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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诗寻古意，呼酒散幽情。
日逐黄尘远，风吹绿水明。
地偏堪独坐，人老慎多营。
好在故园里，行耽野鸟声。
赏析：

故园是心灵的栖息地。诗酒田园，是多少人的
梦想。“黄尘”，常用来象征浊世，而“风吹绿水
明”，翻译成歌词则是“亲不够的故乡土，恋不够
的家乡水”。后面两句逆挽，是古诗中常用的技
法，即用第五句呼应第四句，第六句呼应第三句。
家园景美，故宜独坐，劳尘扰攘，何必多营。“人
老慎多营”，“慎”字用得好，它不是家长般一本正
经地教育你“莫多营”“勿多营”，而是像朋友一
样，拍着你的肩膀，说：“悠着点儿，差不多就行
了。”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与其为了浮名微
利而奔波劳碌，还不如静下心来亲近自然，获得心
灵的安宁。

马鸣萧，生于晚明，入清，顺治四年 （1647
年） 中进士，做过工部主事，正六品，相当于
处级干部。因为监修乾清宫有功，顺治皇帝还
赏给他一把御用雨伞，外加四十两银子，以及
布料、马匹等物，并且升为工部营缮。营缮司应
该出现在工部与主事之间。因为监修乾清宫正是
营缮司的事。也就是说，他当的就是营缮司的主
事，而后因功升为本司员外郎。清吏司员外郎，
单位二把手，从五品。马鸣萧著有 《惕斋诗草》
《破戒诗草》，可惜都没有传下来。民国 《青县
志》 里收录了杨卓林为 《惕斋诗草》 写的序言，
可见清末该集还存世，杨卓林说他“冲和养性，
淡泊明怀”，其诗“潇洒出尘，清超拔俗”。道光
年间，梅成栋编辑《津门诗钞》，选录了他 10 首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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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故园》》
清 马鸣萧（青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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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强李铁强李铁强：：：

“““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摄影金像奖”””得主的深耕之路得主的深耕之路得主的深耕之路
本报记者 齐斐斐

53岁的李铁强热爱摄影。他

的足迹遍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他用独特的视角记录着不同的生

命状态，多组作品获得国家级奖

项。他 8年深入少林寺 40多次，

用镜头讲述着中国功夫、中国文

化，并以一组少林功夫作品荣获

“中国摄影金像奖”。

从单纯地拍摄风光片到用画

面深入表达众生的情感；从对各

个群体的追光逐影到集中反映中

国人的精神内核，摄影已经成为

他生命的一部分。

泊头二幼泊头二幼泊头二幼：：：

自编童谣弘扬家乡文化自编童谣弘扬家乡文化自编童谣弘扬家乡文化
本报记者 寇洪莹

读书读书，，抚慰心灵抚慰心灵
吴相艳

关于读书，近期 3 件小事值得自省。一是问
《河北日报》 一朋友怎么看董宇辉现象，朋友反
问：“董宇辉是谁？我平时不看手机，不看短视
频。”二是一文友深夜发了个朋友圈，壮士断腕
般声明卸载了游戏，要专心读几本书去。三是在
纯文化群“立读论语”群内，那些每日孜孜不倦
读 《论语》、写感悟的人，多是上了年岁的智
者。

在一个短视频、网络游戏横行的时代，很多
人都会纠结于是放下手机安心读书，还是躺在床
上刷短视频、玩游戏？进行过无数次心理较量，
最终，往往放在枕边或者案头的书本完败；然后
是自责、空虚；接下来是下一轮的斗争。浮躁的
心气下，读书，怎么就这么难？谁能否认，压制
浮躁、治疗鄙薄，读书，不是最好的良药？那就
让我们自制力强一点、再强一点，多几回胜利，
多翻几本书吧！丰富知识、开阔视野、提点智
慧、解决心困、治愈孤独、抚慰心灵……总有一
本、一页、一行、哪怕一词一句，入眼入心，也
是一种思想的进步。

