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珍

“生活中处处有禅意。凡是运
用相应的摄影技能，表现出清净、

空灵、自在、和谐、简约等视觉与意
境之美，给人以东方特色审美愉悦
的摄影作品，皆属于禅意摄影的范
畴。”这是一个叫张望的人写的一

本《禅意摄影教程——前期拍摄
篇》中的一句话。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张望，
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醉心于禅意摄
影实践，经年累月深入寺院，远离
人间烟火。他和每一位潜心修行
的人一样，自觉融入寺院生活。

他从来不曾把自己和寺院分
别成摄影师和被拍摄对象。所以，
他不会要求谁配合摆姿势，也不会
故意在什么地方人为布置场景，他
不想为了拍摄刻意而为。打光、摆
拍、拗造型这样的摄影常用词，他
并不常用。在寺院的晨钟暮鼓中，
在僧侣的普佛、坐禅、诵经、修习、
劳作时，张望不打扰、不冲撞、不惊
动，只是悄悄地存在。

他安静地蛰伏、追踪、守候，等
待一个人走来或是过去，静观一次
花开或者花落，守望一个个日月轮
回；捕捉一缕天光、一束清辉、一炷
烛光、一剪灯火；追逐着无处不在
却又稍纵即逝的禅意。

张望的拍摄，本身就是一种修
行。他的照片，不止是“竹径通幽
处，禅房花木深”，或是“山光悦鸟
性，潭影空人心”的静谧画面，除了
古佛青灯的清幽，更有春夏秋冬，
松竹梅兰，琴棋书画的生机。一花

一世界，一叶一菩提。那种铅华洗
尽，浑然天成，一切都自然得恰似
天意。美得至纯至真。

在斩获中国摄影最高成就奖
“金像奖”、国际摄影“奥赛”中国专
题组冠军等近百项国内外奖项，并
受邀在联合国总部及世界三大洲
举办了十六次巡展，先后被聘为

“奥赛”国际摄影评委、中国摄影金
像奖评委之后，他创办了张望禅意
摄影学院，创立禅意摄影在线教学
体系，创设禅意摄影季赛，开创全
国范围的“禅意摄影研修班”模式，
在《今日头条》开设“张望禅意摄影
专栏”。

由张望任总策展人的首届“中
国禅意摄影大展”，禅意摄影作为
摄影民族化的创新与探索成果，首
次向外界亮相，在国内外观众面前
一展风采。一幅幅清雅、空灵、和
谐，透着东方之美意境的展览作品
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观赏。大赛
评选出来的作品，以及张望本人的
部分经典摄影作品被编入《中国禅
意摄影作品集》（第1辑），禅文化
之美在镜头下展现得淋漓尽致。

张望还把自己的拍摄经历、故
事、心路历程以及感悟写成了教
材，由中宣部五洲传播出版社与张

望禅意摄影学院联合推出的《禅意
摄影教程——前期拍摄篇》就是其
中之一。该书从取舍、主体、意境
入手，诠释构图要点；让神奇、隐
现、含蓄，体现光影特点；以单纯、
和谐、清雅，营造色调氛围；由速
度、景深、主客，构造虚实意境；于
季节、天气、晨昏，选择适宜时机；
用特技、完善、营造，激发提升创
意。

在一个心烦意乱、情绪低落的
日子，我从书架上取下张望送我的
这本书，不是要学摄影，而是想从
他那些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来之
不易的精美照片中，汲取一点生命
的力量。《梵净》《乐观》《心灯》《天
阙》《澄境》等一帧帧充满着禅境之
美的摄影作品，富有含蓄朦胧美、
空灵美、寂静美、非理性美、荒寒
美、简淡美、幽远美等多层次、全方
位、立体化的美，能够感受到作者
对宇宙世界的洞察、对自然万物的
体验，以及对生命灵魂的关照。细
细回味其中的奥妙和美好，心生共
鸣，物我两忘。

