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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拍，顾名思义，旅行途中拍照。现
如今在许多风景名胜地，已成为除民宿、
餐饮外的第三大产业。仅嘉善西塘一
地，从事旅拍的工作室就有七八十家。
追根溯源，旅拍的源头是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风景名胜地的流动照相摊。如
上海的外滩、豫园九曲桥等地标景点，当
年就由国营照相馆设摊经营。在计划经
济年代，流动照相摊这块“奶酪”是绝对
不允许个人染指的。笔者的一位邻居，
上世纪60年代末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返沪后，为了养家糊口，筹钱买了一台海
鸥4B照相机，在无锡亲
戚家弄了个小暗房，冲
洗胶卷、印放照片。他
游走在惠山、蠡园、鼋头
渚等景区，招揽了不少
业务。好景不长，他被当地国营照相馆
告到工商局，照相机连同暗房设备全部
没收。
时光流转，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

着个体户的出现，国营照相馆独占风景
资源的好日子到头了，在个体照相摊的
重重包围中，丢城失地。也就在这个时
期，许多外省景区出现了戏装、民族服装
的“剧拍”。一次成像的“宝丽来”相机传
来后，“剧拍”生意愈发兴隆。
当年流动照相摊生意好的原

因是，胶片时代个人拍摄成本
高。旅拍出现爆发式增长是两个
契机的促成。首先是近年来摄影
数字化，摒弃胶卷；其次是旅游业井喷式
发展。大批掌握数码摄影、修片技术的
年轻人加盟旅拍行业，让旅拍从“简单商
业化”进入“艺术商业化”的时代。
劳小姐是某上市公司的公关部总

监，昆曲票友。她喜欢拍彩妆的戏曲人
物照。原本是在照相馆里拍摄，前些年
发现许多摄影工作室开展户外“剧拍”业
务，她就尝新了。这一试，让她一发而不
可收。她去苏州狮子林拍摄《游园惊梦》
中杜丽娘的实景剧照；去敦煌拍摄《昭君
出塞》中王昭君怀抱琵琶，坐在骆驼上的
剧照……笔者看过劳小姐的照片，平心
而论，摄影水平不低。劳小姐熟稔各地
的旅拍行情。她说，每年花在旅拍（含自
己置办行头）上的开销好几万元。
劳小姐属于旅拍中的顶端，笔者说

说偶尔为之的旅拍开销。前不久，笔者

在福建泉州一带旅游，在蟳埔村游览时发
现，满村都是簪花店（簪花头饰+服装租
赁），插一头簪花，租两套蟳埔女服装只需
40元。再叫上一个摄影师，服务两小时，
收费200元。在晋江梧林古村，一个化妆、
摄影、照明三人拍摄小组跟随服务，为一
位姑娘拍摄剧照。规定三处景点：闽南
古厝、中西合璧老洋房和古村街景，收费
500元。应该说，都是比较亲民的价格。
而在广西某地，开价让一般消费者

“吃不消”。清晨，江上雾气弥漫的时刻，
提供透明白纱汉服衣裙和古风化妆造

型，道具：竹筏、蓑衣老
者+鸬鹚，背景某著名
景点。就这一处，拗几
个造型，收费3000元。
上海某旅行社瞅见

旅拍商机，便专门组织阿姨妈妈们赴横
店影视基地旅拍，并提供《甄嬛传》之类
的片段脚本。现场有导演给阿姨妈妈们
分配角色，化妆穿戴一应俱全，彻底过一
把拍影视剧的瘾。最近，为争抢客源，海
南度假酒店推出“入住送旅拍”的服务。
酒店给摄影工作室提供一间接待室，旅
客入住酒店后去登记旅拍的时间。按照
时间点，摄影师在拍摄点恭候旅客。拍

摄时间每人半小时，成片后，赠
送五张（不给底片）。如果，喜欢
所有拍摄的成片，除五张外，需
付款（一般每张100元），并允许
拷贝走底片。

但凡是有点年代感的老城、老街、
老村，必定是旅拍的兴旺之地。在南京
老门东，一个旅拍场景给笔者留下“很
有文化”的印象。一所清末老宅；宅门
开启一条缝，先露出一张稚嫩小脸，男
孩头戴瓜皮帽，手提点着蜡烛的灯笼；
门开了，男孩身后身着旗装的母亲牵着
孩子出门……不禁让人“穿越”回清末
民初的年代。
看着年轻人玩旅拍，老夫不免心里