我的书单
《湮没的辉煌》 夏坚勇 著 煌东方出版中心

《苏轼词集》苏轼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吾国与吾民》 林语堂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给思想一个高度》林语堂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我们仨》 杨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让这生命从容》 朱光潜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分成两半的子爵》 卡尔维诺 著 译林出版社

《苏格拉底的申辩》 柏拉图 著 华夏出版社

《一个人的村庄》 刘亮程 著 译林出版社

《南渡北归》 岳南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镜头里看世界

李铁强是个有故事的人，他
的故事得从一台相机讲起。任丘
市梁召镇南芦张村是李铁强的家
乡，父母虽是地道的农民，但他
从小就对文字和色彩有很强的感
知能力。从一笔一画学写字起，
他就特别认真，初中时已练得一
手好字。因为字写得工整，班级
办板报的任务就由李铁强担任。
书写画画是板报的主要内容，但
因美术功底不好，李铁强很多创
作都难以实现。受语文课本的启
发，他想到了插图，是否能用照
片来表达丰富的情感呢？他的想
法得到了班主任的肯定，班主任
把学校仅有的一台胶卷相机拿给
他用了。

这是李铁强第一次看到相
机，痴迷的眼神聚焦在镜头里
的世界。从此，一个背着相机
的大男孩活跃在了校园的角角
落落。

因家贫，李铁强未能考上自己
理想的大学，辍学后走上了经营电
料生意的创业之路。数九寒天，东
北的冰天雪地里，有了个骑自行车
飞奔的大男孩；南下的火车上，有
了个挤在过道上，因怕电料样件被
偷而十几个小时不敢上厕所的年轻
人。背着几十斤的电料，不堪重
负，在无数次跌倒的瞬间，闪现在
李铁强脑海里的是：要是有样件画
册不就轻松了吗？

他想到了照相馆，把大样件
拍成照片，小的就随身携带，这
样他的推销之路就轻松了很多。

李铁强说，在创业的路上，
他遇到了太多贵人，当掘得第一
桶金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回报
社会。2013年，他办起了任丘市
消夏晚会，建立了爱心驿站“亿
德爱之家”。正是这场晚会上受
邀而来的“长枪短炮”，让他埋
在心里的那颗摄影的种子又开始

发芽生长，强烈的愿望让他第二
天就购买了摄影设备，开始走向
世界的千山万水。

云南的梯田、黄河的渡口、西
藏的雪山……在祖国的名山大川中
穿行，他每到一地，都习惯独立行
走，张开眼睛，打开心灵，不停地
走，不停地拍，不停地思考。逐渐
地，他的风光照片有了照片之外的
更深更广的意义。

李铁强的思考是深入的，他
的那几本《摄影日记》记录了他
的心路历程。每次拍摄回来，他
都会结合自己的摄影作品为摄影
爱好者们讲解摄影知识，几本日
记也就成了大家分享学习的教
材。2012年起，在国际大气候不
利的情况下，他走出国门，走遍
了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用镜
头记录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自
然环境。他曾经七天七夜在印尼
的原始森林里游走，也曾在印度
拍摄贫民窟被关起来；他去南
极，坐船一直在吐，但当看到中
国科考站时，他奔下船，鲜艳的
五星红旗映在一片白雪皑皑中，
那一刻，他觉得几万里路值了！

40多次走进少林寺

在去年中国摄影金像奖的评
选中，李铁强是艺术摄影类获奖
摄影家之一。他斩获中国摄影金
像奖的作品是 《少林功夫》 组
照。

在拍摄风光环境片的经历
中，他越来越感觉人文的画面才
是最有生命力的，人的情感、人
的精神可以在画面中延展，那种
冲击力和震撼感是直入人心的。
在一次去新疆罗布泊的拍摄中，
他遇到几位少林武僧，中国功夫
在罗布泊的荒野上绽放异彩，那
一刻，他决定拍摄少林功夫。

