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 狮 园 沧 曲 书 舍 地 下 展
厅，大运河摄影精品展精彩亮
相，成为此次摄影大展最为经
典的一部分。刘世昭、王景
春、汤德胜、卢承德、季红
伟、田建民、王芯克、周露、
沈英 （已故）、刘连升等 10 位
国内知名摄影艺术家，在此展
开了一场与大运河跨越时空的
对话。这些摄影艺术家，大多
生活在运河两岸，作品放眼运
河沿线，有的描绘船舶景致，
有的刻画水乡美景，有的捕捉
市井生活，有的记录地域特
色，有的关注传统手艺……林
林总总，浓缩着大运河的悠久
历史、文化特质和人文内涵。
图片风格各异，却盛满作者对
运河的真挚情感。

前段时间和读大一的外甥
女聊天，其间她和舍友说了几
句，瞬间觉得自己脑容量不
够，自认为对网络语言还算

“精通”，但两位“00后”的对
话，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又被
迫学会了几个新网络用词；国
庆节回家，读初一的侄子也是
网络语言张口就来，他爷爷奶
奶听不懂，我还得给解释；在
某视频网站上，有老师晒出小
学生的作文，网络语言满天
飞；最近玩了一款手机游戏，
和资深玩家们聊天时，只觉脑
瓜子嗡嗡地，除游戏专属名
词，通篇缩写、代称，十句话
有九句看不懂……

互联网盛产新词新意，不
得不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
了表达形态、拓宽了语言空
间。以新颖独特的表达方式交
流，无可厚非，在特定群体中
甚至能产生情感共鸣。然而，
现在网络用语越来越肆无忌
惮，不仅用谐音、缩写，借词
达意、乱玩梗，更把一些褒义
词用成了贬义词，想想前不久
被痛批的“伞兵”梗，莫名心
痛。

词 不 能 乱 造 ， 梗 不 可 乱
玩。语言，无论是文言古语、
现代白话还是网络热词，都不
能失去基本的表达能力、表达
技巧、表达美感。“给力”“点
赞”能被人们接受并广泛应
用，一些低俗、恶搞的网络语
言，则伤害了语言文字的生命
力，成为言语的“慢性毒药”，
长期沉浸，难免患上“失语
症”。以前发张照片，还会挖空
心思想几句诗词搭配，现在，
动辄“绝绝子”，时间长了，只
会说“绝绝子”了，一位网友
翻看自己近几年的微博，发现
用词逐渐简单粗暴化。

当 你 的 日 常 表 达 淹 没 在
简单粗暴的网络词汇里，语
言能力会逐渐退化。一些网
络用语，偶尔用用乐和乐和
挺好，但不能时时用，更不
能乱用。还是要多读书，说
正常话，使用正常的表达方
式，这样，我们的语言世界
才会健康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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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沧州摄影家协会副
主席刘连升和已故摄影
家沈英拍摄的沧州大运
河，以人为中心，将沧
州武术和杂技的发源与
发展，表现得唯美而深
幽。

就 在 展 厅 中 心 位
置，一幅大大的“沧州
六 合 拳 传 人 石 同 鼎 抱
拳”图片，吸引游人效
仿拍照。这是刘连升拍
摄的一组武术专题图片
的核心，他用十几年时
间跟踪拍摄，对石同鼎
和徒弟们在大运河边武
馆或泊头清真寺里练习
武术的场景记录下来。
石 同 鼎 也 来 到 展 览 现
场，他为游人呈现六合
拳精髓，一招一式出神
入化。“没有大运河就
没有泊头清真寺，没有
清 真 寺 就 没 有 六 合
拳。”说起这一武术拳
种的传承，石同鼎深有
感 触 。 而 刘 连 升 则 表
示 ， 将 继 续 关 注 大 运
河，继续拍摄运河畔的
沧州武术。