痒痒。去年四月，笔者在蒙自碧色寨车
站游览，便“老夫聊发少年狂”。花20元
租了长衫、礼帽、老式墨镜和一把折扇，
没请专业摄影师，让老伴按照笔者自己
的构思，在百年老车站，拍摄了一组剧
照。发在朋友圈里后，朋友们说：“灵
额！老姚，侬像一个地下工作者。遗憾
的是，长衫下的旅游鞋穿帮了。”

姚志康

旅拍二三事

元旦，我给远方的鲍里斯 ·尼古拉耶维奇 ·潘申教
授发了一封新年祝贺邮件。一小时后，我收到他的回
复，说，最近忙于编写新教材，身体一切都好。他写道：
“祝愿你工作与生活顺利，希望再次见到你……”我顿
时感到无比欣慰，思绪飞回到了8年前的白俄罗斯。

2016年，我来到明斯克国立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
学位，潘申教授是我的导师。当时，他已64岁，发表了
200多篇论文，撰写多部教材与专著，在当地的学术声
誉很高。作为接触俄语才一年的学生，一节课下来，我
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只能听懂一半左右。幸运的是，潘
申教授的PPT与其他教授有所不同，每句俄语后面注
有中文，大大帮助了我们理解课堂内容。班里的中国
学生都觉得一头白色卷发的他和蔼可亲。那年10月，
我收到朋友从国内带来的月饼，共3个，很珍贵。知道
白俄罗斯人喜欢甜食，我就带了2个月
饼送给教授。他拿了一个开心吃起来，
笑道曾看过关于中秋节的新闻报道，知
道这是月饼，并且说要将剩下的一个带
回家给妻子尝尝。

2018年的夏天，白俄罗斯天气舒
爽，晴空万里。暑假同学们都回国了，我
独自留守宿舍。一天，我接到教授的电
话，说带我去他郊外的小木屋看看。他
的院子里种满了苹果树、樱桃树和山楂
树，刚一进院，两条宠物狗就朝我奔来。
我摸了摸狗狗的后背，它们便撒欢玩去
了。小木屋里卧室、客厅等一应俱全，沙发上两只猫儿
在打闹。看我无事，教授笑着递给我一个布袋让我帮
他采摘山楂。我第一次见到了山楂树，绿叶摇曳，红色
的果子在阳光下格外诱人。少顷，我摘下的山楂果装
满了布袋。教授叫我休息下，他在走廊的桌子摆上了
茶、甜点。我们一边喝茶，一边沐浴落日余晖，远眺白
桦树林，倾听着猫叫、犬吠，吹着夏日微风，好不惬意。
来年初秋，教授说家里的猫生了三只幼崽，希望免

费送给爱心人士，让我帮忙问问。我在华人微信群里
发布了送猫的消息，一周后，一位大姐回复愿意收养，
我立马告诉了他。当晚，他就驱车赶来
了。他搬出一个纸箱，里面是三只可爱
的小橘猫，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大姐
拿出巧克力送给教授表示感谢，他婉拒
了，但却让大姐给他50戈比（0.5卢
布）。他笑着解释道：收几十戈比是白俄罗斯传统，意
味着小猫可以在下一个主人家里过上幸福的生活。
硕士毕业后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尽管潘申教授

不是我的博导，但他仍在我专业遇到困难时给予我很
多帮助。每周我都会去见他一次，我们经常从经济系
教学楼一直散步到地铁站，一边讨论学术问题，一边聊
各自的生活。时光飞逝，我博士毕业了。临行前，我给
教授买了他最爱吃的椰枣，和他告别。他问我：是否还
会回明斯克？我说，也许很多年后才回。他的笑容僵
住了，声音也变得哽咽了。临别时，他说：“现在中国非
常好，希望你回国后继续努力工作。”
潘申教授在我心中，不仅是一名优秀的专业导师，

更是一位亦师亦友的忘年交，如一盏指路明灯，给予我
无私的帮助和支持。多年不见，唯以文寄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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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房屋
征收现场或者
集贸市场等场
合，总有“公平
公正公开”的
标语撞入眼帘。发觉在这些标语上，“三公”的前后次
序不尽相同，其中的大多数未能准确到位。
根据排列，“三公”可以得出六种组合：1.公平公正

公开，2.公平公开公正，3.公正公开公平，4.公正公平
公开，5.公开公平公正，6.公开公正公平。貌似差不多，
但实质上这三个词并非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因此
准确的次序应该是最末的组合——公开公正公平。

