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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光，即硬质光，就是
强烈的直射光。在硬光照
射下，被摄物具有较强的明
暗反差，有利于表现其立体
形态及受光面的细节和质
感。但在有些拍摄题材中，
浓重的阴影也有碍画面美
观。把握好扬长和避短两
个要诀，方能达到硬光拍摄
的理想效果。

扬长——突出硬光个
性 在硬光环境下拍摄时，
可有意识地发挥硬光环境
在表现景物的立体效果、粗
糙物体表面的质感、清晰的
轮廓形象等方面的独到优
势，创作出硬朗的、富有个

性的摄影作品。构图时，若
把适当的影子纳入画面，容
易诱发观者更多联想，使画
面显得更加传神有趣。利
用硬朗的侧光（尤其是前侧
光）照射，会使被摄物表面
出现高低起伏的明暗变
化。利用硬朗的逆光照射，
适宜表现透明、半透明物以
及肖像、鸟类、动物的质感。

避短——控制明暗反
差 硬光拍摄的最大弊端就
是容易形成浓重的阴影，并
造成画面细节丢失。提升
暗部亮度、增加宽容度，是
弥补硬光“短板”，改善拍摄
质量的关键。为提升暗部

亮度，可使用闪光灯、反光
板、反光镜、白卡纸等辅助
工具。使用闪光灯拍摄时，
可在闪光灯上安装柔光罩，
或使用跳闪手法，以此改善
光照效果。为避免亮部过
曝、暗部欠曝的现象发生，
很有必要启用HDR拍摄模
式或后期调整的方法，适当
提升画面宽容度。对不具
备 HDR 拍摄功能的相机，
也可利用软件对单张图片
进行后期宽容度调整。例
如，photoshop 中的“图像
→调整→阴影/高光”功能，
即可使宽容度得到提升。
（指导摄影师/任峰辉）

硬光拍摄扬长避短■读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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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读懂弄通毛泽东的
著作，是需要一定“内
力”的，否则就是“隔靴
搔痒”“雾里看花”，知其
然不知其所以然。本书
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 若 干 历 史 问 题 的 决
议》中毛泽东思想的六
大 组 成 部 分 和 毛 泽 东
思 想 活 的 灵 魂 三 个 方
面，分为九大专题。每
个 专 题 选 择 数 篇 代 表
性的文章进行解读，在
文章的源头、内部、缝
隙里搜寻前尘往迹，对
那 些 关 键 概 念 进 行 词
源学渊源的考证，在字
里 行 间 阐 释 文 本 上 没
有显示的内容，寻找文
章 肌 肤 下 面 暗 藏 的 胎
记和密码，挖掘文章中
包含的世界观、方法论，
力图展示毛泽东思想的
立体面貌。

■教学心得

写手卷要有书卷气

手卷是一种特殊的
书法表现形式。手卷书
写所采用的书体是相当
自由的。一般引首与正
文不用同一种书体，引
首采用更为庄重静穆的
书体。比如正文用行草
书，引首则可以考虑用
篆隶和楷书，这样既可
以调节视觉效果，又显
得文雅清切。

手卷的审美表达是
十分丰富的，我认为最
突出的特点是要表达书
卷气。从一定意义上
说，手卷的传统即文人
的传统。故而，可以是
长篇大章如大河汤汤，
又可以是美文短篇如溪
水潺潺。在审美趣向上
则丰富多彩，可以是雄
浑的，典雅的，劲健的，
绮丽的，含蓄的，豪放
的，疏野的，清奇的，飘
逸的，等等，总之是儒雅
冲和、精致灵性的。总
之，手卷不宜粗鲁毛躁，
如果做不到精美，至少
要做到精致。（指导老师/
吴振锋 中国书法家协
会隶书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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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报料称江
苏淮安韩信母亲墓现 5 米
深盗洞，引发关注。当地警
方回应正在侦查。

韩信少年时，母亲患病
离世。关于韩父的去向，野
史有两种说法：一是韩信出
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二是
韩父和韩信母子失散。身
无分文的韩信，把母亲安葬
在淮阴城东不远的高坡丘
陵地带。

因为没有确切的史籍
记载，今天的人们无法推
测，当年韩信成为传奇大将
荣归故里，是以何种规格为

母修墓的。现存韩母墓高
8 米，底直径达 20 米，这种
规格的墓葬，长期以来无疑
会被盗墓者惦记。不过，有
文保爱好者指出，从此次在
盗洞外发现的白膏泥来看，
韩母墓被盗空的可能性较
低。因为这种白膏泥是汉
古墓的典型密封材料。著
名的马王堆墓葬中，就有厚
达1.3米的白膏泥。

