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三军的《堂姐》连载于8月7日、9日、14日《济
南日报·新济阳》人文济阳栏目，读后让人久久不
忘。自然流畅的语言、具体生动的描写，让“生得身
材高挑、端庄秀丽，而且有口有心，处事干净利落”的
堂姐跃然纸上。

“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哭过后，堂姐从奶奶的哭诉
中感到了责任，天亮之前她找到那家母子，提出要求
元臣以晚辈身份披麻戴孝，大伯暂且葬入王家坟地，
待日后再将遗骨迁回济阳李家祖坟，等大伯七七一
过，她即做王元臣媳妇。”

这就是堂姐。异地他乡，举目无亲，为了安葬父
亲，父亲在世时辞掉的一门亲事，现在答应了。此
时，堂姐的处境，堂姐的心情，作者并没有过多的着
墨，而是把“事儿”留到了后头。

第二年春天，堂姐先是争得能跟随来接她的叔
叔回家，安葬父亲的遗骨，“但真要上路了，堂姐说啥

也不要元臣同行，甚至以死相逼，大家不得不依她，因
为她现在已是一身二命了。她实在不想让看着她长大
的街坊四邻知道她嫁了一个比叔叔还大一岁的男人。”
这里，作者在这里道出了当年堂姐为葬父而许婚的凄
苦心情，适时，自然。

“回到老家，将大伯的遗骨与伯母合葬完毕，父
亲问堂姐：‘你要真觉得委屈，不愿回去就安心在家
呆着吧，燕棚王家那里由我去处理，什么要求我都答
应他们。’堂姐笑着安慰道：‘不用了叔叔，我在那里
不委屈，他们娘俩待我不错。俺爹走得急，当时往家
运尸体实难做到，再说咱这里连块站脚的干松地方
也没有，听说很多尸首都在水里浸泡腐臭，元臣把俺
爹安葬得很好。咱们是书香门弟，我怎能陷您和我
爹于不仁不义呢！那我也将落个不孝之名了。更何
况那里是我爹命丧之地，我在那里也算和他的魂魄
做个伴吧。我会经常回来看望你和我妈（堂姐一直
管我妈叫妈，管伯母喊娘）还有弟弟妹妹的。’”这就
是堂姐，孝女，有情，有义。

远嫁他乡的堂姐，没有忘记家乡，后来堂姐家成
了一些南去北来的“娘家人”的落脚点，搭酒搭菜不
说，有时还要帮忙别的事儿，时间长了，终于爆发了
婆媳大战。“婆婆历数她认为堂姐多年来吃里扒外的

‘罪行’，她要好好地给媳妇立立规矩，开始堂姐只是
赔礼道歉，当婆婆翻出当年堂姐走头无路、跪求葬父
的篇章，她忍无可忍顶撞起来！”这里，作者借婆婆之
口道出了当年堂姐葬父时的困境。同是一个事，作
者讲述和婆媳大战中婆婆翻老底，文字力度大不一
样。作者文笔老练可见一斑。当人格受损时，堂姐
忍无可忍和婆婆顶撞起来，这就是堂姐，有口有心。

“赶巧元臣从外面回家，闷葫芦一言不发，竟然在老
妈的授意下动手打了堂姐。堂姐挣脱了母子俩，抱
起襁褓中的老三跑回了娘家，委屈的泪水流了一
路”，文章写得是好！老妈想的，又何尝不是“闷葫
芦”心里有的？

“那次堂姐在家住得确实比较久，以至于有的街
坊以为她不再回山里了，后来竟有人上门试探着给
她说新婆家了，堂姐向大家一一解释，山里现在不
忙，回家帮叔叔照看一段弟弟妹妹。”这就是堂姐，不

高兴的事在心里，不向外人道
家务。这期间燕棚王家那边该
是很“热闹”，但作者没有写，只
写，先是元臣的两个本家兄弟
代他过来看望堂姐娘儿俩，他
们走后不久又来了两位村干
部 ，该 是 元 臣 母 子 派 来 的 说
客。两拨来人不同，使命不同，
彼此言语自是不同。相同的
是，堂姐都没跟着他们回燕棚
王家。元臣娘真是沉不住气
了，只好硬着头皮去求王老先
生。王老先生是教师，在王氏
家族中威望最高，是堂姐的长
辈。王老先生来了，“父亲和王

