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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贺良：数字时代的摄影艺术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数字影像科技水平

的不断完善与提高，摄影变得日益普及，已
真正成为一门最大众化的艺术。全民摄影
与自媒体的时代已经到来。

数字时代的摄影与传统摄影年代相
比，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摄影技术门槛
的降低，并由此带来了学习摄影中的一些
错觉。其实，数字时代对于摄影人自身素质
的要求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了更全面和
更高的标准。

去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请我去北京
为全机关做了一次摄影讲座，从部级领导
到普通同志，一听说是摄影，都很踊跃，那
个会议室都坐不下，最后安排到经常发布
重大新闻的新闻发布厅了。前几天我在南
京青奥会采访，看台上从几岁的小学生到
满头白发的老年观众许多都在拿着相机或
手机拍照。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直到普
遍民众，每个人都与影像产生着密切的关
联，只有今天这个数字时代，摄影才会呈现
这种盛况空前的景象。

摄影的普及是不是对摄影人的素质要
求就不那么高了？实际上，是恰恰相反。到
了数字时代，对摄影人的要求不是降低了，
而是大大地提升了。做一个比喻，就像写字
一样，写字我们谁不会写？但是否人人都能
称为书法家呢？摄影现在也是这么一个现
状：大家都会拍照，但是如果能成为一个合
格的摄影人，一个优秀的摄影家，和传统摄
影年代来比难度是越来越高。

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边，特别是在造

型艺术门类里边，只有摄影与工具的关系
最密切。摄影从传统胶片年代，机械相机的
年代，到今天的数字摄影时代，这个工具带
来的不仅仅是摄影技术门槛的降低，更重
要的是为创作思想、拍摄方法都带来了一
场革命性的变化。所以说谈摄影不能离开
摄影工具——— 照相机。但摄影作品的好坏，
并不完全取决于相机。对于摄影器材我有
三点看法：

一是型号越新越好。这是数字时代的
一个特点。在传统摄影年代，你买一个照相
机可以用几十年，德国的莱卡它几十年都
不变，操作方法也不变，相机的质量也不
变，你买了以后可以用一辈子，甚至可以一
代一代传下去。但现在不是这样了，在数字

时代，我给爱好摄影的朋友一个建议，你要
是准备更新你的相机，或者你准备买相机
的时候，选择了品牌之后，一定要打听到最
新的型号是哪一种。

二是适合自己为佳。不是说你有钱，都
去买最高档的相机，而是根据自己的财力、
体力以及工作的便利，去选择不同的相
机，适合自己、便于携带为佳。我接触的
几个很有名的摄影家，他们本身也是身价
很高的企业家，但他们用的相机不是最高
级别的。为什么呢？像陈复礼大师、简庆
福大师，全世界很有名的摄影家。我问他
们，为什么不用专业相机？他们说专业相
机太重了，我也不需要这么快的速度，我
觉得我这个足够了。根据自己的需要，不
一定越贵越好，适合自己为佳。

三是让你手中器材的功能发挥到极
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摄影爱好者，
包括一些被称为摄影家的人，不要说将相
机功能发挥到极致了，就是能把相机的一
般功能用好，就不错了。就是对我自己而
言，用过很多型号的专业相机，有的相机用
得该淘汰了，它的好多功能可能我还没研
究透。使用相机最好的老师是照相机的说
明书。说明书要反复看，一开始看不明白不
要紧，操作一段时间，再回过头去看那个问
题，可能就看明白了。自己使用的体会越
深，对说明书理解就会越深。所以我觉得用
好相机的第一步应该是先把说明书研究透
了，把自己手中相机的功能让它尽可能地
发挥出来。

大众文艺讲堂是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主办的大型系列公益讲座，每
周邀请一位省内文艺界专家举办讲座。8月22日，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主席侯
贺良做客大众文艺讲堂，与大家一起分享“数字时代的摄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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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回家看看就是孝顺【空巢里的孝心故事】

□李炜

满载而归的一次下潜【我随“蛟龙”去探海之六】

□许 晨

乘胜前进。蛟龙号本航段的第二次下
潜开始实施，也是它历史上的第76个潜次
了。首潜成功之后，现场指挥部研究决定：
趁天气晴朗海况不错，潜器状态良好，抓
紧作业，连续下潜。果然，这天的天气预报
十分准确，风平浪静，碧蓝的海水一望无
际。

