋子”、“哑巴”之年，不
仅遭到本村人的不满、抱怨，就是邻村的群众
也看不起，送你一句“全村没有一个治事的
人”，这还是好听的，厉害的会甩上一句“阖庄
就没有一个站着尿尿的！”

春节闹玩艺儿是节庆群众性的自娱自乐，
田野村夫，满头高梁花子的泥腿子庄稼老粗，
既没有名人高师指点，也没有工夫排练，那玩
艺儿闹得能好到哪里，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
摆着的。俗话说：“自己扎花自己戴，自家的孩
子自己爱。”乡亲们年年如此，却照样玩得开
心，看得乐活。

那时闹玩艺儿都是演像“王小赶脚”“小姑
贤”“井台会”这类传统的小型地方吕戏。随着
年代和形势的变化，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村
排演了一出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戏——“夺
印”。这是一部成本大套，多人物、多场次的大
型现代剧目。这类时装戏，对我们这个只有百
十户人家的小村而言，不只是大姑娘上轿头一
回，简直就像现在的农村建筑小包工队在城里
承揽了一项盖高楼大厦的大工程。况且那时
的农村由于受旧思想的影响，闹玩艺儿全是大
老爷们一统天下。扭秧歌、踩高跷、跑旱船的
场子，那么广阔，唱戏的戏台扎得那么宽大，也
没有妇女的站脚地儿。本来庄小人少，梢瓜打
驴，去了一半，对演员不仅没了挑选的余地，就
是把庄里的另一“半天”的秕皮瞎眼、歪瓜裂
枣，不管茅子土蒌酸都敛摞上滥芋充数，还捉
襟见肘哩！

不用说，闹玩艺儿的女主角全由大老爷们
演了。人们常说，人是衣裳，马是鞍，台上的戏
角儿靠装扮。大老爷们反串女角，演传统古装
戏靠浓妆艳抹、行头打扮还可以掩饰，但演现
代戏就纸里难包火了。尤其再让长年累月接受
风吹日晒、粗手大胳膊撸锄把子的庄稼汉反串
女人，那形象，可真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就更
别说一张嘴，那粗喉咙破锣似的大噪门了。

有句老话，演戏不像，不如不唱。就为演
“夺印”，单那剧中的几个女角色，就把揽头（称
闹玩艺儿的负责人或导演）士林叔给难为得够
呛。记得剧中有一个反面女角色叫兰菜花，如
按传统古装戏妆扮，以“小姑贤”中刁氏这类丑
旦的扮妆就行了，但现代戏中的兰菜花毕竟不
是旧社会的恶婆婆，虽然士林叔在演员的挑选

和妆扮上费了心思，但烂石堆里终究找不出璞
玉，朽木更是难雕成器，就为把一个五大三粗、
黢皮拉草的庄稼大老爷们打扮成当代社会的
半老徐娘，士林叔那个上心啊，每次出场不是
上瞅瞅，就是下看看，摸摸头饰，扯扯衣裳。有
一次演出，为使这一角色更女性化，用现代的
话说就是更性感些，他竟别出心裁地从家里拿
来了两个棒子面饽饽，揣进了角色的前胸，以
突显兰菜花那丰满性感的乳房。但演员的动
作太张扬，一不小心，两个饽饽竟从身上滑落
下来，闹了个就地满场滚，这被台下跟着主人
看戏的一只大黄狗看见了，立马窜上台去，也
不顾我主人的极力阻拦，叨起饽饽冲到台下，
逃之夭夭了。这一情景，引起台下全场一阵爆
笑，真没想到，士林叔的良苦用心，竟闹了个弄
巧成拙袍子倒个大夹袄的笑话。

我记得还有一次，那年村里演吕剧“王定
保借当”县官审讯王定保的第四场就要开幕
时，扮演赵县官的希顺哥在后台突然不见了。
这下可把士林叔给吓坏了，常言说，救场如救
火，急得士林叔在后台抓天撩地地喊啊，此时
希顺哥因拉肚子正蹲在后台一旁的茅房里
呢。听到喊声，他心里话，“坏了！”也顾不得肚
子疼了，立马起身提上裤子，心急火燎地跑到
后台，大声喊了声“升堂！”就急当马活地出场
了。正冠、撩袍、落座后，对着跪在案前的王定
保手持惊堂木在桌上一拍，原本的台词是“堂
下，姓氏名谁，家住哪里？”只因慌里慌张地急
于上台，武大郎敲鼓蒙了点子，竟脱口说出了