首先应当是公开，为了杜绝暗箱操作，蛋糕就必须
摆到桌面上来切，因此公开是前提，是必要条件；其次
是公正，公正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操作方法，切蛋
糕的手势、过程要向有关当事人公开，接受监督；最后
是公平，公平与否是人们对事物结果的评价，倘若前面
的程序做到了公开及公正，那么结果必然是公平的。
所以，“三公”标语的次序安排应

当是公开、公正、公平。这不只是简
单的排列问题，实际上包含着对这些
重要理念的理解。只有充分理解，才
能贯彻执行。

殷国祥

“三公”次序有讲究

标题中这位年过半百要去学
摩托车的“姐姐”，就是本人。
人到中年，就不想做自己不

擅长的事。但不断地去做自己不
擅长的事，这本就是一堂人生
课。儿子2021年考出了E照，一
年后有天对我说：“家里就差你一
个人没有E照了。你也去学一
个，这样我们仨以家庭组合可以
一起开摩托车出行。”“汽油、摩托
车，牌照的成本都很大哦。”我反
驳道。儿子继续劝诱：“你这个年
龄段的女性，就说你的女同学和
家中的几个姨妈吧，有几个会开
车的？几乎没有。你会，多厉
害。现在你身材依然保持得那么
好，开个摩托车更是风姿绰约。
哪怕开车去买菜也方便！”
我又怼回了他，但已经有点

口是心非了，内心早已激起了阵
阵浪花，脑海里想的是小时候看
过的日剧《排球女将》。剧中南乡
小雄是花田高中女排队的队长兼

主攻手，开摩
托，一身黑

衣黑盔的打扮和她豪爽、任性、叛
逆的性格配合得如此契合。最喜
欢看她脱下头盔后甩发的动作，
显得如此飒爽……“再让我考虑
一下吧。”我最后说。
犹豫了四个月，终于，由儿子

陪同去驾校报名了，和儿子成了
“校友”。驾校前台接待的老师知
道是我报名，表现得很惊讶，还提
供了一个新
信息，就是
2022年 开
始，实操考
改为电子监
考，增加了难度系数。在儿子的
激励和推动下，我付了报名费。
这天是2022年7月25日。
报名后的第三周就要考科一

科四。交规是熟悉的，可细节模
糊了，毕竟获取C照已快二十年
了，现在重新学习交规对我也是
件好事，以后可以避免违章、罚
款、扣分的事情发生。题多，不敢
怠慢，每天开启认真看题的模式，
而且只能利用下班后晚上的时

间。儿子每天都会来书房，好心
地问我一下进展。
考试当天还是儿子陪同的。

大厅里人头攒动，20—30岁的居
多，工作人员喊：“报考摩托车的
人请举手”，我四下打量着，举手
的只有我一个。科一科四是连考
的，当场出分数。当看到出现“合
格”二字时，我长长地吁了口气。

把考证单子
交给警官盖
章时，他看
看单子又抬
头看看我，

说：“五十啦，开摩托车呀，要小心
哦！”我笑着说：“好的，谢谢。”
接下去就是实操的阶段了。

驾校为我安排了一位经验丰富的
老教练。其实我年轻时是开过助
动车的，基本的驾车知识和平衡
度尚存，主要的区别在于摩托车
有挡位。教练看了还是较为满意
的。我每个工作日在上班前练半
个小时，一周练下来，教练让我重
点放在绕桩和坡道定点停车。一

切都以
“慢”为准
则，“慢”到心中有数。教练还嘱
咐：“考试有时也看运气，平时练
车基本功练好是硬道理。”
实料加鸡汤，我的操作技能

一下子爆发出来了。2022年11

月3日科目二、三考试，我精力专
注，胆大心细。停车后，听到广播
里放出“合格”，轻松着、愉悦着，
身上的重担卸下，如飞鸟般自由。
回顾这五个月的经历，感悟

颇多。随着年龄增长，似乎意味
着一连串的放弃，再也不愿意学
什么新技能了。其中一个原因就
是习惯于对生活有掌控，不愿意
承受初次尝试的挫败感。E照的
获取，是儿子、教练的耐心和陪
伴，鼓励我这个初学者，让我迈出
了步伐，助长了我积极的心态。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大胆去尝
试一些新东西，是一件多么有意
义的事！
我想我的下半辈子一定还会

