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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爱好的价值在哪里？摄影是培
养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摄影让你对新的东西感兴趣，外面的
世界很精彩，摄影开拓了你的视野，培养
了眼见为实的实证精神。美景的意义是
外在的，但是摄影创作能满足我们的精神
需要，当物质已经富裕，恰恰是需要弥补
空虚的精神，如果把人的精神需要简单还
原成物质需要，那将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摄影爱好是我们的精神需要。

摄影培养了爱走动的习惯，养成了喜
欢 户 外 生 活 的 习 惯 。 每 个 星 期 六 走
10000米拍100张是多么好的运动结合兴
趣爱好。大多数人都很懒很被动，摄影兴
趣让你有动力迈开步不觉累。如果说你
的健康和运动相关，那么摄影是你慢运动
最好的伴侣。

摄影培养你的批判精神，当你看到几
年前拍的照片，你第一个想法是不满意，
这就在培养自我批判的精神。然后想找
出照片不满意的地方，如何解决它的方
法，这通常会让你确定下一个摄影目标，
而且，这种前进方式也会养成良性循环，
让你读书学软件更有感觉，你会变得更聪
明更勤于思考。

摄影是一种生活方式，摄影兴趣可以
找到朋友聚会的理由，可以成为社交的话
题，可以作为信息交流的载体，为了摄影
爱好，你选择的生活方式会更健康。

摄影是一种生活方式
山 方

周末，母亲打来电话，告诉
我几场冬雨过后，菜园里的菜，
长势迅猛，叫我带一些回家。

80 年代末，父亲所在的单
位，在河边盖了两栋三层楼的
宿舍。搬入新家，母亲就带领
众子女，挑了些泥土到三楼楼
顶。在母亲的精心布置下，楼
顶渐渐“脱胎换骨”，变成了瓜
果飘香的菜园。

骑车回到娘家，一边和母
亲在菜园里唠嗑，一边摘芹菜，
大蒜。菜园里放置了十几个坛
坛罐罐，用来下雨时装雨水浇
灌蔬菜。

我笑着对母亲说，这些坛
坛罐罐都陪伴您大半辈子了。
瞧，这只大的，当年是用来装自
来水的，这只是用来装米的，还
有那只是用来装年货的。母亲
笑着说，别小看这些坛坛罐罐，
一个个都是陪伴了她大半辈子
的“宝贝”。每到冬天，她都要
把家里的小缸翻出来，洗洗晒
晒，大展身手。

母亲还用这些坛坛罐罐做
着冬日里的咸菜。在天气晴好
的时候，母亲便会准备各种调
料：盐、白糖、尖椒、蒜、姜，把收
回包菜，花菜叶洗净，晾晒，待
晒至半干时，再均匀的撒上盐，
放入瓷罐里，压实，然后，把搪
瓷罐密封得严严实实。一周以
后，咸菜就可以吃了。打开罐
子，一股咸香扑鼻而来。

上中学的时候，我在学校
住宿。家里条件差，母亲总会
装上满满两罐咸菜，让我带到
学校。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带
的咸菜特别受同学们的欢迎。

现如今，生活条件好了，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新鲜蔬
菜。即使这样，每年母亲还是
喜欢腌很多的小菜，送给她的
子女们。

寒冷的冬天，朔风呼啸，爱
人喜欢早上喝热粥。闲暇时，
早早起了床，放了大米或小米
在紫砂锅里慢慢熬，咕嘟咕嘟，
熬得糯糯的、稠稠的、香香的，
等粥熬好了，一边喝着热腾腾
的粥，一边吃着咸菜，爽口极
了，觉得日子也似粥一般的暖
人。粥的味道平和，小咸菜咸
香，让味蕾享受到平淡之后的
新鲜之感，两者实在是最佳搭
配。再冷的冬天，心里也是暖
暖的。

庄 子 说 ，道 在 瓦 罐 瓶 杓
中。瓶瓶罐罐中，看似不起眼，
流淌的却是生活的气息。母亲
不识字，更不懂庄子。但她有
一颗热爱生活的心。看着子女
们喜欢吃她腌的小菜，母亲常
常乐开了花。生活的道，殊途
同归。小小的罐缸，带着浓浓
的生活气息，暖暖的爱，静静守
候在灯火阑珊处。

冬日菜味
刘满英

每逢年节，一定会有年轻人给我留言，
抱怨家里的极品亲戚。有些是像我一样牛
头不对马嘴；有些是出言不逊——你怎么又
穿红，你皮肤黑穿红像村姑；有些是内夸不
避亲——你堂姐上哈佛了，你要向她学习呀
……最讨厌的是，几乎每一位都会问：“你考
得怎么样？你有男朋友没？你赚多少……”

年轻人都很想像网上说的那样，冷冷
地回一句“关你屁事”，又怕爸妈一巴掌挥
过来。

而此刻，我想替所有极品亲戚叫一声：
“冤枉啊。”

年纪越大，越知道人的孤单。欢天喜地
的时候，你想打电话分享的人没几个；痛不
欲生的时候，你有满心的话想说，却想不出
一个合适的人选。我买房，你不会借钱给
我；我破产，你只能提供几句安慰。每逢佳
节，我们坐在一张桌上，不是因为彼此喜欢，
而是因为1/4、1/8的血缘或者联姻关系。

