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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太阳光线的方向，然后背对它，好让它
照亮你的灵感。”

刘文中几乎只拍逆光——而且只拍身边的
逆光。开着车，突然停下来，那是他被一缕光线
叫停了，或者说，一缕光线之美足以改变他原有
计划。

每次按下快门，都意味着他对于真善美的景
仰。刘文中所说的“黄金一小时”特指日出前的
半小时和日落后的半小时。日出前的沉静，日落
后的醇厚，最适合在逆光里去寻找。“逆光能赋予
图像戏剧效果，能提炼被拍摄对象隐藏的纹理，
也能凸显其轮廓和形状……我喜欢在逆光里捕
捉真实的情绪。”

这是在哪里拍的，九寨沟？武当山？泸沽
湖？——看刘文中的摄影作品，人们会发出这样
的惊叹，并极力搜索着所能想到的风景名胜。没
想到刘文中的答案竟是：“大珠山、小珠山、铁镢
山……都在西海岸，我们的身边。”

他很少去外地采风，他能把故土山水拍出辽
远、博大、绝妙，也能拍出故事，拍出灵魂与哲学。

20世纪80年代，刘文中从《大众摄影》杂志里
知道了法国摄影家马克?吕布，对他的摄影作品
颇为震撼。刘文中当时正在胶南一中读书，别人
一门心思地备考，他却沉浸在黑白光影之间，还
把饭钱偷偷省下来订阅《大众摄影》。一年后，他
在高考中失利。

1982年，进入财政系统工作的刘文中有了一
架柯尼卡傻瓜相机。当他把黑白胶卷装进去，听
到自动上卷的咬合声时，他知道，属于他的人生
正式开始了。

一只乐凯135黑白胶卷，36张，简装的8元
钱，刘文中的月工资顶多买五个，他舍不得按下
快门，总是斟酌再三，就此养成了用心揣摩每张
照片的用光和角度的习惯。

一开始，他跑遍了青岛的景点。冲洗是在医
院放射科完成的，朋友值夜班，他去“蹭”冲洗。
等待显影液发生化学作用的过程中，他像个等待
瓷器出窑的匠人，兴奋、紧张。“胶片时代，摄影之
后要冲洗胶片，冲洗出来还要放大，程序比较复
杂，技术要求也高。很多因素不可预知。”

参加了胶南文化馆的摄影展览后，有热心人
点拨，他给《青岛日报》投了第一幅作品，六英寸
黑白照片，没想到，很快在报纸头版发表。“在老
胶南的人民路上碰到当时的边防大队大队长当

街拦惊马，我抓拍了一张。”
这是一幅开启好运气的处女作，之后他的作

品开始在《大众日报》《山东青年报》上频繁“露
脸”。1987年斩获全国摄影大奖之后，刘文中买了
第一架单反相机。1700元，父亲资助了1000元。
这在当时是个大数目。

随着获奖和发表的次数越来越多，刘文中在
摄影圈里红了，好几家外地媒体向他发出邀请，
为了家庭他只能放弃。后来，他调入胶南文化局
做了专职摄影干部。

技术没有问题了，艺术创作却进入了瓶
颈。有些时候，摄影很容易陷入一种固定的思
维模式，人一懒，照片就“平”了。渐渐地，他的
艺术触觉有了惰性，开始麻木，按下快门的冲动
越来越少。

“当时，李百军和李兆军拍摄的沂蒙题材已
经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我被他们拍摄的大画幅
沂蒙风物所震撼，也想用思想带着自己的身体，
把那些山水走遍。”于是他骑着摩托车向沂蒙山
区进发了。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沂蒙山里藏着
众多独具特色的古村落，不愧是南北风光的集大
成者。刘文中怀揣地图，在路上骑行，山风席卷
了他，如同洗礼。走着走着忽然就没有路了，一
条涧水横在眼前，他只好挽起裤腿蹚过去。10月
底的山水已经凉意深重，他却很兴奋，因为灵感
被打醒了。

“最糟糕的是爆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只
能推着摩托车步行上几公里。运气好的时候，会
碰到经过的手扶拖拉机，他们一定会拉上我。”有
一次摩托车侧翻在沙土路上，他的整个右臂都被
沙砾擦伤，至今还有伤痕。

半个月，刘文中行遍了沂蒙山区各县……再
回到原来的生活中，他的心境和思想发生了变
化。他决定抛掉技巧，把功夫花在摄影以外。他
加强音乐、美术、雕塑、戏曲等美学修炼，揣摩国
外摄影大师的作品。“真正的创作是带着苦涩与
无限的孤独感，在不断泛起的记忆与自我显现
中，逐渐找回失落的故乡，去抗衡人最大的宿敌
——寂寞和慵懒。”

