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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提升旅游体验

春天的北京玉渊潭樱花盛开，清风
拂过，花瓣飘落在游人发梢肩头，引得
游人驻足拍照。23岁的张慧慧拿着相机
拍摄随风舞起的樱花，连声赞叹：“太美
了！想把这种美景永久保存下来。”

永恒地记录美景是人们的天性，而
用图像记录美景的传统自古有之，且大
多是画家通过绘画来实现。展现自然景
色的中国山水画自魏晋、南北朝已有发
展，许多景区都是通过图画展现出其风
韵，吸引人们关注。比如，黄山以其雄壮
的景色吸引众多画家创作，还孕育出了
新安画派、黄山画派，哺育了各时代的
诸多艺术家。

相比过去只能靠绘画发现美景，如
今许多景点都转而靠摄影传名。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的发展，能够用图
像留住、传递美丽风景的相机进入了大
众的日常生活，成为越来越多人记录美
景必备工具。记录旅途美景，人人都可
完成，节假日捧着相机，带上家人、约上
好友，亲身感受自然、定格美景，已成为
旅游爱好者的一大乐趣。与此同时，许
多专业摄影家也喜欢选择一些美丽的
风景区，进行艺术创作。

摄影专家金俊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表示，旅游和摄影之间能够相互促进，
出去游玩时将美景记录下来与亲朋好
友分享是一个客观需求，在口碑传播下
也会大大促进旅游发展。“现在旅游环
境越来越好，可去的地方越来越多，旅
游设施也越来越完善，有助于游客将风
景拍得更漂亮。”他说，“再通过网站、社
交平台将其传播出去，能吸引更多游客
观光旅游。”

此外，摄影还带来了游客旅游习惯
的变化，使过去“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变
成更注重体验的深度游。“以前大家排
队赶点，观景效果和体验非常差。现在
的游客将摄影作为旅游的重要部分，为
了‘生产美图’，不知不觉就增加了在景
区的停留时间。”金俊说。

摄影催生景区新貌

随着摄影成为人们喜爱的艺术形
式之一，摄影旅游也逐渐发展。一些好
看又上镜的景点，也在此起彼伏的快门
声中名声大振，照片成为景区的一大名
片。

作为一位资深摄影师，金俊曾多次
前往革命老区沂蒙山开展旅游摄影。他
说，相比上世纪80、90年代，如今的老区
建立了漂亮的园林景区，还开发了历史
人文景点诸葛亮城，吸引了大批游客前
往摄影游玩，过去的落后面貌焕然一
新。无独有偶，河南焦作的云台山景区
最初游人寥寥，在连续开展了几年摄影
大展后，云台山越来越热门，人多时甚
至需要设卡管理。

通过将摄影旅游打造成景区名片
而声名远扬，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
的乌兰布统坝上草原也是一个鲜活的
例子。从 2015 年开始，当地举办坝上草
原（赤峰）全球摄影大典，同时开展民族
风情拍摄、国际摄影展和国际摄影论坛
等系列活动，为摄影者提供丰富多彩的
拍摄题材。日前，坝上草原成功入选了
世界摄影（旅游）大会暨第五届国家摄
影大典组委会公布的“中国十大摄影旅
游圣地”。

许多藏在深山、隐于民间的美丽风
光，纷纷通过摄影爱好者的镜头展现给

世人，推动了当地的景区建设和旅游业
发展。日前，来自海内外的摄影师齐聚
安徽池州杏花村，兴致勃勃地参加“中
国好风光”全国摄影大展。该活动自
2013 年启动以来，每年举办一届，每届
都会推介旅游、摄影资源丰富地区的自
然、生态与人文美景。通过“中国好风
光”全国摄影大展展示的精美作品，人
们认识了“中国诗词之乡”——湖南衡
东的乡村秀美画卷；了解了杜牧“牧童
遥指杏花村”的池州杏花村；品味了民
俗风情奇特的“惠安女”文化；领略了贵
州凯里的民族风情；欣赏了青岛油画小
镇张家楼……

“用摄影发现、记录、表达中国自然
与人文的美好，既是众多风光摄影爱好
者的追求，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目
的。希望中国的壮丽山川、锦绣大地、生
态家园、文化传承，在摄影人的镜头中
更加绚丽多彩。”活动主办方《大众摄
影》杂志社总编徐艳娟说。

意识到摄影的重要性，越来越多景
区开始注重人文景点、修葺历史古迹，
景区面貌也大有改观。可以说，摄影促
进了景区的发展。

摄影带动旅游经济

旅游业就是一个发现美的产业，而
摄影正是发现美的一大手段。安徽查济
古村、云南元阳梯田等景点原本几乎无
人知晓，正是摄影爱好者拍摄的精美图
片使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旅游观光的
好地方。这些地方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充分证明了摄影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
的巨大作用。