所以，我们其实无话可说，只是饭桌上
一句话不讲不太合适吧。若是平辈或者熟
人，我可以讲明星的绯闻，但在晚辈面前，
得保持德高望重的形象，于是没话找话：

“小某，你今年考得怎么样？”不是不知道这
问题招人讨厌，但除此我还能说什么？而
你，青涩的少年郎，我不主动说话，你也不
会开口。

把亲戚就当作亲戚吧，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也终会渐渐淡掉。他们问及你的事，微笑
回答，他们只是好意，还把你当小孩，没想到
某些方面你不愿提起；若他们喊错你的名
字，想想你也未必知道他们的名字，一向叫
他们二婶或三姨父。最好的办法，是主动告
诉他们，你姓甚名谁，在哪里读书或工作，然
后落落大方地问他们身体好吗？工作顺利
吗？这是一种训练，你以后总要学会与半生
不熟的人把酒言欢，可能是客户、相亲对象，
或者仅仅是萍水相逢的人。

相信我，世上并没有那么多极品亲戚，
更不会全凑在贵府。

每个人都不是世界的中心，没有人在随
时关注你、嫉妒你或者伤害你。他们只是说
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而已。

极品亲戚
叶倾城

走在家乡林阴小道上，看到
片片银杏叶被浓浓寒意染成金
黄，在冬日暖阳的映照下，金扇
满树，黄叶铺地，整个村落变成
了一片金色的海洋，仿佛进入了
一个金色的童话世界，美不胜
收。我放慢自己的脚步，注视着
这耀眼的灿烂。

银杏树体典雅，躯干挺拔，
苍劲倔傲，蔚为雄奇壮丽。时
节已进入初冬，那形状似小伞
的银杏树叶也逐渐由绿变黄，
黄透了的叶子在北风吹拂下，
悠然地在空中划出几条弧线后
簌簌飘落，像蝴蝶飞舞，又像火
焰跳跃，一层层地铺满地面，给
故乡大地涂上了一笔炽热的温
暖色调。

家乡人特别钟爱银杏，房前
屋后，田塘河边到处都有它们的
身影。每逢春夏，银杏树上郁郁
葱葱，婆娑翠绿；到了深秋，满树
全身飘逸耀目金黄，云蒸霞蔚，
白果累累，子孙满堂；到了冬天，
玉骨琼枝，遒劲飞扬，凸显岁月
沧桑。秋冬时节是家乡最为迷
人的季节，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乡亲们在一棵棵金黄色的
银杏树下铺上张张垫布，用长竹
竿敲打树枝，随之银杏伴着落叶
簌簌落下，累累的金果，无不让
大家心生欣喜。

特别是村口那株人称“老寿
星”的古银杏树，距今有上百年
的历史，人们对它更是喜爱有
加。这棵银杏树枝繁叶茂，冠大

阴浓，还弥漫着淡淡的芬芳，其
笔直的树干中间伸出几条有力
的“臂膀”将密密的树叶撑开，像
一把巨大的伞，谓为壮观。银杏
树下，孩子们打闹嬉戏；大人们
悠闲地坐在银杏树下休息，拉着
家常。

碧云天，黄叶地。放眼望
去，淡蓝色的天空下，那数不清
的银杏树，黄得透彻的银杏叶，
撒下了遍地的金黄，犹如铺了一
层厚厚的黄金地毯，金灿灿的令
人满目生辉。

我非常感谢这美妙的银杏
树，它让我无论走到哪里，只要
看见那抹灿烂的金黄，即使再灰
暗阴沉的心灵也会马上衍射出
温暖迷人的阳光。

银杏冬舞满树金
钟芳

延边雾凇美如画 王薇 摄

不知为何，心中总对旗袍有份痴念。在网
上看到民国女子存留下来的照片中，无论名伶
还是普通女子，都着装旗袍，招摇得像一朵朵
花儿，在岁月里风情万种的开着，让人感到流
年的暗香、岁月的美好。

张爱玲仅存的几张照片中，就有一张是着
旗袍的，头微微抬高，那份高冷让人看了颇具
韵味，如果说才华是演绎自信的，那旗袍定是
提升气质的。

最爱的意境，是纤弱、柔软的江南女子，细
腰盈盈，修长的腿亭亭玉立，再撑上一把烟青
色的纸伞，摇曳在青砖小巷里，如丁香般的女
子，空灵的似水中的荷花，楚楚动人，成就着那
一副令人魂牵梦绕的山水画。

博客里一位女子，她也酷爱旗袍，面容姣
好，身材也不错，能驾驭各款旗袍，她会穿什么
样的旗袍，再配上相应的背景，每张照片都堪
称“艺术品”，她会着墨绿色的旗袍站在书房，
浓郁的书香与她的着装相得益彰，而当她在茶
室品茶，又会穿一袭印有茶花的旗袍，清新淡
雅，端庄典雅，犹如一朵山茶花，清新自然，我
欣赏女人像她这样，用旗袍诠释生活，展现品
质，也让人感到她的精致。

我喜爱旗袍，每次逛天猫，我都会看旗
袍，也许它并不适合现代女子上班的着装风
格，但我仍会买上一两条旗袍穿着过过瘾，
也许价格不是很昂贵，而我会选舒适的面
料，偶尔同事会说我是在装古典女子，但我

骨子里的那份痴念未改。
我觉得，美丽的女子，在青春年华里，都该

有一两件精致的旗袍，那是一幅美图，是女人
尽显妖娆的代表。工艺精良的旗袍，仿佛四月
的山花，烂漫散发馨香的气息，多少女子，都梦
想着有一袭华美的旗袍，得体地穿在身上，风
姿绰约，尽显妖娆，就像有一段随心的爱情一
样，舒适地存在着，亦是一种安然。

旗袍，喜欢它内敛、飘逸，不张扬，却能够
于无声处透出绝色风情，它不暴露，却自有一
种掩饰不住的诱惑，自有一份摄人心魄的气
场，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端然与雅致，一颦一笑
中，自有一份似水的娇羞。旗袍的韵致，值得
细细品味。

痴念旗袍
程丽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