8 年来，他 40 多次走进少
林寺，最多一次待了 40 多天。
他希望用功夫影像去传播中国文

化，弘扬中国精神。
他拍摄的功夫照片分意象功

夫、水墨功夫、真功夫、巭韵功
夫及日常生活等 7部分。在拍摄
前，他查阅了大量有关少林功夫
的文献，系统研究了功夫的历史
演变和招式套路，探索影像表现
的各种可能性。

李铁强在观察、架构、细节
上下足了功夫。每次在拍摄前，
他都要做 3项工作：一是与多位
武僧交流，了解他们习武的初
衷、个人的经历等，了解人物才
能更好地刻画人物；二是熟悉环
境，寻找灵感，选取适合的拍摄
地点，了解场景才能更好捕捉经
典；三是欣赏学习国内外摄影师
有关中国功夫的影像作品，进行
揣摩和分析，希望能拍摄出一些
不同的效果。

他认为，中国功夫的拍摄首
先是瞬间性的功夫意象，着力表
现少林功夫的攻防技击套路动
作。主要以纪实风格的影像，捕
捉精彩瞬间，变换各种角度，提
炼最具代表性的招式，以具有强
烈视觉冲击力的形式，凸显少林
武功超越常人身体局限的高、
绝、强、妙。

8年来，他的创作开辟了一
条不同于他人的新路径。在他的
作品里，少林武僧不仅在寺院、
山林里大显身手，还令人惊诧地
出现在长城之上、雄关之中、沙
漠深处、大海之滨，他通过这种
方式赋予少林武功以超越自身的
象征意义。

街头巷尾拍杂技

李铁强认为，摄影人一要勤
奋、二要多学习思考，才能拍出
具有独特思想的作品。

“摄影人如果对摄影史不通
晓，势必会让创作走弯路。选定
一个专题后，如何通过画面去表
达自己的思想内涵，而不是人云

亦云，就需要研读别人同类题材
的优秀作品。艺术作品不仅要有
传承，更多的是创新、创造。”
李铁强说，他目前拍摄的杂技也
是用不同的角度去体现杂技人的
生活百态。

从去年至今，他把镜头对准
了吴桥杂技，计划用 10年时间
拍摄中国杂技。他行走在吴桥乡
村，用光影记录田间地头、街头
巷尾最淳朴的杂技人的生活故
事、情感传承。

在何家杂技小院拍摄时，正
赶上邻居家盖房。后半晌的阳光
西照在满院练功人的脸上、身
上，这样的光影效果无疑是摄影
人眼里最好的光线。在顺滑畅快
的快门声里，几百张照片生动记
录下这一刻的美好。此时，邻家
干活的人们在工歇间竟也耍起了
瓦刀、铁锨，玩起了杂技。瞬

间，小院沸腾起来，锣鼓敲了起
来，一场民间杂技表演就此上
演，李铁强更是兴奋地记录下每
一个精彩瞬间，记录下他们朴素
且精彩的生活。

去年冬天，一场大雪过后，
吴桥的乡村笼罩在一片冰天雪地
中。尽管路难行，李铁强还是来
到了杂技小院，他就是想拍摄在
不同环境中杂技人的生活乐趣。
雪后，小院的植物都被冻僵了，
只能倒掉重新种植。几个活蹦乱
跳的少年跑到地里给花盆取土。
几个孩子“调皮”，竟拿着花盆
练起了杂技。雪后的原野，杂技
的生命力在这里被精彩地记录下
来。

就是这样，李铁强一路走、
一路拍、一路学习、一路思考，
把人生这部书“书写”得越来越
精彩。

“滔滔之水孕明珠，千帆齐聚
漕运忙。古驿泊头日月新，城水共
荣创辉煌。”日前，在泊头市第二幼
儿园的音乐课堂上，传来轻快愉悦
的歌声。和以往音乐课不同的是，
小朋友们唱的是一首由自己的老师
们原创的家乡童谣。园长张云霞带
领团队创作了13首童谣并制成绘
本，将泊头的历史、文化、风土人
情融入其中，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感受到了家乡的魅力。