从少年狂放到中年敦厚，凭借摄影这个载
体，刘文中完成了一种生命的代入。他将相机当
作探寻自然的工具，深入秘境的同行者。

（周晓方 编辑整理）

马怀龙是市北区兴隆路派出所的一位片警，
从部队转业17年来，他将平凡的工作做出了彩，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马怀龙每天穿行在辖区的大街小巷，为大家
排忧解难，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赞扬，片区居民
都亲切地称呼他“老马”。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母亲，她老人家生
前无私照顾一位孤寡老人20年并为其送终，这些
优良家风、惠人善举，给我很大影响。”马怀龙说
道：“到了军营，又经常参加军民共建活动，经常
去地方敬老院慰问，对照顾社会上那些孤寡多病
的弱势群体，有了发自内心的感召。”一席朴实的
话语，照射出马怀龙多行善举的初心。

辖区有46户孤残困难家庭主动把钥匙交给
马怀龙，视他为家人，于是马怀龙成了社区里的

“钥匙管家”。每天，马怀龙会拿着钥匙走街串
巷，了解辖区情况，走入孤居老人家中，及时给予
帮扶。

马怀龙的第一把钥匙，来自一户残疾人家
庭。在一次走访时，听到敲门后好长时间，残疾
人宋月兰拄着拐给开了门。宋月兰的老伴杜盛
昌因病长期卧床，马怀龙听了宋月兰一家的情况
很是揪心，此后每隔几天，他便会上门帮助打扫
家庭卫生，并协调居委会为宋月兰家办了低保，
宋月兰家的钥匙便交给了他。一把、两把、三把，
钥匙越来越多，马怀龙的牵挂也越来越多。孤寡
老人武连芳、孤儿徐龙、困境家庭管凤娥、空巢老
人李仙亮……马怀龙说，46把钥匙打开的不仅是
群众家门，更是他们的“心门”。

一开始，妻子段友苹也有怨言：家里的事马
怀龙很少过问，每天不知道在忙什么。有一次洗
衣服时，发现马怀龙衣服口袋里竟有十多把钥
匙。“你又不是保安，拿这么多钥匙干什么？”听到
妻子疑问，马怀龙才解释道，这都是他帮扶的片
区困难家庭的钥匙。

段友苹不信。一次，马怀龙出门，段友苹暗
自跟了上去。在王大爷家一楼的窗户外，看到丈
夫正在厨房里认真做菜，她既惊讶又感动。自那
以后，段友苹也开始支持丈夫的工作。

马怀龙有60多本工作笔记，记录着社区里的
大事小情，形成了独到的“基层工作经验”；创新
提炼出“马怀龙调解工作法”，成功调解各类矛盾
纠纷3700余件，始终保持零投诉；他一个人的温
暖善举带动了一大帮人：2022年，以马怀龙名字

命名的“马怀龙金盾志愿服务队”成立，包括马怀
龙的家人和他帮助过的很多社区居民在内，成员
已超过360人。

马怀龙的善举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一时
间，马怀龙成了岛城名人、警界榜样。各种荣誉
也随之而来。马怀龙获得2023年“全国最美基层
民警”荣誉称号，还应邀出席了2024年央视春晚。

往年的除夕夜，马怀龙总是会和爱人段友
苹、女儿马青青一起，带着各种菜肴来到帮扶的
独居老人管大娘家中，给老人包饺子，陪老人一
起吃年夜饭话家常。

另一位马怀龙格外牵挂的老人是王天恩大
爷。王大爷腿脚不好，开门不方便。今年春节
前，马怀龙来到他家，熟练地从拿着的那一大串
钥匙中掏出一把，上前就打开了王大爷的那扇
门。一见面，马怀龙询问了老人最近的身体情
况，随即告诉老人，今年自己要去央视春晚，所以
不能陪老人一起过节了。马怀龙细心地告知老
人除夕过来包饺子的志愿者名字，并叮嘱老人如
果缺什么就打电话给他。

马怀龙赴北京参加完央视春晚后，一回到青
岛，便赶去看望节前生病的独居残疾老人王大
妈。一番嘘寒问暖后，即奉上了从春晚现场领到
的一份嘉宾礼物：红围巾和“小龙爪”，这是他特
意为王大妈捎回来的。

马怀龙，这位普通基层民警，被片区居民们
亲切地称为“孤寡老人的好儿子”。

（周晓方 编辑整理）

片警马怀龙
◎ 曹恒灏

影人刘文中
◎ 阿 占

夏天的风本无色
却将树叶的嫩绿涂抹
成了盛大的浓绿
树叶盛着初现的韶光
让夏天的风开始了一天的旅程

清晨

夏天的风吹散白色的云朵
路过天空，天空打起精神变得清澈
路过象牙白的墙面，耀眼却不会破碎
路过城市，顺便将人们叫醒
和太阳打个招呼

午后

夏天的风路过我的窗口，我注视着她
她也看着我
我建议她去海边和海风汇合
于是她路过门前的老树、游戏的儿童
红瓦的屋顶、浓绿的树林
最终看到了海
天空明朗，大海深沉
夏天的风向翅膀银灰的海鸥介绍自己
把妻女的消息
传达给了船上久未归家的水手