如今，摄影是现代最流行的大众艺
术之一，在全民摄影时代，摄影爱好者

既是潜在的旅游消费人群，也是旅游景
点的“掘宝人”。

各景点的摄影活动不但可以促进
摄影艺术的交流，还可带动旅游目的地
住宿、餐饮等行业的发展。安徽黟县就
是一个例子。近年来，黟县全力打造“没
有围墙的摄影天堂”，2006 年以来连续
举办 11 届国际乡村摄影大展，建成 23
处百佳摄影点，其中宏村艺术小镇重点
打造了摄影艺术酒店及摄影客栈、摄影
民宿。近年来，当地旅游企业专门开拓
设计了春、夏、秋、冬四季旅游摄影产
品，每年有数百个摄影团队前来旅游、
拍摄。仅 2016 年，黟县就接待游客 1441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09亿元。截至2016
年底，全县旅游直接和间接从业人员 2
万余人，景区周边群众 70%的收入来源
于旅游业。

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王郑生曾在
首届中国国际摄影节上表示，旅游带动
着摄影，摄影也推动着旅游，二者相辅
相成。假如旅游是人们对大自然和社会
历史价值的追求的话，那么摄影就是这
种追寻的记录和整理。没有旅游的文化
就没有活力，没有文化的旅游就没有魅
力。旅游的精神支柱是文化的内涵，只
有充满文化的旅游，才是有个性、有生
命力的，而摄影正是旅游文化传播的大
好途径。

“眼球经济”时代，摄影既可以将美
丽的景区直观展现在人们眼前，打造旅
游品牌，激发游览冲动，又可以带动旅
游经济和景区相关服务产业发展，还可
以大大提升游客的审美水平和旅游体
验，可谓一举三得。如今“人人都是摄影
师”，中国摄影更是有着举世罕见的庞
大群体基础，摄影旅游必将带动旅游经
济，成为一个热门产业。

“春耕夏耘率天下，五谷丰登太平秋。”数
千年中华文明史，从某些层面来说，也是一部
农耕文化文明史。春耕，意味着一年劳动的开
始，也意味着播种新的希望。

那天，我起了个大早，来到福建连城培田
古村落，感受这里农历三月的独特春耕。“耕
者有其田，农民有其节”，培田春耕节源于“莳
田节”。莳者，插秧也；“春种一粒粟，秋收万
颗子”，莳田节演绎为春耕节，是重农的升华，
也是培田耕读文化的一个缩影，传承着“耕读
并作，天人共生”的传统文化。

还未到村里，老远就听到锣鼓喧天，素来
清净的村子一下子被近万名海内外游客挤得
水泄不通，也许大家都想探究一下这里深厚
的耕读文化传统以及那淳朴的民俗乡风。

上午 9时，村内牌坊处，但见大队人马抬
着宝伞和神农像，敲着盘鼓腰鼓，耍着花船，
牵着身披大红花、拉着木犁的春牛，扛着农事
物具，挑着早稻秧苗，沿着村道巡游。

队伍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当属客家花船
队：只见一男子作农夫装扮，头戴饰花草帽，
身穿对襟小褂，深色裤子裤腿碎成布条，手拉
红绳，绳通花船，船中一女子，身旁另有一女
子持船桨。3人且舞且行，船夫无比入戏，引得
众人竞相追随。

随后，众人同台演绎《耕读培田》，唱响春
耕序曲。五谷神君也被请到主会场，村中大佬
齐聚一堂，身穿中式长袍，备下猪鸡鱼等祭
品，为其烧香敬酒、下跪请安、唱高调祭祀文，
纪念古圣先贤，敬拜大地，向民众撒五谷感恩
自然。

仪式结束后，农耕“狂欢”紧接着上演。在

古村落大夫第前的泥潭里，几十个孩子不顾
满身泥浆，弯着腰像模像样地捉起鱼来。围观
的群众看着水里的热闹景象也活跃起来，“这
边有鱼”“注意脚下”……欢呼声此起彼伏。

另一片农田里，游客争相扶犁翻地，卷起
裤脚下水田感受生态农耕劳动之乐。一位来
自美国的游客赶着黄牛、扶着犁耙，一边学习
犁田一边感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不仅是“春耕祭”“神农游街”等民俗让人
心动，村里的古祠堂、古戏台、古宅子也保留