在学习、再学习的路上。

笑意盈盈

  岁姐姐考E照

在上海及苏南地区有
一种特色老房子，为立帖
式，砖木结构，绞圈而建，
梁、柱、帖之间因榫卯衔接
而互相牵制，抗风、
抗震性极强。形制
有两埭头、三埭头，
开间有三开间、五开
间，前有墙门间，后
有客堂间，有的还有
仪门头。这种优秀
传统古建筑，老祖宗
传下来的名称叫“绞
圈房子”。它比石库
门出现时间要早得
多，分布范围也广得
多。但在很长一个
历史时期里，绞圈房
子却被彻底遗忘了，
没有记录，没有图
照，没有论文。对于
从小生活在其中的
我来说，绞圈房子不仅仅
只是一个住处。从上世纪
八十年代开始，我就坚持

为它鼓与呼，最终走上挖
掘文献资料、记录研究之
路，并用为它多做实事的
实际行动。

1983年2月起，
我就参加了上海第
一轮修志，为《上海
县志》撰稿的一个任
务涉及这种特色住
宅。在县市图书馆
找不到任何资料的
情况下，我将绞圈房
子的名称和形制特
色、结构特点等记录
进了县志，这也是我
为它做的第一件实
事。县志于1993年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这是新中国成
立后正式出版物中
第一次准确、完整地
记载绞圈房子。
早在1990年，我赶在

莘庄乡莘北谈家塘老宅拆
迁前，用刚买的相机，拍摄
到了上海第一张两进式绞
圈房子的照片，留下珍贵
的资料。没过几天，这幢
房子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了。之后照片多次公开发
表，让众多读者见到了绞
圈房子的“面貌”。
绞圈房子的“绞”字涉

及上海方言读音，先是无人
知道名称的正确写法，志书
中后又出现读音不对的异
形词，如“绕圈”“搅圈”“高
圈”等。1991年11月27

日，我在《劳动报》发表第一
篇介绍文章时，就根据方言
读音，定名为“绞圈房子”。

“绞”字有两个读音，一是
文读的ji?o，二是白读的
gāo，在绞圈房子中，“绞”
字要读gāo音。现在，“绞
圈房子”已成标准名称。

2008年，石汝杰教授
送我一册《松江方言教程》
（复印件）。此书出版于清
光绪九年（1883年），我挖

掘出两处记载，一是词语
“一绞圈”，二是一段对
话。对“绞”字加注的读音
也是沪语“告”音，同今天
完全一样。在朋友帮助
下，我又从《申报》上找到
了两处“绞圈房子”历史记
录。2009年我发表《绞圈
房子：极具特色的上海传
统民居》，这是当时唯一一
篇关于绞圈房子的学术论
文，先后被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的《上海研究论丛》（第
21辑）等3部论文集收录。

2017年闵行区政协
启动“发现闵行之美”丛书
编撰工作，《话说绞圈房
子》列入第一辑，于当年
12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这也是我为绞圈房
子做的第十件实事——立
传。该书现已第3次印刷。
绞圈房子既是优秀历

史遗产，更是乡愁所系，它
多次给了我当好历史文化
守护者、本土文化挖掘者
和贡献史志力量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让绞
圈房子存史于志书，这也
是我，一个方志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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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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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每一
个人的港湾和归
宿，是社会的一个
细胞。家风好坏，
不仅反映这个家

庭的家教，更能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一个家庭是否兴旺，可以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贤内助”的唠叨声。没有妻子则不成家。中国有

一个十分具有内涵的字：“安”。上面的宝盖头寓意着
家，下面的女字则代表着妻子。古话说：妻贤夫安。一
个家庭是否幸福平安，后代能否成才，家庭中的女主人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常听到妻子的唠叨声，说明
这个妻子是为家好、盼家旺，热爱这个家！
“顶梁柱”的安慰声。生活中，夫妻俩如同锅和勺，

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这时，做丈夫的要有男子汉的
气概，心胸开阔，厚道善
良，正直担当。要多站在
妻子的角度思考问题、处
理问题。用善言来换取和
睦，用大度来收获美满，用
心思考，用爱去表达，用心
去安抚，那么有矛盾也会
化解，家庭顺风顺水！
“儿孙女”的吵闹声。

孩子是生命的延续，是家
庭的希望，是家族的未
来。要想家族长盛不衰，
子孙后代兴旺，最重要的
就是家风、家教和家训。
中国传统的家风，就是勤
俭治家、和顺齐家、谨慎保
家、读书起家、忠孝传家。
家庭是儿女人格形成的第
一课堂，父母是儿女的第
一任老师。父母的言行举
止以及品格修养，对儿女
影响深远。与其给子孙留
财产，不如留德行、留家
风，家庭才会兴旺！所以，
我们要重视家教、传承家
风、铭记家训。
家有此“三声”，是福。

柴俊勇

家有“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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