我想说，这不仅是一本教你禅
意摄影理念和技巧的教科书，更是
一本开智悟理的好书。可以疗伤
止痛，慰藉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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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一本电子书·浙江省职工书屋

长按识别在线阅读

本书真实、详细地讲述
了作者卫荷的成长经历：从
叛逆女孩到武大学霸，留学
纽约，实习联合国；从一个来
自贵州的少数民族女孩到美
国亚洲小姐；从害怕舞台的
胆怯姑娘到一名中英双语主
持人；从田径运动员到联合

国交响乐团小提琴独奏演
员；从初创公司公共事务负
责人到加入国际性非政府组
织……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本
励志的自述，将为正在摩拳
擦掌、为未来做准备的你注
入奋斗的精神养分。

《我是卫荷 无奋斗不青春》

卫荷 著
华文出版社

■刘文华

如果你足不出户就想去环球
旅行，去领略大自然的奇观或去海
洋探险的话，那么，读读《白鲸》吧。

《白鲸》是美国作家赫尔曼·
梅尔维尔的代表作。它最早出版
于1851年，但直到20世纪的二三
十年代，才被人读懂并开始被誉
为美国文学史上的大自然史诗巨
著。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你如今
再翻开它，仍不免要被书中所张
扬的英雄主义和大自然情结所震
撼。那里，人与鱼、船与风浪、天
空与海洋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互为对立又互为依附，共同演绎
一曲惊天动地的慷慨悲歌。

追问并探究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奥秘是文学永恒的母题。在
这部洋洋洒洒60万字的皇皇巨著
里，你居然找不到一个哪怕作为
配角存在的女性。这在把男欢女
爱写得又拙劣又泛滥的当下，该
是怎样的一种不管不顾，又是怎
样的一种特立独行！这是不是在
告诉我们，当人对于生态环境的
破坏达到极致，世界就有可能失
衡，要么只剩下男性，要么只剩下
女性。这究竟是当头棒喝，还是
危言耸听，自会有仁者从中见仁，

智者从中见智。
在没有看到《白鲸》以前，你

有理由认为，福克纳的《熊》是独
一无二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是横空出世的。可是，当你看了
《白鲸》，你会吃惊地发现，但凡追
溯起来，有些润泽是无声的，有些
传承是潜伏的。我这么说丝毫不
影响福克纳与海明威在我心目中
的形象，恰恰相反，我从他们身上
看到了敢于重复和挑战大师的智
慧和勇气。在他们，因为有《白
鲸》这座丰碑矗立着，我猜想无论
是关于《熊》还是关于《老人与海》
的书写，显然是一次更为陡峭更
为艰险的攀登。

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就在
于他们一个比一个更自觉地破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谛。

《白鲸》叙述了亚哈船长率领
他的裴廓德号船追逐白鲸莫比·迪
克的过程。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
则未必，因为深层的象征意义和人
文思想不断地从水面上浮出。

裴廓德原系美国东北部一个
土著部族的名称，曾是美国土著
民族中最杰出的一支。但随着欧
洲白人的入侵，他们惨遭杀害几
近消失。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载
着有色人种的裴廓德号船踏上了

反围剿反追杀的征程，白鲸莫比·
迪克身上的白的指意，此时就尤
为丰富，尤为不必言传了。所谓
大巧若拙，于无声处布惊雷，真的
需要我们在阅读中用心感悟和体
会。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故事理
解成美国历史上那场为争取平等
和自由而爆发的南北战争的雏形
或缩影。

水手魁魁格本是一个部落酋
长的儿子，一位世袭了三十余代的
王储，却放着王位不去继承，只身来
到捕鲸船上当起一名最低等的船
员。他想学点本领和技术造福自己
的家乡和人民，却处处受到所谓文
明人的蔑视和盘剥。但他无怨无
悔，依然执着于理想目标的终极实
现而忍辱负重，并不计前嫌，凭着部
落人特有的勇敢和剽悍，多次救人
与船只于危难之中。所以，文明与
野性，进化与原始，孰是孰非，同样
需要读者从中见仁见智。