“王定保，你叫什么名字？”这突如其来的发问，
使扮演王定保的二秋子打了个愣怔，幸亏二秋
子生性机敏幽默，立马答道“大老爷，你是问我
的小名（乳名）吗？”希顺哥这时也已镇静下来
了，立即答道：“正是”。“大老爷，我叫二秋子啊！”
一个拖长音叫板，伴奏响起，化险为夷。戏照常
演了下去。一场极为尴尬啼笑皆非的窘状，在
希顺哥和二秋子灵活机智的应对下，峰回路
转。柳暗花明。而且是天衣无缝，妙趣横生。

回忆起那时春节闹玩艺儿，不管外村和本
村的演出，经常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瑕疵和
纰漏。但善良、淳朴、热情、宽厚的乡亲们，从
不台下起哄、叫倒好、喝倒彩、拍倒掌，别说向
台上扔东西了。总是善解人意的体谅说，庄稼
玩艺儿嘛，演得不赖。闹玩艺儿所营造的节庆
气氛，给人们带来的开心乐活就够了，至于那
些破绽、瑕疵，倒成了乡亲们流传至今，茶余饭
后、乐此不疲的谈资、笑料和“佳话”哩！

（作者单位：滨州市滨城区秦皇台乡政府）
（文章有删改，请扫码阅读全文，或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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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以前，刚从乡镇调到县城时，我该是帅
哥一枚的。一米八二的个头，一百八十斤的体重，
不敢说是文质彬彬，但起码还算对得起身边同事和
朋友。那时不懂得羞臊是怎么回事，我就这么任性
地自以为是着。也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血压
一直在正常偏高的位置上打转转了。几个医生朋
友不约而同地嘱咐我说，“平时一定要多注意身
体”。

我总觉得自己身体相当棒，血压偏高也无甚大
碍。记得有次到某市出发，路过一家知名火锅加盟
店，当地朋友介绍说，这家火锅店有时搞活动，二百
斤以上的胖子可以免费吃自助餐一次。我还洋洋
自得地想，我要向体重二百斤这个目标发起最后的
冲刺，有朝一日，能和朋友们一同出游，来到这家火
锅店中吆五喝六，痛快淋漓地吃一顿免费的大餐。

不知不觉中，我的体重先是突破了190斤，继而
又突破了200斤大关。当然，随着体重的不断增长，
我的血压也随着增高。做医生的妹夫建议我，先吃

上一段时间的降压药看看效果，
同时格外强调要我去锻炼。那
个夏天，我随了晨起的人们，到
操场和广场上锻炼，并且小有成
效。两个月中，我的体重减下来
20斤左右。

就在减肥成功，沾沾自喜的
那段时间内，室外几乎天天雾
霾，为了安全起见，我停止了晨
练，晚上又和朋友们胡吃海喝起
来。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我的
体重恢复如初。这时，懒惰开始
占了上风，妻子的责怪对于我来
说，犹如对牛弹琴，无济于事。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再次减
肥的，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我
的各项体检指标全部达到临界
标准，二是身边已经有五位四十
岁左右的同事突发脑血管疾病，
其中两人不治身亡，三人成为植
物人。

以前人们经常说，困难像弹
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
为坚定减肥的信心，我从 2017

年9月起，每天早晨坚持四点多起床，去县城中
间的山上锻炼，野山枣紫亮，喇叭花鲜艳，盘山
路蜿蜒，锻炼的人们有的慢跑，有的快行，来往
穿梭，已成一景。妻子教育我“管住嘴，迈开
腿”，表哥教育我“有银子，有金子，不如有个好
身子”。有这么多的人在关心我、鼓励我，我还
有何理由不去坚持呢？就这样，我天天上山跑
上十多里，或者二十里，我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又将体重减下十来斤。

去年国庆节期间，明集镇举办了“中国体育
彩票·明湖杯”半程马拉松和迷你马拉松全国邀
请赛，吸引了全国各地1800多名马拉松爱好者
参与其中。除年轻人以外，还有部分老人、少
年、残疾人和外国友人。而我，也是其中的一
员。

在我看来，减肥的过程不重要，有减肥的决
心和毅力才最重要。人生除了用知识和能力充
实自己外，我们更应用顽强的毅力和足够的时
间珍视、保养我们的身体。人生只有一次，人生
需要品味，但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
优游闲岁月，潇洒度时光。

（作者单位：邹平开发区魏桥创业集团总部）
（文章有删改，请扫码阅读全文，或登陆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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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7 年，一转眼，我从事新闻摄
影工作已走过十年。

十年间，我拍摄了3000多张新闻图片，
保存照片的U盘就有10几个。其中，我在新
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

《农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民族报》《大
众日报》《滨州日报》等各级新闻媒体上发表
的累计有1000余张。