老先生在院子里硕大的樁树下，一张小方桌，几个家
常菜，温壶二锅头，摆起龙门阵。堂姐悄悄收拾好衣
物，打扮好刚刚学会走路的老三小兰。”

这段文字也挺耐读，意思更是耐琢磨。景可人，
情动人，文辞优美。堂姐，对时局撑控有度，火色把
握得好。

文章中一段插曲是不能忽视的。“堂姐这次来得
匆忙，没顾上仔细换洗衣物，不小心把山里的虱子也带
到家里”，大姐被搅得难以入睡，用敌敌畏治虱子，药物
中毒。“那一夜堂姐一刻也没休息，将大姐擦过药的被
褥全部拆了，用肥皂热水反复搓洗，还用文火烧铁锅将
布烙干，第二天晚上睡觉前炕上焕然一新。”这就是堂
姐，勇于承担，吃苦耐劳，处事干净利索。

《堂姐》两万来字，字字珠玑，句句朴实，通篇没
有那些华而不实的辞藻罗列。写堂姐，免不了写大
伯，写大伯就是写堂姐，“堂姐遗传了大伯的优良基
因”。写朋友的豪华酒店，写和和睦睦一大家人坐一
块聊天话家常，也是写堂姐。

文章，都是一行行一段段，黑字印在白纸上，都
是黑乎乎一片片，看似都一样，实际不一样！《堂姐》，
文不空，所写，带给读者的是中华语言的文辞之美。

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

他颤抖着的双手，写满了岁月的文字，
看到我时，湿润了的双眼仿佛要责怪我许
久不来，但又悄悄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只
是喊出了我的名字。

我有日子没来看爷爷了，他眼里多了
些许红血丝，我一直以为他过的很好，似乎
在我心里，他并没有老去，这种自以为是的
想法，一度将我的情感搁置，但，终究是无
法跨越世俗的一介凡人，对爷爷的思念像
一颗种子，长出了芽儿，在这芽儿的蓬勃
下，指引我不得不奔赴他而去，并将这种思
念化作一束光芒，照亮了我与爷爷间珍藏
了很久的那份感情。

儿时，我印象中的爷爷，总是一身干干
净净的中山装，或在办公室里填表单，或站

在厂门口与工人们说着什么，又或者在厂
房里，与徐厂长他们讨论着问题，闲暇的时
候，还会接我放学。

我喜欢爷爷养的花草和叫不上名来的
鸟儿，当晨光照耀在我的脸上，那扑鼻而来
的花香和鸟儿清灵的叫声，将我带入一片
畅快的乐园。爷爷庭院里的秋天，更是别
有洞天，成熟的蜜桃、满枝的石榴果沉甸甸
的露出粉色的容颜，每当我去爷爷家，奶奶
便会洗净一个大大的桃子，给我解馋，爷爷
则会将珍藏了好久的苹果，一点一点削去
皮，然后切成大小一般的小块，一点一点喂
给我吃，我享受着这种被爱的待遇，也同样
爱着他们。于是，在夏夜里的路灯下，我会
抓很多的蝼蛄和蛐蛐，装在小瓶子里送给
爷爷，爷爷会将它们做成鸟儿们美味的食
物，储存起来，慢慢喂给它们吃。

爷爷的爱好有很多，除了养花养鸟、下
棋、写字，古诗也会背很多，他经常用古诗里

的哲理教育我们，要团结友爱，爱惜粮食，珍
惜眼下的幸福生活，了解生活的不易。我很
喜欢听爷爷念古诗，古诗的韵律和蕴含的深
刻意义，打动着我敏感而又渴求的内心。

爷爷一直陪伴着我们的成长，我们第
一次学走路，第一次上学，第一次骑车。直
到我们有了自己的生活，他便开始沉默起来，
话也少了，仿佛这个世界是陌生的，我们便如
他年轻时一般，对他喋喋不休得讲着自己的
近况，和有趣的经历，他只是会心地笑一笑，
然后陪着我们一起高兴，一起悲伤。

我们不愿承认爷爷已经老去，他也依
然是将最坚强的一面展现给我们，可我们
知道，在时光的追赶下，他已然是一位耄耋
老人，就像小时候他保护我们一样，他也开
始需要我们的保护。