船长亚哈同样是一个充满悲
剧色彩的人物，打定了主意要死
在风浪里。他曾被那条叫莫比·
迪克的大鲸劈断过一条腿，此次
为期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出海远
行，就是为了找到它再度与它决
斗。那是怎样的一条大鲸啊，可
以把人和小艇挥洒自如地吞进嘴

里再吐出来，俨然猫捉老鼠。它
神出鬼没，富于力量和智慧，无论
谁与它交手，不是腿断臂残，就是
船毁人亡，以至于更多的捕鲸船
都绕着它走，避之惟恐不及。就
是这样一条雄霸海上的大鲸把亚
哈船长折磨得耿耿不已、走火入
魔，辗转穿越大西洋、太平洋、印
度洋，逢人就打听见到白鲸莫比·
迪克没有，及至在接近赤道的热
带海域终于与它狭路相逢时，又
先后两次被它打得人仰马翻，水
手们也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大
副斯巴达克再也忍不住了，力谏
亚哈放弃白鲸，可亚哈还壮怀激
烈地说：“有的人死在退潮里，有
的人死在浅水滩里，而我注定要
死在巨浪之中。”于是，人扑向鲸，
鲸扑向人，一场罕见的人鲸大战
反反复复数回合后，终于在鱼死
网破中结束了。

如果说亚哈船长的死多了些
宿命的成分，让人扼腕喟叹的话，
那么水手塔斯蒂哥的行为就更让
人触目惊心了。当人鲸交锋，大
船也被它撕咬得残破不堪的时
候，不仅风雨狂浪鲨鱼等为它助
战，连天空中的苍鹰也投入了战
斗，充满神秘意味地啄烂并叼走
了主桅杆上的风信旗。旗帜什么

时候都是人的信仰、心脏和灵魂，
所以和白鲸激战的亚哈船长虽已
自顾不暇，仍然指令水手塔斯蒂
哥再去钉一面风信旗。那会儿，
白鲸撞毁的大船业已危在旦夕，
正在汪洋大海中迅速下沉，塔斯
蒂哥却不管不顾，毅然操起锤子
与旗子攀上了风雨飘摇的主桅。
一条载重千万吨的大船终于沉没
了，在海上激起一片巨大的海
浪。高高的主桅杆和主桅杆上的
塔斯蒂哥显然是最后没入水面
的，他在沉没的过程中一刻也没
有停止钉旗。即使他人也整个儿
沉下去了，你竟然还能看到漩涡
的正中他仍努力地伸出一条黑红
的手臂，挥舞着锤子，一下一下地
钉风信旗。这是怎样的一种豪情
和精神啊，又是怎样一种打不败
的力量和气节啊，以至于亚哈船
长喃喃自语：“我不再企望太阳，
我只望着你，听你的锤声；我为你
感到骄傲，塔斯蒂哥，你就是我们
永远不会沉没的裴廓德号，永远
不会腐朽的龙骨。”

故事已矣，而实质永存。正
如你掩上书卷，仍挥之不去它对
人文历史的反思，对生存环境的
忧虑。《白鲸》饱满，丰沛，举一反
三，发人深省。

■河流

就我而言，春天是一个阅
读的最佳季节。每每到了这个
季节，我便喜欢清晨窝在被子
里，或是周末早餐后猫在书房
或者阳台上读书。如午后没有
特别安排也喜欢坐在小区河畔
的靠椅上，一边沐浴着午后温
暖的阳光，一边喝着浓淡相宜
的清茶，一边开始我那一段最
温馨，最自在，也最充实的阅读
时光。

清代学者张潮在其《幽梦
影》中说：“读经宜冬，其神专
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
子宜秋，其别致也；读诸集宜
春，其机畅也。”显然，他对于一
年四季怎么读书、如何读、读什
么是有自己独到见解的。