已故摄影家沈英拍
摄的吴桥杂技，年代更
为久远。麦田旁、地头
上、小院里，杂技艺人
们 衣 着 朴 素 、 笑 容 单
纯，头顶飞人、鼻尖顶
扇子等难度高的动作，
场景透着一股浓浓的乡
土气息。上世纪 80年代
初，沈英陪同英国泰晤
士报、日本电视台、香
港 媒 体 等 前 往 吴 桥 采
访，她也由此萌发了一
个想法：要用手中的相
机拍摄精美作品，让世
界感受吴桥杂技艺术及
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沈
英 跟 着 记 者 ， 走 村 入
户，揣摩观察，系统拍
摄的吴桥杂技系列，成
为 不 可 多 得 的 杂 技 史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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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大展在百狮园开展影大展在百狮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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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关于运河的讨论与交场关于运河的讨论与交

流正在进行流正在进行——

百狮园里，从荷悦轩茶室到
沧曲书舍，向东运河蜿蜒流淌，
向西绿茵遍地、百狮驻守，300多
米长的健康步道，连接起两座古
宅院。就在这条健康步道上，大
运河城市集群摄影展徐徐展开。

从通州到沧州，从德州到苏
州，从济宁到常州，京杭大运河
沿线的 20多个城市景观和人文一
一呈现，这是一次运河城市的集
体亮相。园林古宅、老树门庐、
运河四季、码头驿站、杂技武
术、夜市小贩，民俗手艺、老旧
街巷、城市俯瞰……不仅有自然
景观，更有人文情怀。游人在一
幅幅作品前驻足观赏，仿佛置身
于这些曾经向往的运河城市。

一位杂技演员脚蹬大缸，大
缸上贴着红红的福字，后面是火
红的舞台和观众，陈立新的《福
满狮城》将沧州杂技的魅力通过
福字展现出来，意境深远；一片
红色的古建，白雪皑皑，清幽夺
目，唐垠的《雪落慈航》再现沧
州运河边冬季景象；高空俯瞰，

沧州主城区高楼林立，运河蜿蜒
穿梭，气势磅礴，王韬的《大运
沧州——南运河沧州市区段》，让
美丽的沧州大气呈现……通过沧
州摄影人的镜头，沧州境内 215
公里沿线的自然和人文展现在游
人面前。

在大运河城市集群摄影展众
多的作品中，《大运河畔忆童年》
和《最美的风景》，来自沧州一位
普通的摄影爱好者——崔顺卿。
由于喜欢摄影，崔顺卿经常行走
大运河，捕捉到很多细微的镜
头。一次雪后，他在刘辛庄附近
运河边上走，看到两个小孩似在
嬉戏玩耍，又似在练武耍拳，便
将这一画面定格下来。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时，人们
都待在家里不出门，一天早晨，
他打开窗户看到小区里一位保洁
人员，穿着厚厚的棉袄，先在雪
地里写下“中国加油，武汉加
油”几个字，才开始清扫积雪。

“被这个画面感动，便在阳台上隔
着玻璃拍下了这一场景，没想到

还入围了摄影展。”崔顺卿喜欢从
细微之处入手，在小人物身上获
取灵感，拍下运河边最真实的场
景。

一路走，一路看，不仅仅沧
州，通州、苏州、济宁、枣庄、
商丘等其他城市的各类运河场
景，都触动人心，不由得对运河
这条母亲河心生敬仰。

“这些作品既磅礴大气，又细
致入微，既展现意境之美，又体现
人文情怀，于多样中见统一，充分
表达了当代摄影人对大运河这一中
华民族伟大创造和宝贵历史遗存的
深刻理解和生动诠释。”此次摄影
展策展人、中国摄影家协会策展委
员会委员崔波的一席话，道出了大
运河城市集群摄影展的特色。

“作为制冷空调行业的一员，我们更
要有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理念，在空
调系统项目的设计和施工方案上，选择
效率更高、更节能、更智能的产品，这
就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掌握更多的知
识、技术……”10月 18日上午，河北水
利电力学院创新楼五楼教室，市制冷学
会会长、高级工程师强福悦带来了一场
精彩的讲座，学院土木工程系建筑环境
与能源工程应用专业 150余名学生到场聆
听，气氛热烈。

从空调的广泛应用到低碳环保，从掌
握专业技能八大要素到产业前景预测，从
好好学习到专业自信……接地气、事例丰
富，近两个小时的讲座，生动有趣。

“记得有次机组出问题，当时下着
雨，我撑着伞领着孩子也得去查看。”强
福悦分享过往经历，嘱咐学生们，不管多
困难，都要记住自己的责任。对于专业技
术，强福悦根据专家总结，融入自己数十
年实践经验，用大量实例，给学生们生动
阐述了成为优秀专业人才的八大宝典。