我与爷爷聊了很久，看到他的笑容我
很高兴，但我不知道这些够不够。听到我
的电话铃响起，他却又催促我去忙自己的
事情，我的心里好似有一把铁锁般沉重。

天空还是很蓝，悠扬的云儿，在我们头
顶飘荡，爷爷说，这会儿该起风了，于是，风
儿在我们的脸庞拂过，一阵阵清凉载着秋
的稳重，记录了我的童年，和爷爷的过去。

作者单位：孙耿街道中心小学

我和爷爷
◎王培培

晚饭后闲来无事，我和妹两个人就出
去溜达溜达，一是为了出去透透风，在办公
室呆上一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实在令
人憋闷；二是为了到处转转，买点时令水
果，两全其美。

走到市场上，看到大部分水果都差不
多上市了，看看桃子、苹果、梨、葡萄……唯
独最想吃的还是苹果，虽然这个时候的苹
果价格比桃子贵了不少，可是还是想尝尝
鲜。所以就买了几个看上去特别顺眼，而且
自认为能好吃的，心里很是兴奋。走在路
上，和我妹边走边聊，自觉不自觉的又聊到
了孩提时的乐园——姥姥家的那片苹果园
（说是苹果园，其实也就只有一亩地，姥姥姥
爷还在里面搭了一间小屋子，在果树下边种
了些蔬菜、里面种的满满的全是姥姥姥爷用
汗水浇灌的“爱”……可那时候感觉这个园

子好大啊，装满了整个童年的回忆）。
那个时候我们姐弟三个都很小，农忙

时节，父母没空照料，所以一到农忙我们就
都去姥姥家过了，姥姥给我们做饭（都是我
们最爱吃的）、洗衣服、买零食（糖果、瓜
子）……当然我们最喜欢待的地还是她种
的那片苹果园，从苹果一开花我们就开始
关注哪一个开的最好、最红、最大，一直到
长出小苹果来，我们每天都看好几遍，天天
盼望着。一般小苹果到了稍微有点苹果味
道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馋的涎涎欲滴，所以
不管好不好吃，只要我们要，姥姥总是给我
们摘下来，那时我们哪里懂得姥姥的无奈
啊。其实她非常的心疼，可她什么都不说，
现在我才知道那是一种无言的爱。

以至于在妈妈眼里那就是溺爱，可年
少的我们根本不懂这些，更不懂姥姥视这

片果园如自己的孩子般悉心照料，天不亮
就起来剪枝、浇水、施肥、打药，一棵一棵的
数算着他们成果的天数。这期间我们不知
道吃了多少“半成品”，但凡有一个到了时
间的，姥姥都是让我们先尝鲜，为此每年我
们都能吃到最早最新鲜的苹果。

一直到苹果批量成熟了，我们姐弟几
个也是专挑最好的吃，姥姥姥爷也总是把
最好的挑出来给我们留着，很少看到他们
两位老人能舍得吃个又红又大的，他们总
是捡快放不住的那些吃。每年吃不了的姥
姥就埋在地里，一直到冬天，有时候甚至是
来年的春天我们还有新鲜的苹果吃，这也
是我们从小都喜欢住在姥姥家的最主要原
因。

现在，我们都长大了，姥爷姥姥已经离
开人世，那片苹果园也早就被大队分地一
块儿给分下去了，被别人改种成了小麦、玉
米地……

时过境迁，唯独记忆中的那片苹果园
永远都不会褪色……那充满爱的亲情会陪
我一生一世……

作者单位：鑫怡广告有限公司

记忆中的那片苹果园
◎张金凤

中华民族历来尊师重教，所以教师的社会地位
一直很高。那么，古今历代对教师的称呼有多少种
呢？下面分别介绍：

最早的教师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萌芽中的学校
里，学官们被称为“司徒”“秩宗”“典乐”，这些学官既
是管理行政的首领或长老，又是社会教育的承担者。

进入奴隶社会，官办学校出现，教师名称也同时
出现，“师氏”“父师”“少师”，由官吏担任。到孔子办
私学时，对教师有“塾师”“书师”“学究”“老学究”“村
夫子”“门客”“馆师”“馆兵”等称呼，但这些称呼表示
的身份不同。

