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欢摄影，源于对光影的着迷，
对自然的眷恋。扛着“长枪大炮”，
身着摄影师标配的多口袋马甲，负
重15公斤的相机包，廖云子经常在
草地里一蹲就是一两个小时。接触
摄影二十余年，最初的风光摄影已
经无法满足廖云子对艺术表达的追
求，五年前，他开始尝试以水为载
体，用独特的视角拍摄水纹。

廖云子的摄影作品自有其风
格，一眼便能分辨出来。“计白当黑，
合水墨相融，将山水构图与摄影技
巧 而 为 之 的 手 腕 ，可 谓‘ 云 子 特
色’。”这是朋友对他作品的评价。

与其说他在拍摄水纹光影，不
如说他利用倒影找寻国画的意境之
美。为了能够表现国画的精髓，廖
云子还通过自学，掌握了书法、国画
等传统艺术手法。

在廖云子看来，除了艺术修养
外，敏锐的观察力也是不可或缺
的。芦苇、枯枝、两岸楼房的倒影，
这些再普通不过的景色，通过他的
镜头，激发出无尽的创意想象。“你
看这左边，难道不像是一位老者站
在云端吗？”经由廖云子手指的地
方，原本的黑白两色瞬间变得充满
意趣。

微风吹皱湖面，山林草木的倒影倏忽间化成飘摇不定的光影。他按动快门，一口气拍
出了很多张照片……

这位专注“捕捉”水纹的人是株洲一位资深摄影发烧友廖云子。他的作品曾入选第14
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被纳入美国纽约摄影学院中国学员作品集《如何成为更优秀的摄影

师PHOTO GRAPHY》，多幅作品在国内外发表、展出、出版。近年来他专注拍摄水纹，
在倒影中发现世界之美，已“独成一派”，一幅幅国画式的倒影照片，让不少人为之痴迷。

用独特的视角拍摄水纹

油锅起火
老板提水桶去浇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马文章）步入夏季，小龙虾霸占宵夜市
场 C 位，但是在制作过程中一定要小
心一点。6月5日晚，荷塘区大坪路一
家夜宵店，老板在油爆小龙虾时，不慎
引起宵夜店失火。

据宵夜店张老板介绍，当天晚上，
自己和往常一样在厨房做事，因为点
小龙虾的食客有点多，于是就图个方
便，往铁锅里多加了一些油和小龙虾，
没想到铁锅突然冒起火苗，吓得自己
后退了几步。

慌忙之际，张老板迅速将煤气关
闭，提着水桶去扑火，不料，滚烫的油
火瞬间窜到厨房顶棚。“油锅起火，莫
用水泼！”一位围观居民当即叫停了
他，并找来干粉灭火器帮忙灭火。

10余分钟后，荷塘消防救援大队
赶赴现场。所幸，在多名居民的协力
帮助下，明火在消防员赶到前得到了
控制。“店子得停业一阵子了，还好人
没事，以后再也不图方便了。”望着熏
黑的厨房，张老板心有余悸。

●消防部门提醒：厨房用火用油
要谨慎，油锅起火后不要慌张，千万不能
用水灭火，用锅盖或湿毛巾覆盖就能灭
火，然后及时断开灶具上的燃气、电源。

父亲偷鸡
竟要儿子开车送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 刘然）“父命难违，我
才跟着去偷鸡。”“错！你自己糊涂才
有今日结局。”近日，攸县酒埠江镇男
青年张旷（化名）如此解释自己的误上
贼船的行为，遭到办案民警的痛斥。

此前，攸县公安局酒埠江派出所
接到两起报警称，酒埠江镇普安桥村
谭某家10只鸡被偷、白石冲村刘某家
5 只鸡被盗。两起案件都是偷鸡，都
是深夜作案。酒埠江派出所迅速展开
侦查，对两起案发现场及周边进行摸
排走访，最终通过车辆信息锁定了嫌
疑人，抓获张旷及其父亲。