了岁月的记忆。除了重农，培田的祖先还给这
个拥有 300多家住户的村落留下了一笔巨大
的遗产：村里保存着 30 幢大宅、21 座祠堂、6
处书院、1 条千米古街、2 座跨街牌坊、4 处庵
庙道观，它们组成了一个连片成群、设计精美
的古民居建筑群。与那些被重新粉饰、充满商
业味道的古镇不同，这里仍保持着静美祥和，
民风淳朴依旧。村中居民嗜好栽培蕙兰，庭庭
园园都伴有清雅气息，恰如壁上先人所留 4
字：可谈风月。

来蓬莱阁前，我心里充满
期待。“蓬莱阁”，一个如诗画般
的名字，让我向往不已。

在渤海之滨的梦境丹崖山
上，屹立着一栋雄伟庄严的古
阁祠建筑，在渤海独有的澎湃
浪涛下，山丹海碧，林木凝翠，
长廊的椽檐恰与海天一色，色
调显得出奇的柔和。

蓬莱阁，是山东蓬莱最明
亮的“眼睛”。与黄鹤楼、岳阳
楼、滕王阁相比，华夏古代四大
名楼之一的蓬莱阁独与大海为
伴，兼山海之胜。然而，真正让
我触动的是那阵阵海风吹拂，
犹如秀美爽快的山东女子，透
亮、明澈、舒朗而又不事张扬。

站在蓬莱阁上向北眺望，
一望无际的大海映入眼帘。当
云开日出时，可看到长山列岛
中的一群岛屿，像一颗颗绿色
宝石镶嵌在碧蓝的大海中；而
当海上飘浮着一片白色云雾
时，那些岛屿就在这云腾雾绕
中时隐时现，蓬莱阁也迷离缥
缈。一阵风过后，这阁显出了它
雄伟的姿态，檐角高翘，朱栋流
云，像要凌空飞去的样子；一阵
烟涌来，这阁就隐没在烟雾之中，影影绰绰，
现出一片朦朦胧胧的影子。正是这虚幻缥缈
的感觉，凸显出蓬莱阁神秘荡摇的色彩。而
此时，这岛、这阁、这山、这海，使人想起迷幻
的海市蜃楼。

风又大了起来，这是一场亘古千年的
风，今天与我们不期而遇。它已深深浸透在
历史和民族心灵的最深处，让我们耳边回荡
起先贤的千古绝唱：“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
贝阕藏珠宫”“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我
们在重复着苏轼、戚继光浪漫的想象力和真
正的豪情。看着“八仙”神态的各异表情，脑

中浮想着民间流传“八仙”扬
善惩恶、护佑百姓的故事，让
人慨叹蓬莱阁不仅是一座孤
立楼宇，更是一处承载着人们
对美好事物寄托与遐思的所
在了。

海风吹着我们的身体，吹
着我们的内心，也吹着我们的
灵魂。我们观“波澜壮阔卷长
风”，赏“银浪叠重重”……这
样一处胜景，是多少文人墨
客、仁人志士魂牵梦绕思念过
千百次的地方，又是他们一声
声念叨过多少次的名字。历经
风吹雨打的蓬莱阁阅尽世事
沧桑，在历史长河中站立了千
年岁月。

每当月色融融，蓬莱阁的
风也有宁静时分，没有令人眼
花缭乱的七彩霓虹，也没有人
满为患的浮躁之气，甚至不易
看到情侣相偎的情形。此刻，
伫立蓬莱阁，一颗心仿佛消融
在神秘莫测的大海中了。你尽
可以自由自在地将自己想象
成丹崖山上的一棵树，站成一
道油画式的永恒风景；也可让
疲惫的心境遁入虚无，任那遥

远的海面上几星温馨渔火，脱尽繁华尘俗和
令人应接不暇的种种时髦诱惑，让生命重现
应有的本色。而这，正是蓬莱阁最令人留恋
之处。

浪，是大海的呼吸；风，是蓬莱阁的歌
唱。与蓬莱阁海风相拥，我方知何为“一碧万
顷”。游历过一些地方，我深深感到，那些有
历史有文化有典故的景点，比纯粹的自然风
景更令人回味。一如蓬莱籍作家杨朔在他的
散文名篇《海市》中所叹：“你倚在阁上，一望
那海天茫茫，空明澄碧的景色，可以把人五
脏六肺洗得干干净净。”

春风春雨里，有村落的地方必有油菜花。对于高原上的
一片片金色花海，我一直有着亲人般的感觉。

童年，我在云南之南一个小山村度过，对于家乡的植物
记住的不算多，留在心中并能说出来的便是油菜花。在用玉
米糠皮填充肚子的日子里，菜油是乡下寻常生活中的华彩。
玉米使家乡人的肠胃保持蠕动，蠕动产生耕作的力量和走过
光阴的健康。而油菜花和其果实带来的滋润，则成为日常生
活中颇为温馨的一部分。童年生活让我记住了世上最好吃的
食用油，便是来自油菜花的馈赠。