傍晚

夏天的风有点疲倦了，但又瞬间眼前一亮
看啊！晚霞着盛装出席了夏夜的派对
天空被太阳烧成赤橘色
云朵是烫手的桃花色玉石
著名的音乐家蝉先生和蟋蟀
带来了那首经典的交响曲
于是夏天的风裹挟着西瓜的味道
又上路了
人们面带微笑，打着招呼
拍着对方的肩膀亲切地交谈
外婆的梅子汤已经烧好
晶莹的紫红色被盛放在白瓷碗里
碗底的冰块叮当作响

夏天的风慢慢地、慢慢地走
最后承载着琳琅的颜色
坐在了来时的树叶上
韶光已逝，浓绿不减

青岛市第二十六中学
苗笑语

指导教师：肖艳梅

夏天的风

窗外的小斑鸠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在全神贯注地写

着作业，惬意地享受周末的美好时光。忽然，听
见窗外传来“咕咕咕……”的鸟叫声。我向窗外
望去，哇！好漂亮的两只小鸟啊！窗外有一个
花盆，里面的花早已枯萎，这两只小鸟在花盆里
踱步，把盆里的枯草一点点地踏平，感觉它们要
在这里做一个窝。

我上网一查，原来这种鸟叫“斑鸠”，它喜欢
吃谷物。我赶紧去厨房，抓了一把小米想喂喂
它们。可我刚走到窗前，还没等我拉开窗，它们
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我呆住了，后悔刚才不该那么莽撞吓到了

它们，妈妈见状跟我说：“你现在把小米放在
那个花盆里关上窗，它们还会回来的。”妈妈
还告诉我，这两只小斑鸠几天前就来了，它们
白天会在这里晒太阳，傍晚以后就不知道去哪
里了。

回到书桌旁，我再也没有心思写作业了，总
想往窗外看，看看它们回来了没有。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过去了，“它们可能真被我吓到了，再
也不会回来了……”我正在自责，忽然窗外又传
来鸟鸣，哇！它们回来了！

我没有再惊动它们，假装写作业，不时用眼
睛的余光扫视一下窗外，看到它俩正狼吞虎咽

地吃花盆里的小米。这次它们吃完并没有急着
飞走，时而叫几声，好像在聊天，又好像在唱
歌。有它俩陪着我写作业，我开心极了。

周一到周五我上学，看不到它们，特别期盼
着快点到周末，那时我就能听它们聊天唱歌，看
它们贪吃的样子了。

窗外的小斑鸠，你们太可爱了，我会给你们
准备更多好吃的粮食，我会照顾好你们的，我们
周末见！

青岛基隆路小学
四年级6班 王培翔
指导教师：庄福一

近日，青版财经小记者来
到青岛二月二生态农场，参观
了二月二馒头房的面塑作品、
古法水磨豆腐工坊、小红军乐
园，领略田园风光。在御木工
坊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木艺
小课堂，亲自手工制作一把木
质“宝剑”，大家度过了一个快
乐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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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盛军 摄

赏面塑做手工 享受快乐周末

片警马怀龙

游浮山森林公园
周末，我们一家人兴致盎然地来到浮山森林

公园游玩。走进公园，仿佛走进了一幅山水画。
从劲松五路的北门一进浮山森林公园，就是

“百花园”，“花园”里的花，红得似火、粉得如霞、
黄得如金，它们彼此映衬，像一幅优美的油画，简
直让我流连忘返。

沿着浮山绿道继续前行，你会发现道边的
小草都“苏醒”了，它们又细又长如绣花针一
般，绣出了翠绿、绣出了大美的春光。我不禁

想：小草，你真是太厉害了，怎么能有这样灵巧
的手绣出如此美丽的风景呢？我情不自禁地竖
起了大拇指。

翻过一个坡，就来到了“高山湖”，湖边有
许多柳树。“她们”就像姑娘坐在湖边轻轻地
梳理自己的长发。微风吹过，柳枝就像纱帘
一样轻轻摆动。湖面上春鸭戏水，枝头上小
鸟鸣唱，花丛里蝴蝶轻飞。真是一幅美丽的
春景图呀！

再往前，就是一片休闲娱乐区，这里是人们
的乐园。老人们晒着太阳，聊着天，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孩子们在荡秋千、压跷跷板，欢声笑
语弥漫在空中。

如梦中江南，如人间仙境，这就是浮山森林
公园，这就是我美丽的家乡。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吴思刘

指导教师：秦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