此次下潜的人员是：主驾驶唐嘉陵，
生物科学家王春生，深海中心工作人员李
宝刚。其中，小唐年龄不大，却与傅文韬一
样，是我国培养的首批潜航员，获得过“载
人深潜英雄”光荣称号。王春生是国家海
洋局第二研究所的研究员，海洋生物学
家。他也是这次组织科学应用的首席科学
家，去年已经下潜过三次。李宝刚则是实
施单位———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的工
程师，也在去年有过深潜经历。很明显，这
是蛟龙号的真正目标——— 应用科考潜次。

“下潜！”随着总指挥一声令下，蛟龙
号翻出一片水花，不见了踪影，海面上又
恢复了平静。而指挥部里却一如既往地忙
碌着，犹如一场大战中的司令部。虽说没
有来来往往的参谋、机要人员，也没有滴
滴嗒嗒的电报声和摆在大桌上的地图，但
通过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水声通信系
统，可以清楚地了解蛟龙号在水下的情
况，以及它与母船的运行轨迹。那每隔64

秒就传来的“嗡嗡”声，把所有信息传到指
挥部来。总指挥和各岗位副总指挥就是根
据这些情况进行现场指挥。

我们知道，研发蛟龙号的根本目的是
为了科学应用，是给海洋科学家们提供一

个到达深海、贴近考察的平台，可以更准
确地研究海洋的奥秘。过去，由于数千米
深的海水阻隔，传统的考察海底方法，只
能在海面上投拖网捞取样品，或者是通过
电缆相机拍照。这两种手段如同瞎子摸
象，效率低且质量差。一网上来，杂七杂八
混在一起，有矿物石、有生物鱼，但在哪个
位置采集的哪种样品，在什么水深测定什
么洋流，统统一笔糊涂账！

此次下潜的首席科学家王春生，上世
纪八十年代毕业于厦门大学海洋系，分配
到海洋所做近海生物研究，如今已是颇有
建树的海洋生物专家。说起潜海的感受，
他这样描述：“当我第一眼看到海底的时
候，就被奇妙的海底世界震撼了，一片白
花花的沉积物，就像冬天的雪一样飘飘洒
洒，实际是浮游生物，以及甲壳类生物脱
皮落下来的，学名即称‘海雪’，英文haixue，
也是海雪的发音。还有三只白色海参同时
映入眼帘。刚开始我以为这有偶然性，可
是随后在这个海盆区近3个小时的作业过
程中，发现这种海参很多，最多时1个视野
里能看到6只。可根据深海摄像系统拍摄
的视像资料，估算西区巨型底栖生物丰度
约为45平方米才1个。由此可见，近底观察
与看录像的效果完全不同。”

太阳西斜了，蛟龙号出水了，按时回
收到了母船甲板上。我们早早地穿上工作
服戴好安全帽，爬上高高的上层平台，举
着照相机等候在那里。一是欢迎潜航人员
平安归来，二是观看他们取回来的深海生
物和矿物样品。蛟龙号在工作台就位后，

辅助人员首先拿着长长的水枪，用清水将
它上上下下清洗了一遍，把海水处理干
净，而后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潜器舱口盖
子。王春生教授第一个钻出潜器，向大家
挥手致意。

欢迎凯旋！祝贺科考成功！在场的人
们一边高喊着，一边用力鼓掌。等到采样
篮放下来后，大家又一哄而上，围了个密
不透风，深深被里边的东西吸引住了。有
硬硬的岩石，有黑黑的结壳，有白白的海
绵，有淡黄色的海星，还有一管管沉积物
和水样。真可谓满载而归。

紧接着的新闻发布会上，王春生教授
介绍了此次海底科考情况：“这个采微海
山去年我就来过，取到了一些样品，今年
选了另外的点比较一下。通过蛟龙号坐底
调查发现：在不同地形单元的成矿环境、
结壳分布、巨型底栖生物种类多样性和分
布有着明显差别。其中，山脊东侧底层海
流明显，有大片小结核分布，生物以海绵
和海星为主。西侧底层流很弱，有大片沉
积物覆盖，生物稀少。至于采集的样品，大
家也看到了，共取得岩石6块、结壳1块；沉
积物插管4管；水样8升；巨型底栖生物标
本14个……”

好啊，仅仅一次深海科学考察，就取
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与在海面上遥控以
及投网取样不可同日而语。蛟龙号功不可
没。发布会结束了，我还静静地坐在那儿
不动，思绪随着海浪不停地涌动：如果我
们再多几条“蛟龙”号，揭开深海奥秘、开
发海洋造福人类的蓝色梦想还会远吗？