自战国至唐、宋，人们尊师重教，人们对教师又
有了新的称呼。比如：夫子：最早指年长者，后为孔
门弟子名师孔子的尊称，后用以
沿称教师，以示尊敬。

西席：古人席地而坐，以居
西而面东为尊，故教师被称为西
席，也称“西宾 ”。

函丈：也称“函仗”，原指讲
学者与听讲者的座席之间相距
一丈的距离，以后用来指对学者
或老师的敬称。

先生：起初是指年长而有学
问的人，后来指称老师。

讲席：原指高僧、儒师讲经讲学的席位，后用作
对师长、学者的尊称。

师范：此用法在今日仍然沿用，因为教师应当有
丰富的知识和高尚的德行，他们的言谈举止都应是
学生的表率。所以，这一词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教师
的别称。

绛帐：汉代著名的学者马融在授课之时，常居于
高堂之上，身边放下红色的帷帐，此后也有人用“绛
帐”或“绛帷”作为对师长的尊称臺。

除了以上这些之外，教师的别称还有：“世儒”
“师儒”“耆艾”“老夫子”“尊师”等。

作者系区退休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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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让人羡慕！”他感慨。
“在海里颠簸训练，风浪无情，晕船晕得胃痉

挛，那滋味有什么好羡慕的？”她反问。
“艰苦是艰苦些，可是光荣。工作跟国家安全

联系在一起，那不是人人都能追寻到的荣耀。”他
神往。

“没必要看得那么高尚，任何岗位都一样，关
键看自己对责任的态度，若是没了责任感，对生活
失去了激情，就算进了权力的决策层，日子久了，
也会变成一汪死水。”

“生活跟爱情一样，都需要激情。”他首肯。
“往往是这样，我们总以为别人的世界要比自

己的美好。实际上，那不过是距离产生的朦胧幻
觉，不论生活在何处，都免不了生活的烦恼。再说
你也有让人羡慕的地方呀，有自由的时间，有良好
的阅读习惯，能活出自己的方式。不像我，即便想
学习，连查阅资料的时间都没有。”

“时间我有的是，你若想查什么资料，我帮你
得了。”

“那你可别怪我占用你的休息时间。”
“我晚上回去也是闲着。”他扬了扬眉毛，示意

很乐意做这件事情。
“那你帮我查几个经济法的案例，案例的内容

和分析要尽可能详细，查好后发我的个人邮箱。
过段时间，那家日本食品公司会派人来做市场调
研，多学点，或许能用得上。不过，这事儿先替我保
密，好吗？”她说得很郑重，绝不是开玩笑的样子。

他点头保证：“嗯，我会的。”
“上次你跟我讲的那个密码设置方法挺管用

的，我还要谢谢你呢！”
“你请我吃樱桃，我就很开心了。”
这时，天已完全放晴了。吃完饭，他收拾起石

桌上的垃圾，看到橘黄的阳光透过肥硕的法桐树
叶，斑斑驳驳地洒在她身上。她沿着绿荫轻盈地
走向那辆黄色的跑车。这景象就像雨后格外清新
的空气，使他忘乎所以地呼吸。

那天夜里，他做了个很长的梦，像是伏在飞驰
的马背上，既颠簸又连贯地穿越了整个黑夜。

七

“我怎会用你的钱呢？我说，你不会以为我没
钱花了吧？”她惊讶地看着他手中的工资卡。“当然
不是。”他认真地解释，“钱，用的时候才有价值。
我听你跟她们讨论办理大额度的信用卡，就觉得
你肯定能用的着。反正我现在用不到，再说存款

利息又那么低，存着也没用。我想让它变得更有
价值些。”她轻声地笑了：“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
真的不需要，要不这样，等我需要的时候再找你
借，嗯？”

八月的岛城，每年都有十几天的时间被闷热
所笼罩着。从早晨到午后，阳光透过水汽蒙蒙的
大气层，看似并不如内陆的骄阳烈日那般毒辣，却
同样使人汗流浃背、心烦意乱。“总要送她点什么
才能表达自己祝福的心意呀。”他盘腿坐在床上，
试图让头顶旋转的风扇吹干自己潮湿的身子。他
想，前天开会时看到她的笔记本快用完了，正好自
己有一本新的。他找出笔记本，翻开精美的封皮，
扉页还夹着几片花叶标本，那是去年深秋在蓉城
的公园游玩时摘的。当时，他是因感叹“一朝春尽
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而把它们夹藏在书里
的。此刻，花叶的脉络清晰可见，向世人诉说它成
长过程中的每一处延伸。他把花叶贴在一张“岛
城风情”的明信片背面，用工整的楷书写道：祝工