原来，张旷的父亲好逸恶劳，是一
名惯偷，曾因盗窃罪被判刑。今年 4
月22日刑满释放回家后，张父不思悔
改，重操就业，盯上了附近乡镇村民圈
养的家禽。第一次是在贾山隧道附近
偷鸡9只，将其变卖换来700余元；第
二次在湖南坳原乡政府附近偷鸡 8
只，获利600余元；第三次在酒埠江普
安桥路边偷鸡 10 只，获利 700 余元；
第四次在酒埠江大坝加油站附近偷鸡
5只，获利300余元。前后4次偷鸡32
只，获利2400余元。

张旷卷入此案，看似一场意外，实则
有其必然性。第四次作案，张父不想等
别人的车前往目的地，便要儿子开车送
他去。张旷出于孝心考虑就答应了，没
想到此事的严重性，就这样变成了同伙。

偷鸡父子兵的结局是，一个进了
看守所，一个进了拘留所。

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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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年纪老人容易一体多病，
如风湿骨病，慢性腰腿痛、失眠多
梦、气短、尿频、尿急、腹胀、厌食、高

血压、高血脂、高
血糖、心脏病、脑
梗、中风等疾病。
老年人的一体多
病，往往与五脏失
调有关，桂龙药膏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温肾补血，治
三虚调五脏，能较好地改善老年人
的常见慢性病症状。

华天宝桂龙药膏药材采用黑老虎
根、九牛力、玉郎伞、高山龙、红药、过岗
龙、狮子尾等28味广西深山天然药材，
华天宝桂龙药膏从选材、清洗、浓缩、收
膏、密封每一个环节都做到精益求精，
真正做到了一斤药材浓缩成二两膏。

特别提醒：由于桂龙药膏原材
料上涨，工人成本上涨，买一送一的
活动仅限前 300 名打进电话的顾
客，60岁以上可优先购买，保证原
装正品，名额满了以后，一律恢复原
价，请理解！

国药桂龙药膏买一送一，来电抢

广西华天宝药业有限公司 广告
OTC国药准字Z45021464桂药广审（文）第2019120469号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00-822-6798

廖云子目前最满意的一幅水
影作品，被他设置为微信头像。
黑白两色产生的极致反差，是水
的亮面与暗影，白色成为留白，黑
色部分仿佛是一人踏着祥云，他
将其起名为《问道》，并题诗曰：

“问道至云端，高处不胜寒；世间
烦杂事，宛如棋一盘。”

为什么选择水作为载体？出
生于湖北荆州长江之滨的廖云
子，对水的情感，源于最初的童年
印象。在田野间疯玩的几个兄

弟，常常是蓬头垢面，这时姥姥就
打上一盆水，要他们洗净手脸。

“没听说过水洗脏人，只看到过人
洗脏水。”姥姥的这一句话，廖云
子一直记在心里，对水也有了特
殊的情感。

如今，对于廖云子来说，拍摄
水影已经不再是一个兴趣爱好，
他将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以及哲
思都藏在作品的意象中。“上善若
水”是廖云子信奉的人生哲学。
回顾自己经历的几次重大转机，

廖云子总结为四个字——“顺势
而为”。这些都是水给他带来的
思考。

设备不断简化，现在，他只携
带一部手机，工作闲暇之余，就去
附近的神农湖、万丰湖走走。“我
时常把镜头当作眼睛，也时常把
眼睛当作镜头，用心去洞察世间
物象。摄影带给我的快乐无法言
说，且是人生其他乐趣所不能替
代的。”廖云子说。