当然，也有人会不认同，难
道读书也非要弄出个具体规定
来？我认为可不可以这样理
解，在我们阅读的过程中，无论
冬宜“经”还是夏宜“史”，抑或
是秋读“诸子”还是春读百家

“诸集”，都要遵循自然法则。
古时讲究阴阳八卦，四季轮回，
而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便是要注
意方式方法。自然界都有自己
的发展规律，不同的季节读不
同的书也许会更容易让人理
解，让人得益。只是我们没有
去认真研究罢了。

就我而言，“经”与“史”的
阅读相对较少，更多的是喜欢
信手拈来的百家“诸集”。因为
我不是学者也不是什么名家，

大多都是根据工作和学习需要
去进行有选择的阅读。平时虽
也喜欢涂涂鸭，无非是兴趣来
时画几笔，充其量爱好而已。
我想我这样的选择也许是对
的。谁能说“经”或“史”就没有
一点“诸子”或是“诸集”，谁又
能讲名义上的“诸集”之中就没
有一点或“经”或“史”或“诸子”
的成分？

筋相通，脉相连。就阅读
而言，张潮在他《幽梦影》中还
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少年读
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
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
月，皆因阅历之浅深所得之浅
深耳。”细细品味，我们不难发
现，同是一轮月亮，不同阶段
的人会有着不同的看法和结
果。从中我们多少可以悟到：
由于每个人的年龄和阅历的
不同，在其少、中、老三个不同
人生阶段中观月的方式与地
点有千差万别，尽管其“窥、
望、玩”月的情景和收获虽大
相径庭，但其结果也会因各自
对事物的认知角度和存在的
差异亦不尽相同。前者仅可
观其表象，中者只能略知大
概，而惟独越往后者则越居高
台之上，眼界更开阔，更能深
得其精髓。

因此，通过实践，我们至
少可以悟到这样一个事实：
春天是最好的阅读季节。无
论什么书在春天里阅读，都
有可能得到最佳或是最好的
效果。

■姚崎锋

当下，很多人喜欢轻阅读，
有一种文体大行其道，谓段子
体。段子体，在网络发达的新媒
体时代层出不穷，相对而言，其
行文风格，简洁明快不失幽默。
最近翻到这本《笑林广记》，给困
顿的新春增添了一些快乐。在
我有限的见识里，私以为它是段
子体的祖宗未尝不可。

据说，它的初本在宋代就已
经问世了，经元明清几代不断完
善，广为流传，深受劳动人民的
喜爱，可以说是一部通俗易懂的
民间笑话总集了。

清代乾隆四十六年（1718）
刻本内容齐全，共有十二卷，总
计近千个笑话故事，语言风趣幽
默，简练，文字普遍不长，几十字
到几百字而已。《笑林广记》擅于
构思，生动再现了封建社会的民
间风俗、人生情趣、世态炎凉、官
场腐败等，极具讽刺意味，随意
读来有如一个个电影镜头掠过
眼前，不知不觉中会心一笑而沉
思片刻。往往结尾多有包袱，如
当下的小小说或微型小说，具有
一定的文学价值。有人如此评
价：如果《红楼梦》让你从头哭到
尾，那么，《笑林广记》会使你从
始笑到终。

信手拈来几则，与读者共
乐：

父子扛酒一坛，路滑跌翻，
其父大怒，子乃伏地痛饮，抬头
谓父曰：“快些来么，难道你还要
等甚菜？”

酒坛翻了，覆酒难收，可惜
是可惜，但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法
子，好在儿子聪明，伏地痛饮，多
少挽回了一些损失，父亲只会痛