作顺利、心情愉快。他满意地看了一眼流畅而工
整的字体。明早要早些到办公室，提前把卡片和
记录本压在她电脑键盘的下面。她会怎样看待这
礼物？会不会笑话我还带着中学生的幼稚？不如
给她最需要的。工资卡里还有四千五百元，她也
许不会要，但总得试试才知道，要让她感受到我的
情意。

你信不信，有些行为一旦成为习惯，再想改正
就会非常痛苦。比如送她东西，表示关心，似乎是
无可厚非的，可你这当做必要的责任，那就偏离方
向了。上星期，他在集团举办的“读书会征文”比
赛中获得了优胜奖，奖品是两本书和一只硕大的
毛绒熊抱枕。他把奖品都送给了她。他强调的理
由不容拒绝：“我宿舍空间小，这么大的抱枕根本
就没地儿放。这两本周国平的散文集，我之前也
都有买过，这次一并送给你吧。”

他送她这些东西，绝不是为了讨好上司的欢
心。当她笑着接受了赠送，他就像看到情人接受
了自己的礼物一样心花怒放。此刻，她拒绝了他
主动借钱的要求，他心里竟有些说不出的懊丧。
他不禁为此而感到心慌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她有这种感觉的？或是说
这么关心的？他问自己。其实从量变趋于质变的
微小的心理变化向来无从回忆考证。人力部门的
工作琐碎又繁重，有些事情她必须亲力为之。每
当看到如此丽质而睿智的女人眉头锁紧地对着闪
动的电脑屏幕统计那些枯燥的表格，美玉般的脸

庞不再发出亮泽时，他便觉得心疼，便特别想帮她
做些什么，以缓解她的压力。然而他的职位比她
还要低，也就不可能向她提供更多的帮助。

大概是年少时看多了像三国、杨家将、岳家军
诸如此类的有关忠义、忠君的事迹吧，他常被一些
壮烈的场面感动得热泪盈眶：满腔热血的军官将
领在弹尽粮绝之际，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
护主帅安全突围，以避免主帅因被俘而受辱。他
向往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举。他想象着，
她便是自己的“主帅”，就像中世纪的西欧，那些给
骑士授勋的美丽贵妇。接受了封号的骑士会用生
命捍卫君主的荣耀尊严。他们成为她手中的剑，
开拓功绩，或者成为她手中的盾，遮挡灾祸。于是
有时他便为自己开脱。她既是自己的“君主”，又
长得好看，那么对她好也不该有什么奇怪，可是当
你真正想对一个人好，就会发现不由自主地关注
对方的一切，着魔一般无法控制自己。比如说她
的一颦一笑；她每天更换的衣服色彩款式：青春运
动的、华贵时尚的；她不时变换的头型：束成马尾
的，用银色发束挽成髻的；她手腕上精巧的手表；
她脖颈上的饰链；她白皙亮泽的肤色；甚至着迷于
她走路时发出的独有的声响；她独特的说不清是
清脆还是略带沙哑的嗓音；她摘掉眼镜伏在桌上
稍显慵倦的姿势；她对着镜子梳妆的神态；她写出
的像一匹奔腾的骏马简笔画般的签名；她随手打
出的带着点邪气的响指。