“知识面一定要拓宽，掌握得越多越好。
要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强福悦说。

分享自己成长经历、介绍学院优秀毕
业生……成功事例里，是对学生的鼓舞，
也是对相关产业发展的自信。

据了解，河北水利电力学院土木工
程系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应用专业，目
前在校学生 266人，多年来已向社会输送
毕业生 1000余人，T3航站楼等不少大型
工程里，都有他们的身影。“和河北水利
电力学院土木工程系建筑环境与能源工
程应用专业渊源很深，多次合作。很高
兴能和青年学子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
在学校的专业教育中，希望同学们不要
虚度时光，掌握知识技能，将来成为推
动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小能手。”强福
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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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981 年，时任 《人
民中国》 杂志摄影记者
刘世昭和文字记者沈兴
大从北京出发，骑着两
辆飞鸽牌自行车，进行
了为期 1年零 7个月的京
杭大运河骑行之旅，刘
世昭用手中的相机记录
了改革开放初期大运河
沿 线 的 自 然 和 人 文 风
貌。2016年，年近古稀
的刘世昭沿着当年的骑
行路线， 从北京出发向
杭州，再度完成这一壮
举。

刘世昭 1981 年拍摄
的运河作品，成为摄影
界的宝藏。此次精品展
中 ， 他 的 部 分 代 表 作
品，真实反映出运河沿
线城市、尤其是沧州改
革开放初期的生产和生
活。作品 《山东徽山县
串亲戚的渔家》 中，简
陋的船只，渔民身着简
朴 的 衣 着 划 着 船 桨 过
河，投射出那个时代人
们的生活和交通状况。
《沧州农家武术馆》《吴
桥县练杂技的农家》，两
幅记录沧州武术和杂技
的图片，则将沧州地域
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
虽是老院落、老把式，
却把技艺一辈辈传承，
不敢懈怠。《沧县兴济镇
骡马集市》 描绘的是上
世纪 80年代沧州运河两
岸经济活跃的景象，和
今天现代化的商业比起
来，也别有一番韵味。

每到一个地方，刘
世昭和搭档都会在特色
地标前留影，与沧州铁
狮子的合影，镜头定格
的瞬间，也将历史留在
了影像中。“此次摄影
展，刘世昭因身体原因
没能来沧州，但他的作
品足以唤醒人们对 40年
前老沧州的记忆。”一位
策展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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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上世纪 60年代，常
州摄影家汤德胜，开始
用镜头记录中国大运河
全线的历史变迁，积累
了2万余幅珍贵的经典摄
影作品，被誉为“中国
大运河摄影第一人”。

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年
代，汤德胜先后骑自行
车、坐船或步行在运河两
岸，身背相机，拍遍了运
河。在沧州展出的作品
中，疏浚大运河、抗洪救
灾、运河客班、水路运输
货物等场景，场面宏大、
背景壮阔，更能体现各个
时代大运河对城市发展的
意义。“当时运河水路不
通，好多地方都是臭水
沟，现在水清景美，相比
南方运河各有千秋。” 时
隔 50多年，75岁的汤德
胜再来沧州看大运河，感
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

展厅中，反映苏州
老城区和市井百姓生活
的一组图片，透着一股
小清新和小温暖。这是
苏州著名摄影人卢承德
的作品。

85 岁 高 龄 的 卢 承
德，70岁才开始学习摄
影，但因视角独特，其作
品获得摄影界多个奖项。
老苏州水流潺潺的街巷弄
堂，理发店里染发的中年
男人、老平房里穿着本
土服装的阿姨、抱着孩
子聊天的妇女、河边洗
衣做饭的打工人……这
些场景，都发生在距离
运河不远的地方，透着
卢 承 德 浓 浓 的 人 文 情
怀。“苏州运河精致委
婉，沧州运河则开阔大
气，不一样的地域，不
一样的风格。”卢承德
感叹，来了沧州也感受
到南北运河的差异，他
会在沧州待上几天，拍
一 拍 北 方 的 运 河 和 老
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