有一周没回家看看老爸老妈了，趁
着周日，我们一家三口回娘家。

一见我们进了门，老爸老妈就忙活
上了，洗水果、拿饮料，还有各种我及女
儿爱吃的小零食一应俱全。老爸拿出了
干休所发的保健箱给我们看，一样一样
地介绍；老妈拿出了刚买的衣服问我们
好不好看，老两口都抢着和我们说话，你
一句我一句，我们的耳朵都有点听不过
来了。看着老爸老妈高兴的样子，我也可
以趁机撒撒娇赖赖皮了，因为平时在自
己家里，撒娇耍赖的权利完全属于女儿，
哪有我的份儿，现在守着亲爱的老爸老
妈，我可以做一回乖乖女了。躺在老妈的
床上，我大喊：“老妈，把我拉起来。”老妈
走过来，想拉我，我使劲一拽，把老妈拉
倒在我身上，女儿也跑过来凑热闹，我们

三代半边天一起躺在床上，那叫一个乐
和。中午老公下厨做饭，一家人围着餐桌
美美地吃了一顿，那叫一个舒坦呀。老妈
说，“看看你爸，你们一来他就高兴得不
知怎么好了，腰也不痛了，腿也不酸了，
忙个不停。”老爸则指着老妈说，“你不是
从一大早就盼他们来吗？厨房那一大堆
东西还不都是你去采购的。”从他们乐不
可支的神情中，我仿佛看到了平日他们
这空巢里的寂寞和寡欢。

饭后老爸老妈有午休的习惯，我们
也该回家了。我们有说有笑走出家门，回
头跟父母招手。这一回头，我竟然差点流
出眼泪。只见老妈在卧室的落地玻璃前
向我们招手，好像口中还念念有词；老爸
在客厅的落地玻璃前给我们招手，嘴里
也在说着什么。我立即返身，只听到老爸

老妈在说：“没事常回来呀，下周来还给
你们做好吃的。”我大声答应着：“知道
了，知道了。”转身眼泪就流了下来，我们
做儿女的真的应该常回家看看。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年
老的父母过得不就是儿女的日子吗？我
们好他们开心，我们不好，他们忧伤。回
报父母无须用金钱，与父母对我们最无
私的爱能互换的也只有我们常回家看
看！如此简单，爱父母就是常回家看看。

□许志杰

老舍的茶馆

【问茶齐鲁之四十一】

说来羞于启口，至今我也没有认真地研读过老舍先
生创作的名剧《茶馆》，更没有到剧场欣赏过北京人民艺术
剧院的镇院大戏《茶馆》，甚至连开在北京的茶馆也没能走
进去坐下来喝一杯茶，听一曲京韵大鼓。但这并不妨碍我
对《茶馆》的关注，对《茶馆》的敬重和偏爱。毕竟，老舍先生
两次到山东的大学任教，而且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美文，
至今为人称道。比如他在齐鲁大学任教时写的散文《济南
的冬天》，被收进全国高中的语文课本之后，很多读了《济
南的冬天》的高考生，带着对济南冬天的向往到济南读大
学。他在山东大学任教时写下了著名小说《骆驼祥子》，两
位主角的形象颇具现代青年男女的风范，一直被模仿，从
未被超越。

创作于1956年的《茶馆》，是一部三幕话剧。老舍以其独
特的创作手法，把清末、军阀、民国三个不同时期的70多个
人物，集装箱式地糅进不足5万字的《茶馆》里。议员、处长、
遗老、艺人、算命先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
个只有三十几平米的茶馆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丰满如花。
首先是老舍先生笔下的裕泰茶馆那派景象，令人叹为观
止：提笼架鸟的遗老遗少，昏天黑地的算命仙人，倒卖古玉
的行内高人，玩蛐蛐斗蝈蝈的三教九流，你方唱罢我登场，
把一个茶馆装扮得好不热闹。从剧中可见，清末的北京茶
馆不少，到了民国军阀混战时期，大都关了门，只有裕隆茶
馆勉强支撑着。但迫于生计茶馆掌柜王利发不得不出租
房屋，眼看着茶馆风雨飘摇30年过去，绝望的王利发拿着
腰带，把自己挂在了茶馆的房梁上了此一生。