骂，儿子的一句俏皮话无疑也缓
解了父亲的窘态，恐怕也能打消
其多半的心头之气，反而抱之一
笑了。

有势利者，每出逢冠盖，必
引避。同行者问其故，答曰：“舍
亲。”如如屡屡，同行者厌之。偶
逢一乞丐，亦效其引避，曰：“舍
亲。”问：“为何有此令亲？”曰：

“但是好的，都被你认去了。”
此段讲了一个好虚荣攀附

者的心态，每每出门见了当官
的路过就避到一边，别人问他
为何，答是我的亲戚。久而久
之，其行为被同行者所厌。并
以此还治其人之身，自讨没
趣。在现实生活中，确有这样
的人，对于当下仍有一定的警
示作用。

类似的段子俯拾皆是。
有人说，吃了好蛋，就想知

道下蛋的好鸡。《笑林广记》由
“游戏主人”纂辑，不知真名实
姓。事实上其内容也并非一人
一世的创作，说白了，是悠长的
历史中，由广大的劳动人民共同
创作的，是劳动者智慧的结晶。

当然，作为纂辑者，自有其
艺术的再加工创作的水准，从而
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风格与特
色的文学形式。关于“游戏主
人”，序文中有一段话可作注解：
主人秉异，赋倜傥英奇，不屑作
小儒颦蹙态，弱冠即有志四方，
足迹遍海内。故其闻见，日益广
而谙练……

在我看来，白话版《笑林广
记》，因其文字并不深奥晦涩，它
通俗易懂，适合古文初学者赏析
理解，便也增加了阅读过程中的
兴趣。也可作为孩童浅显古文
的入门教材。

日本网红书店——
茑屋书店2020年10月18
日落户杭州天目里城市
综合体并对外开放，成为
杭州又一网红打卡地。

杭州天目里城市综
合体简洁、现代、时尚，
茑屋书店占据了其中三
栋楼里每一栋的一楼和
地下一层。一楼三块区
域分别是咖啡吧、美术
艺术图书、摄影时尚图
书，地下一层主要包含
建筑装饰、设计、工作人
生、人文、旅游、文学等
版块。

这里有大量日本品
牌文创和日文原版书
籍。店内还陈列着稀有
的艺术书籍杂志和艺术
作品，比如源自日本闻
名世界的金属餐具品牌

「SUS gallery」的餐具等，价格也是不菲，比如，一只金属小碗
2500元人民币。

“每一本书、每一件商品，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延伸。”据
店员介绍，这里的服务员都有相关专业背景，比如美术区域，
服务员是从相关从业领域招来的，有美院毕业生，如果对艺
术书有任何疑问或想咨询的，都可以找他们帮助，他们会用
自己的专业背景知识帮助你，如果自己解决不了，会去请教
相关专业人士。 雷虹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程雪 通讯员
王海霞报道 春日读书正当
时。日前，德华集团第15届春
季读书会如期举行。此次读书
会主题为“团队凝聚力”和“亮剑
精神”。该集团省外企业采用视
频连线的方式同步参加读书会。

企业要“亮”什么“剑”？如
何“亮剑”？德华集团请来行动
学习业绩倍增教练、情境化管理
学院创办人林俞丞老师主讲。
林俞丞以丰富的经历、生动的案
例，诠释了团队精神的内涵、作
用和打造团队凝聚力的方法等，
给德华人勾勒出了一幅“高凝聚
力团队的画像”。

以书会友，将读与思串联
起来；以书为媒，为德华集团职
工创造文化平台。据悉，春节
期间，德华集团送给了每位职

工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
《华为的团队精神》。这本书解
读了华为团队“忠诚、勇敢、团
结、服从”的核心精神，以及不
断追求卓越的企业特质。在春
季读书会的分享环节，德华创
投总经理翁天方结合本职工作
畅谈了自己的感悟。

15年来，德华集团一直坚
守“学习文化”的传承，团队精神
的打造，而读书会正是有力载
体。春季读书会是在新的起点
吹响号角，号召集团各公司各部
门重新“亮剑”，用“责任意识、创
造意识、执行意识”培育团队文
化，并在“团队文化建设、学习能
力培育、制度体系运行、廉政文
化建设”等四个方面强化认知，
更好凝聚人心，促进企业又好又
快发展。

春风作伴好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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