吓人！

荒唐！

▲这幅倒影照片，神似一位在巨石上打坐悟道的老者。 受访者供图

他拍摄水中倒影创作“国画”
作品曾入选第14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黄欣雨

为什么选择水作为载体？
▲资深摄影发烧友

廖云子。 受访者供图

梁实秋先生学贯中西，在散
文、文学批评、翻译等领域举重若
轻、游刃有余。无论在作品中，还
是生活中，处处彰显一代大师的
幽默和谦逊。

当谈到孩子时，他劈头就说：
“我一向不信孩子是未来世界的
主人翁。”你正惊讶，他又补一句：

“因为我亲见孩子到处在做现在
的主人翁。”两句话，把孩子称王
的现象全形容了。谈到节俭，他
则说：“晚上开了灯，怕费电，关了
灯，又怕费开关。”

幽默的最高境界是拿自己开
涮，既要有谦逊的品格，又要有充
分的自信。

梁实秋先生毕生致力于研究
莎士比亚，遂成为这方面的权
威。他原计划用20年时间把《莎
士比亚全集》译成中文，但结果却
用了30年的时间。他在“庆功会”
上发表演讲时说道：“要翻译《莎士
比亚全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大
家洗耳恭听，他停了一下，又说：

“第一，他必须没有学问。如有学
问，他就去做研究、考证的工作
了。第二，他必须不是天才。如是
天才，他就去做写小说、诗和戏剧
等创意工作了。第三，他必须能活
得相当久，否则就无法译完。很侥
幸，这三个条件我都具备，所以我
才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
一席幽默，赢得笑声、掌声一片。

梁先生跟韩菁清结婚之后，
两个人生活习惯完全不同。二人
分房睡，梁实秋每天清晨 4 点起
床，5 点写作，晚上 8 点就睡了。

韩菁清恰恰相反，不过中午不起，
夜里总要到两三点才睡。“这样也
好。”梁实秋说，“她早上不起，正
好我可以安静，专心写作。我晚
上睡得早，正好她得到自由，可以
跟她那群夜猫子朋友去吃夜宵。”

“如果她的朋友要请您一块儿去
吃夜宵，怎么办？”有一天，朋友开
玩笑地问他。“那简单！”梁实秋一
笑，“他们请我吃夜宵，我就请他
们吃早点。”

他在师大任教期间，当时的
校长刘真，常请名人到校讲演。

有一次，主讲人因故迟到，在座的
师生都等得很不耐烦。于是，刘
真便请在座的梁实秋上台给同学
们讲几句话。梁实秋本不愿充当
这类角色，但无奈校长有令，只好
以一副无奈的表情，慢吞吞地说：

“过去演京戏，往往在正戏上演之
前，找一个二、三流的角色，上台
来跳跳加官，以便让后台的主角
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我现在就是
奉命出来跳加官的。”话不寻常，
引起全场哄堂大笑，驱散了师生
们的不快。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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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
梁实秋的幽默

▲梁实秋和韩菁清。 网络供图

黥（qing）面：亦称“文面”。
文身之一种，因剌于额部、颐部或
颊部等面部，故名。

云南独龙族、海南黎族等尚
存此俗。台湾高山族泰雅人以黥
面为特点，曾有“黥面番”之称。

黥面由原始时代的涂面(涅面)
习俗演变而来。按惯例，有此俗的族
群，女子成年时必须黥面方能结婚。

独龙族黥面

独龙族妇女文身的部位主要
侧重于脸部，因此常称之为“画
脸”“文面”。每当少女长到十二
三岁时，便要文面，以象征成年。

据史籍记载和民间的传说，
独龙族妇女文面习俗的由来，有其
特定的历史原因。近两三百年来，
藏族土司和傈僳族奴隶主的势力
不断深入独龙族地区，对独龙族人

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特别
是年轻、漂亮的独龙族妇女，常常
面临着被掳走他乡的危险。在这
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独龙族
妇女只好采取一种消极的自救办
法：用锅烟子涂抹脸颊，甚至宁愿
忍痛把自己的脸染刻成永远洗不
掉的“黛墨青纹”，变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久而久之，形成了文面
的习俗，并一直延续到解放初。