这十年，我通过新闻照片留存珍贵资
料，传播正能量，结交朋友……照片，以她独
有的新闻传播视觉讲述着阳信好故事。

这十年，我背着相机走遍了阳信大地，
用照片记录并见证了“中国鸭梨之乡”的发
展变化。摄影，不仅是工作，它俨然已是我
的精神之家。

这十年，我利用新闻摄影推介阳信工业
农业产品，宣传典型先进人物事迹，报道各
行各业的创新经验做法——小相机能产生
大能量。

我从小就幻想自己有一部相机，但是直
至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才第一次与它亲密接
触。当时，我按捺不住蹦跳的心脏，反复揣
摩，不断尝试。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几天我
竟然无师自通。2007年10月的一天，我的新
闻摄影处女作品发表在《滨州日报》上。

此后，我一发不可收拾。抓拍、策划、追
踪拍摄，一年365天我几乎每天都在钻研新
闻拍照。10年如一日，这其中的困难、辛苦
也只有自己知道。为了抓拍好照片，裤子划

破了，鞋子磨烂了，双手冻紫了，这是常有的
事，甚至头还碰了个大包。

恐高的我曾经冒着三级大风，顺着梯子
爬到近10米的高处拍照扭秧歌的村民；夏天
夜晚为了拍金蝉爬出，我曾经趴在梨树下的
湿地里 1 个多小时。记得 2013 年 4 月 19 日
下午，大雪不约而至，我踩着没脚的积雪在
万亩梨园拍照，从新闻的角度采写突如其来
的大雪对正在开花的梨树产生多大的影
响。当晚，顾不上吃饭，来不及换掉早已湿
透的鞋子，我一头扎进办公室挑选照片，配
写文字说明，上传稿件。第二天，该新闻图
片在《大众日报》头版显要位置得以刊发。

10年来，我采访拍摄的人物达到了四位
数，遗憾的是竟然没找到一张自己拍照工作
时的照片，生活照也少得可怜。

10年磨一剑。我不禁自问，是什么力量
鼓舞着我毅然奔跑在新闻摄影路上？我想，
除了工作的责任，还有一份沉甸甸的为民助
民责任，当然这两者是不能分割的。

10年摄影，我拍摄新闻图片的主战场在
农村。主角有村支书、“第一书记”、大学生
村官、三支一扶大学生、致富能人、文化能
人、美德村民、农村老师、农村学生、留守妇
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以及新农村新环境、
新风尚、新气象，还有农业生产等等。

回想10年新闻摄影路，我最大的感触就
是一定要用照片打动人心。我一直坚守着
一个习惯，就是把被拍摄者的电子版照片发
给他（她）自己，算是对人家配合我采访拍摄
的小回报。这也是在用照片与群众交流，交
友，打动他（她），以后要是再采访拍摄就容

易多了。
10年中，我用新闻图片打动了很多很多

群众。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杨广和、高守
海两位忘年交朋友。

杨广和是滨州人都熟悉的“回民活雷
锋”、全省岗位学雷锋标兵，曾荣获山东省

“五四青年”奖章。我给杨广和拍摄新闻纪
实照片已经整整9年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后，身为奥运火炬手的杨广和主动放弃出租
车生意，义务宣传奥运精神。当时，我在阳
信县委宣传部新闻科刚刚工作了一年。领
导把宣传杨广和这项工作交给了我，从此我
不间断地宣传“活雷锋”杨广和。9年来，我
共为杨广和拍摄了大约200张新闻图片。为
了更好地传播正能量，我目前正在整理新闻
摄影图片展览《杨广和学雷锋》。

高守海作为山东省农村优秀文化人才，
是阳信县有名的新闻人物。我与高守海结
识也是缘于新闻采访，从2011年至今我给他
拍摄了100多张新闻图片。高守海从编排秧
歌舞，到说唱大鼓书，再到编写普法（廉政）

“顺口溜”小报，我都用一张张新闻摄影图片
真实作了记录。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10
年新闻摄影路已成为过去，今后无论是否从
事新闻宣传工作，通过新闻摄影增长的知
识，结交的朋友，锻炼的思维，将指引着我在
人生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作者单位:中共阳信县委宣传部）
（文章有删改，请扫码阅读全文，或登

陆滨州网阅读“我的音体美故事”专题文
章）

文
章
详
细
内
容
扫
码
观
看

行
走
在
风
景
中
的
光
与
色

行
走
在
风
景
中
的
光
与
色

—
—

一
位
画
家
的
写
生
日
记

减
肥
记

减
肥
记

十
年
摄
影
路

十
年
摄
影
路
一
片
为
民
情

一
片
为
民
情

二等奖 作者：林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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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作者：耿兴义

在零下27度，我画出了右玉的雪景。

摄于2015年 10月内蒙
古清水河县北堡乡。

二等奖 作者：付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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