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4 年7月17日 星期三

□编辑 刘项清 视觉 苗高莹 校对 聂永进 电子信箱 jnrbs@126.com圣地摄影

“我童年就生活在京杭大运河济宁段的西岸，在
我心里，运河就像一首歌，缓缓地从我心中流过，永
远都是那样宁静。”这是记者采访王斌时印象较深的
一句话。作为一名运河专题摄影师，几十年来，他一
直关注着、审视着、感悟着运河的变迁，时常站在运
河岸边，手持着胶片相机，看着这古老的河流，拍摄
运河岸边的风情与人文，感受着沉淀了2000余年的
运河历史文化。

王斌说，他时常沿着运河河畔的小路行走。阳
光洒在运河水面上，波光粼粼，两岸垂柳绿意盎然。
生活在运河岸边的渔民们总是早在太阳升起以前就
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他们穿着朴素，扛着渔网，走向
水边。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仿佛每一天都是新
的开始，每一天都充满了希望。运河如歌，而在运河
两岸生活的人们，就是这首歌中最美的音符。

河面上有一艘船，船上住着一对夫妇，他们在船
上经营着一个小卖部。他们的船是绿色的，船顶用
木板搭建而成，船上安置一个小平台，平台上摆放着
饮料、零食和各种生活用品。王斌站在他们对面拍
摄，他们一直对着镜头笑。王斌沉默了很久，并没有
继续拍摄下去。在城里人看来，也许他们生活得很
艰辛，所以他们的快乐，城里人也并不会理解。

“我一直认为‘笑’是生活的解药，然而未必，它
也可能是生活的麻药。”王斌对记者说。他认为人生
是一面镜子，我们梦寐以求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中辨
认出自己。看着运河上往来奔忙的游船，突然明白
了生活在运河岸边的人们为什么是快乐的。可能生
活如喝济宁的糁汤，喝上一口，闻闻味道，抹抹嘴唇，
就已知足了。在运河岸边拍摄专题，很多生活在那
里的劳作者会很自然地走进镜头，王斌善意地对着
他们笑一笑，他们也会笑着面对镜头，这样的笑容便
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善意。

运河古镇南阳是王斌经常去拍摄的地方，那里
的人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汽车穿行的世界，一切宁静
如初。在运河岸边的树荫下，几位老人坐在那里，手
中摇着扇子，聊着家常。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岁月的

痕迹，但眼中却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
待。在运河岸边拍摄，走进王斌镜头里更多的是传
统手工艺人，其中有放鱼鹰的、制作豆腐丝的、下渔
网的、下渔笼的。他用镜头捕捉到了下渔网的手工
艺人挥舞着渔网，一次次将网投入运河中，又一次次
捞起的瞬间。每一次捞起，他们的脸上都会露出喜
悦的神情，仿佛已经预见了一天的丰收。

赵行春师傅是运河古镇安居西北街上最有名的
制作豆腐丝的传统手工艺人。面对镜头，他更多的
是自信、阳光与快乐。王斌第一次带着相机偶然走
进他家的时候，他就笑着问：“拍摄收费吗？”王斌同
样笑着回答：“不收不收，完全免费，义务宣传！”要买
他的豆腐丝，他坚持不要钱，但王斌还是像他邻居一
样坚持交上现金。“我为乐观的赵师傅拍摄了很多照
片，一道道工艺都被相机真实地记录下来，并洗出照
片给他。拍摄次数多了，我也会像他的家人一样，很
自然地融入他的手工工作中，有时还会搭把手，帮助
他干干活。”王斌说。

“生活中，有很多门，都需要你用心去打开。每
一座城市，每一个家庭，也总是有很多故事在上演。
我在运河岸边拍摄，更多的感动是来自那里的人们
辛勤劳动的样子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我感动于他们
平凡真实的人生，感动于他们对人的善良与真诚。
对于摄影师来说，前面的风景永远都是最美的。”王
斌看着这一幅幅照片深有感触地说。

闲时，王斌翻看以往在运河两岸拍摄的一个个
人物，他们在眼前亮相的时候，总能在不经意间想起
运河风情下那些让人难忘的瞬间。人物、风情、时间
定格在图片上的那一刻，犹如唱响一首生活的赞歌，
在心里久久回荡。

生命之轮转动着，永远不知道停息。在无法返
回的时间隧道里，在今昔对照的痕迹中，生活在蕴积
着人生的一种美。“在我们读懂人生这部交响曲的过
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未来，而彼时，在运河岸边生活
的人们又会是如何的模样？”王斌常常这样畅想。而
他将会一直拍下去！

运河岸边生活的 们人

■本报记者 刘项清 摄影报道

游客在拍摄荷花

古运河上船上的超市

南阳古镇上的庆寿宴

南柴禾市街是运河岸边芦苇销售一条街，
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条街道也面临拆迁

南阳古镇上的早市

活动在微山湖和古运河上的鱼鹰船队

运河自济宁向南并入微山湖，在运河岸边，渔民下完网后，扬起船帆返航

年轻人在运河边

正在下网的渔民

安居街道的赵行春师傅在手工制作豆腐丝

傍晚返程的渔民

正在升级改造中的运河，一位垂钓者安然地坐在运河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