值得一提的是，在淮安
当地还有另一座韩信“母
亲”的墓——漂母墓。据传
当年韩信沦为孤儿，一度食
不果腹，一位在淮河漂洗丝

絮的老妇人，为他带了数十
天的饭。汉高祖五年，韩信
被封为楚王，回到家乡，“召
所从食漂母，赐千金”，这就
是“一饭千金”的典故。传
说漂母去世时，韩信非常哀
伤，命十万将士每人一抔

土，筑成坟冢，规制堪比王
侯。经过 2000 年风风雨
雨，漂母墓至今直径仍有
50 米，高约 20 米，比不远
处的韩母墓要大一倍多。

明代冯梦龙在《智囊》
中赞叹漂母：“世间不少奇
男子，千古从无此妇人。”
（摘编自《都市快报》）

漂母墓比韩信生母墓规模更大

眼下，正值蜡梅观赏
期。虽然腊梅与梅花常被
混为一谈，但因为蜡梅有

“迎霜傲雪”的特点，是中
国古代知识分子“傲骨”精
神的颂扬对象，所以历代
画论画谱中往往指的是蜡
梅，如《芥子园画谱》中《翎
毛花卉画谱》的《仿钱选
画》与《寒梅鸣禽》两幅，就
是标准的蜡梅形象。

古人画梅，尤重逸气，
突出其高洁傲霜之态，注
重与其他花卉的精神区
别。清代查恂叔在《画梅
题记》中曾详细论说画梅
的运笔之旨，所论甚精。
他提到：“画梅有三病，一
病在墨过重，根本枝干病
如黑炭，致伤闲雅矣。一
病在笔过工，勾花点蕊，极

是整齐，韵失萧疏矣。一
病在致太怪，于横折斜曲
中过求新奇，不知梅致固
异他树，断无杂出诡生之
理 …… 画 梅 者 若 枝 枝 相
接，朵朵相连，墨迹沾纸，
笔笔送到，则刻实板滞，无
足取矣。”

因此，画梅既可双勾
皴擦，亦可没骨泼墨。但
双勾不可过细，施墨不可
过浓，过细失“萧疏”之美，
过浓伤“闲雅”之情。下面
的蜡梅图，供习画者参考。

步骤①：胭脂加赭石
调和，中、侧锋并用勾勒出
石块并施加渲染，以重色
点出苔点。

步骤②：中锋用笔，按
照蜡梅的生长规律写出枝
干，注意穿插关系和疏密

变化。
步骤③：藤黄加少许

白粉调和画出蜡梅花瓣，
赭石调胭脂点出花蒂；调
少许淡绿点染花瓣周边，
以增加花的厚度和空间
感；以淡赭石复染枝干。

步骤④：于花枝后面
补画一只飞鸟，以增强画
面的动静对比，画的时候
注意前后关系的表达。

步骤⑤：点画地面，整
体调整画面，选择与画面
意境相匹配的款文题于石
头之上，以使画面整体不
失清雅之气。最后，钤印，
作品完成。（指导老师/周武
忠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
授；李阳 山东艺术学院美
术学院中国画系教师、山
东美术家协会花鸟写生创
作培训班导师）

■美育课堂

画蜡梅切忌“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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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

画花卉以水为媒

在花鸟画创作中，
我十分推崇清代书画家
恽南田先生“粉笔带脂”
点写花头的笔画，但尽
量减少“粉”的量而改用

“水”，从而使所描绘的
花瓣更飘逸灵动、润泽
通透。我在“荷花系列”
中，大片的荷叶用阔笔
蘸绿色大写意法侧锋狂
扫，趁其未干，用淡墨勾
出叶筋，色墨浓淡地互
渗互破，使画面酣畅淋
漓，叶片层次分明。同
时趁其未干，用水稍加
分染，而叶子残缺或虫
斑之处以赭墨接染，叶
边 缘 用 胭 脂 或 草 绿 接
染 。 画 面 色 彩 水 分 饱
和，充分利用熟纸的特
点，积色而成荷叶。荷
叶的嫩枯、转折、向背表
现得淋漓尽致，整个画
面色彩丰富，纹理斑斓，
极富质感。此种表现手
法，“水”就是最重要的
媒介。（指导老师/赵培
莲 山东临沂市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