从《茶馆》中我们可以发现茶馆作为一种社会底层的
人们聚集的场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
征。清末的裕隆茶馆茶客可以先喝茶再付钱，或者先喝了
茶过后什么时间有钱什么时候再付，说明茶馆的买卖尚
可。但是，突然有一天，有个人递给了一位喝茶人一张纸
条，上面写着：莫谈国事。大家的脸一下变了颜色，深感这
优哉游哉的茶馆也不再“天下太平”。之后，不断有人收到
这样的纸条，而且纸条越来越大。最后几年，大纸条又附小
纸条：茶钱先付。说明，茶馆的生意入不敷出，或者人心不
古，今不如昔了。

很是佩服老舍先生细致入微的观察描写，以茶馆为
载体，他把《茶馆》写得活灵活现。看《茶馆》很容易使人想
到现实中的茶馆的样子，早先的北京茶馆除了喝茶，还有
点心“烂肉面”，人们一边喝茶一边吃“烂肉面”，后来发展
到谈生意、聊天。茶馆的老顾客可以赊账，茶客也能自己带
茶来喝，是不需要冲茶费的。当然，茶馆会备上一些娱乐节
目，说书的，说相声，唱戏的，寓茶于乐，消磨点时间呗。

茶馆，也可以叫做茶楼、茶坊、茶室、茶寮、茶肆，是茶
文化延伸放大的一个重要部分，说俗了就是一个供人喝
茶的地方。据说在东晋元帝的时候出现了最早的茶馆形
式——— 茶摊，南北朝时期出现供人喝茶住宿的茶寮。唐代
以后，工商业发达，流动人口增加，茶肆出现了，茶馆与茶
迅速遍布各地。

影响最深的当是最早开始喝茶的川渝地区，至今茶
馆多多，而且保留了茶馆最早的存在形式，颇像老舍先生
的《茶馆》那种景象。各色人等聚在一起，摆龙门、聊大天、
搓麻将、斗地主，一人跟前放一杯茶，形成独具地区特色的
川渝茶馆文化。其次便是华南地区，像广东、香港、福建，茶
馆与餐馆混搭，又吃又喝又玩又聊的早茶，是这个地区市
井文化的一个部分。北方的茶馆遵循北方人相对保守的
思想观念，少见川渝一带开放式的茶馆，大多是封闭式的
小茶室，其中可以休闲、喝茶、打牌，玩得比较含蓄。更多的
茶馆则隐于买卖之间，卖茶的人把茶馆开在茶庄，买茶的
人进得门来先品茶，合口味就买些，买卖不成仁义在，茶人
以仁为本，以茶为体，讲究余味悠长。

有一出戏叫做《沙家浜》，是“文革”时期创作的现代京
剧样板戏，应该说是那个时代的文艺精品。其中的阿庆嫂
就是借开“春来茶馆”的名义，开展地下活动，打探日伪军
的部署，掩护新四军深入芦苇荡，从事敌后抗日战争。围绕
着春来茶馆的唱段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同时也把茶馆
的一个时代性表现出来。阿庆嫂“人一走茶就凉”，道出世
态炎凉，刁德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真不愧是开茶馆
的”，衬出开茶馆的不易。北方的茶馆较之南方少了些，很
多北方人知道“茶馆”，就是从这个戏开始的。

而从实体的茶馆延至虚拟的思想茶座，更是现代人
心灵的寄托与摒弃尘埃的安全岛。前些年，山东人民出版
社推出的各类思想界人士的“茶座丛书”，如“经济学家茶
座”“历史学家茶座”“艺术家茶座”，撬动了封闭的学术固
土。这个思想茶座的主持人就是著名出版家金明善先生，
他把自己的智慧献给了出版事业，他把对出版事业的执
著献给了思想者，他把自己的思想贡献给了大家，影响了
大家。1983年的7月我们一起从山东大学走进出版社的大
门，我没能坚持在出版行业做下去，金明善却是坐在他的
思想茶座里一呆就是30多年。可是，正值思想成熟和采摘
期的金明善没能抵住病魔的突然袭击，止步于不到六十
年的人生旅程。思想的茶座少了一位善于思考、勤于劳作、
勇于担当、只有奉献、从不索取的茶客，令人心疼。

据说，老舍茶馆在北京开得很红火，也是照着
《茶馆》去做的。老舍故居和老舍纪念馆在济南开放

了，为什么不再开一
家先生喜欢的茶馆，
让四面八方的来客坐
在泉边，喝着泉水泡
出的泉城大碗茶，欣
赏上天赐予这座城市
的灵动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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