黎族黥面

女儿身上的文身都是参照母
亲的文身刺的，母女的神灵图案
也要完全一致，从而保证族群最
鲜明的标志延续下去。

泰雅族黥面

泰雅人素以男性骁悍、女性
善织闻名，文面习俗正与这两大
特质攸关。泰雅少年需经过馘首
的洗礼，证明其勇敢强壮后，才能
在下巴处刺上“颐纹”；而泰雅少
女则要学会织布技巧，且在保有
处女之身的情况下，才能在嘴耳
之间刺上“颊纹”。经过完整文面
的泰雅族男女方有资格婚嫁，生
时受到族人的认可、敬重，死后则
可顺利通过“彩虹桥”，到达祖灵
承诺的安息之乡。

（据中国民俗学会公众号）

朱德21年
不领元帅工资

提起开国十大元帅之首，人人
皆知是朱德。可你是否知道，从
1955年授衔开始，一直到朱德去世，
整整21年间，他竟然一次都没有领
过元帅的工资。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只要了解朱德一直以来艰
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也就明白不肯
拿元帅工资只不过是他的“常规操
作”罢了。

曾经因接见外宾的需要，工作
人员准备为朱德做新衣服，他却说
什么都不同意，认为把钱省下来支
援国家建设更有价值和意义。

平 时 ，朱 德 穿 的 也 都 是 旧 衣
服。床上的被褥和床单都是打着补
丁用了多年的，他总是说，衣服被子
只要整齐干净就好，何必买新的？
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

日常生活，他宁可每日粗茶淡
饭，甚至连早上洗脸也舍不得多放
水。在他看来，要节约每一滴水每
一分钱，有钱绝不能乱花，要支援国
家建设。

从这几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在
朱德眼中，自己的生活水平和标准
不重要，把钱节约下来用在国家建
设的“刀刃”上，尽快让老百姓都过
上好日子才是正经。而当别人劝他
不必如此俭朴时，他总是笑着说条
件已经比战争年代好太多了，还有
什么不满意的？

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不
忘叮嘱家人，自己的存款要作为党
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
自己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在他
身后一律上交国家。

朱德曾经说过，共产主义者应
当是没有私心的人。的确，自私者
整天想的都是自己的私利，而朱德
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总是唯恐自己占
了便宜而让国家和人民吃亏。二者
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差距何止千里
万里？

而在党的历史上，不仅仅是朱
德元帅，还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自己过
着苦巴巴的“紧日子”，但总是自得
其乐，从中寻找到共产主义者方能
品出的“甜”。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
每月收入近三百大洋，足以过上锦
衣玉食的生活。可他却把这些钱要
么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要么资助
贫困学生和穷苦百姓，反倒让自家
生活常常捉襟见肘……

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为了
能够更多地帮助藏族同胞，生活中
省吃俭用，衣裤常常带补丁。殉职
后，人们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仅有
的八块六毛钱……

（据中新网）

黥面

文 人轶事

民 俗风俗

党 史长廊

▲独龙族黥面。 网络供图

说 文解字

“款”字，念“kuǎn”。今
天款字左下角是表示的“示”，
左上角的“土”和右边的“欠”
的组合正是坎坷的“坎”字。

“坎”和“款”古音是相同的，
“款”字首先不是指钱，不是我们
所说的贷款、存款、钱款等。

在古代书写、书画多为
竖排，因为古代无标点，所以
一段文字结束该另一个段
时，就采用了低下两个字的
空白表示另一条记录的开
始，即另一个条款。于是书
面上的留白就像坑坎一样。

后来，人们说到金钱的
记账时，就常用到“款”字。
当然钱的交易必是一方欠而
留名待还，这就用了“欠”字，
欠下的一条条记录就是欠
款，还掉这些款项就是还款
等，于是“款”跟钱的搭配就
越来越密切了。

“款”还有款待的意思，表
达诚意。从古文字中还可以
看到原本左下角为表示供桌
的“示”，表示敬神。左上角似
是一个“禾”字放于供桌之上，
右边一个人跪坐施礼，合在
一起表达诚意，款待祖上。

（本报综合）

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