（待续十二）

追追 寻寻
◎◎李庆田李庆田

连连 载载

读《堂姐》
◎田邦利

古今对“教师”的称呼有多少种
◎孙厚德

时光荏苒，我从2012年开始学摄影，到
如今已走过了11个年头。回顾自己的摄影
之路，我有许多故事和感悟想与人分享。

20世纪70年代末，我的父亲是电台和
报社的通讯员。我们订的《农村大众》报纸
一到，全家如获至宝，都争相阅读。耳濡目
染，我对新闻报道也有了一些认识，在父亲
的鼓励下，也先试着向县广播站投稿。在
看到我写的一篇新闻稿发表后，父亲感慨
地说：“新闻如果配上图片，读者就能一目
了然了。”父亲的话让我备受启发，认识到
照片在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性。那时我的家
庭并不富裕，姊妹5个中排行老大的我虽是
一位民办教师，可一个月仅有几块钱的工
资，买相机是一种奢望。但强烈的好奇心
促使我鼓起勇气，从亲戚家借来一台小型
照相机。于是我到县城买来胶卷练起了拍
照。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我把一张新闻照
片寄到报社后，照片竟被录用发表了。从
此，我对拍照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1990 年，我被借调到镇党委做宣传工
作，其间，我养成了常年读报的习惯。2006
年，我从教育教学岗位上退休后，爱好拍照
的我花钱买了一台尼康牌便携式照相机，
还购置了打印机、压膜机、道具、电脑等。
从那时起，我整日开着面包车走街串巷为
乡亲们照相，现场还能打印好相片、压膜、
镶框，这样大家在家门口就可以拿到自己
满意的照片。照相与摄影并非一件事。走
街串巷给人照相，被摄者端正坐姿后，我一
按相机快门，“咔嚓”一声就照完了，这只能
算是“拍照”。照相让我简单掌握了相机的
基本操作技能，但是与真正的摄影创作依
旧相差甚远。

2012 年春节期间，在山东省济阳县政
务中心广场，我欣赏了县里举办的迎新春

摄影展。那些优秀摄影作品不仅艺术性
强，而且题材大多是身边的人与事。此次
摄影展给我强烈的震撼，让我深刻感受到
了摄影的艺术魅力。我不断地问自己：身
边也有这样的摄影素材，我怎么就没拍
呢？从此我下定决心改变之前的照相模
式。勤能补拙，经过一年的努力，我的4幅
作品入选了“2013 年济阳县新春书画摄影
民间艺术作品展”。作品入展大大激发了
我的摄影热情，从此之后，每年我的摄影作
品都能入选县里的摄影展，由起初的4幅作
品慢慢增加到十几幅。渐渐地，我不再满
足参展县级展览，而且希望向更高规格的
展览迈进。但我一连参加了十几个影赛，
结果都石沉大海。

并未灰心的我，选择静心反思，寻找症
结，原来摄影并非自己想象得那么简单，欲速
则不达。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沉下心来认
真读书，不仅阅读摄影相关书籍，也学着品赏
文学类作品、钻研美术作品。另外，我还虚心
向省市县优秀摄影师请教。为迅速提高摄影
水平，我不怕苦不怕累，几次三番专程跑到省
城参观影展，聆听专家的摄影讲座。

好片还需百遍拍。我在拍身边的故事
时，一遍拍不好就拍两遍，直到自己满意为
止。2021 年春天，我在看电视新闻时得知
某地村民在抢种蔬菜，场面十分壮观。可
是新闻很快就播完了，故事发生地我也没
记住，我只好第二天再看重播。我记下了
新闻发生的地点，次日我开启导航驱车100

多里路赶到当地。当时几十个村民正在栽
植生菜球，见此，我立刻升起无人机。让人
物线条与地面线条呈相反的方向，使整个场
景更具形式感。就这样一幅摄影作品《田园
蔬菜交响曲》诞生了。由于菜地上凹凸不平，
我只顾看无人机飞行了，崴了脚。通过向当
地人询问，我了解到为使蔬菜尽快上市，提高
地温，第二天他们还要覆盖农膜。次日，我忍
着疼痛，天不亮就赶到了那块菜地，一瘸一拐
地寻找角度进行拍摄。一幅《大地的新衣》摄
影作品就这样完成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通过我多年的
刻苦钻研，不断实践，2014 年，我的摄影作
品《“迷戏”人生组照》入选“相约文博会·群
众文化活动摄影展”开始，我拍摄的近百幅
照片接连在市级以上摄影展赛中亮相，并
被报刊杂志和新媒体采用。2022 年，我的
作品《大地的新衣》还入展“第十三届中国
艺术节全国优秀摄影作品展览”，我也被中
国摄影著作权协会等吸收为会员。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漫长的摄影之
路让我深深地明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
任何事情都做不成，摄影更是如此。学习
摄影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走好每
一步。摄影还是一门综合艺术，要想学深
就要博览群书，不断吸收相关艺术的精髓，
融会贯通。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
心人。只有博采众长，才能水到渠成，才能
拍出有分量、有价值的好作品。

作者地址：垛石街道于良民村

漫漫摄影路，孜孜求索心
◎刘子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