寻根：挖掘本土文化资源

泊头历史文化底蕴丰富，但
要从中筛选出适合孩子们传唱的
元素却并不容易。老师们多次走
访历史遗迹、文化场所，与当地
的老人、学者深入交流，试图从
他们的口中挖掘出更多的故事。

泊头火柴，曾享誉世界。老
师们在走访明光火柴厂时，遇到

一位老职工。当老师们向他请教
泊头火柴的发展历史和文化传承
时，老人的眼中马上闪烁出激动
的光芒，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
激情的年代。他详细地讲述了火
柴的制作过程，具体操作一一示
范。老匠人的严谨和对火柴的感
情，让老师们深受感动。

经过一系列“勘探”，老师
们最后选择了泊头火柴、泊头鸭
梨、泊头桑葚、泊头十里香、泊
头铸造、运河景观带等作为第一
批创作素材。

创编：反复修改力求完美

“幼儿园的孩子在3岁至6岁
之间，怎么能让童谣既有趣，又
能让孩子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
成为我们创作的一个难题。老师
们虽然水平有限，但一直在创作
上力求完美。”负责文稿编辑的

孟聪聪老师说。老师们经常为了
一个字、一个词讨论半天。

创作《桑树》这首童谣时，他
们不仅多次前往营子镇苟鲁道村实
地观察，还查阅了很多资料。在整
理材料时，他们发现书中多记载

“桑葚有五宝”。其中“五宝”之一
讲的是桑黄，俗说桑树上结的黄疙
瘩，在雨水多的南方常见。而在北
方很少见，在泊头更是没有。“为
此，老师们又专门去了一趟桑葚
园，检查了许多棵树，结果都没发
现有桑黄。”于是，立足本土实
际，最后确定这首童谣中重点讲

“四宝”：“桑树浑身皆是宝，入药
价值非常高。春摘桑枝祛风湿，夏
采桑果抗衰老。秋打桑叶降血脂，
冬刨桑根可润燥。”

传播：多种形式传唱童谣

文化童谣，琅琅上口，易于

传唱。一首首脍炙入口的童谣，
在校园内争相传唱。文化的种
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为了让文化童谣更广泛传
播，幼儿园鼓励亲子共创 MV。
四月梨花盛开，孩子们站在“梨
花圣境”中诵读“清风吹拂花摇
曳，蝶飞蜂舞醉心房”；运河景观
带边，天儿蓝，云儿飘，孩子们
手牵手念着“山楂树，油菜花，
健康路上齐欢笑”；十里香广场
上，标志性建筑物下，一个帅气
的男孩领读“大运河畔十里香，
三井品牌燕赵扬”……

今年的幼儿园元旦晚会，
师生们同台演绎童谣。孩子们

身着蓝色汉服，边演边诵 《运
河古驿 大美泊头》童谣。家长
们用仿真枝叶、塑料袋等制成
各种服饰，孩子们在舞台上结
合桑葚的成熟过程，完美演绎
了 《桑树》 童谣。老师们则化
身导演、编剧，同时兼任摄
像、剪辑等多个角色，共同努
力，为家长们呈现了一场独具
特色的精彩演出。

“孩子们在传唱中感受到了家
乡的魅力，也学会了珍惜和传承
本土文化，这是我们最骄傲的。
今后，我们将继续深挖本土文化
资源，编创出更多富有特色的童
谣作品。”张云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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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5月15日国际家庭日所在周为全国家庭教育
宣传周。青县清州镇城里小学师生在盘古广场发放了
宣传材料、集体朗诵诗歌。学校还开展了专题家庭教
育讲座，评选表彰151位优秀家长，营造了“家校共
建”的良好氛围。

齐斐斐 皮青松 摄

李铁强在吴桥拍摄杂技李铁强在吴桥拍摄杂技

刀枪不入刀枪不入 李铁强李铁强 摄摄

飞檐走壁飞檐走壁 李铁强李铁强 摄摄拍水功拍水功 李铁强李铁强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