每年走在春天里，珠江水系上游清水河两岸的丘陵、凹
塘、坝子里，油菜花盛开的样子十分“慑人”。它们几乎是在一
个晚间齐刷刷盛开的，事前毫无征兆。此前还是青乎乎一片，
第二天清晨便见一片金黄色闪耀在阳光下。花朵先是绽放在
凹塘，继而是坝子、丘陵，像泼墨一般，是太阳研制的金粉调
着露水涂抹到大地上，是人世间金黄的海洋。天地间呈现出
无限高贵的色泽，让人想到幸福，想到盛世太平。

看到家乡的油菜花，我一直以来的观感是——强悍。几
乎世上所有的花都可以轻易地唱颂，只有油菜花不能。它的
普通叫人常常视而不见，甚至不把它划入花的一类，而只是
庄稼中的一种。然而，它的“入世”却如此汹涌，它的金色却具
有如此强烈的热度。人们看花，看到的并不是那具体的、细小
的花，而是一个整体的花海，正如我们寻常人的一生，每一个
个体都要淹没于人群，由于渺小而获得集体的认同；由于集
体的光芒，每个人又有了闪耀的可能。

这就是油菜花，它集群汇聚的海洋无与伦比。每年4月花
期繁盛之际，没有哪一种花可以这样以整体的形态占据春天
的整个时空，让其他的花朵失掉色泽。它们深深地介入我们
的寻常生活，让人形成难以改变的口味与记忆。

在我童年中，与油菜花同样难忘的，是我二舅。他威猛强
悍，常常在一片熊熊火光的背景中赤裸上身，挥动一柄超过
我少年想象的巨铲，在两米多口径的大炒锅前，翻动着锅内
热气腾腾的油菜籽，然后将其碾碎，箍成油饼，用竹篾和棕缆
抽紧油榨，发出骨节扭绞的吱嘎声。接着，三五个光膀汉子掀
动油杵，高高地推向半空，再高高地甩落，砸向油榨。油槽下
方，沥沥地下着菜油的小雨。

整整一个榨油期，我都在油坊里玩耍。除了对二舅英雄
般的敬仰，最大的诱惑是，我可以与工匠们一起，每天3顿享
用新菜油炸制的油馍。这可不是一般的待遇，整个小山村里，
只有油匠才能够享受到。那用火焰焙炒过的油菜籽榨出的
油，如今已成为远去的口味，而它的纯正香味、平和性情，却
是工业化时代的任何油类产品都无可比拟的。

过去，家乡人喜欢种一种姜黄油菜，产量不高但出油率
高，还抗旱抗病、适于种植。后经村头老油坊榨出的菜油油性
十足但不上火，老家人用它滋润生活，可以与小磨香油媲美。
姜黄油菜开花十分鲜艳，其金黄色泽堪比纯金，质感丰富；花
朵颇大，远看像是金色火焰燃烧，在太阳光下跳跃。细闻油菜
花海里飘来草木灰的焦香气息，真是贴近生活！

如今，家乡随着普者黑景区的开发，油菜种植品种已作
更改，为中外游客献上了“镜花缘”般的景观。尽管因为优良
油菜的选育，花朵色泽已比童年看到的油菜花暗淡了许多，
但仍不影响它们成长为金色的海洋，化身蜜蜂聚汇的节日，
酿造春天难得的甜蜜。

每每听到现代榨油厂巨大的机器轰鸣声，我都会想起儿
时家乡的油菜花。它们浸润我的内心，让我永世难忘。

摄影摄影：：定格美景定格美景 温暖旅行温暖旅行
邵 琦 张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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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习惯城市生活的人来

说，辽阔的草原、静谧的湖水、

巍峨的高山，都是心中的自然

天堂。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爱

好者们，为了捕捉多姿多彩的

美景，在辽阔的草原上追逐日

落的光影变幻，拍摄绚烂光晕

下唯美的金色草原；在巍峨的

山巅等待第一抹霞光，拍摄日

出照耀大地的壮美景象。景区

内摄影师的交流与对话，摄影

理念的碰撞与共鸣，景区景色

的美丽与雄壮，都是吸引摄影

爱好者选择旅游景点的原因。

用影像的力量带动旅游，

是摄影旅游的最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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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友人外国友人““犁春牛犁春牛””

漫山遍野的摄影师在江西婺源石城山等待拍摄日出漫山遍野的摄影师在江西婺源石城山等待拍摄日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