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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秋时节，天高气爽，沃野流金。

又是一年丰收季。而自秋分日

开展的“第十一届全国农民摄影大

展”，已经在长春展出了近一个月。

一个月来，人们纷纷来到长春水文化

生态园。在这座都市中的园林里，人

们驻足、流连、观赏、赞叹。一幅幅由

农民朋友拍摄的摄影作品，生动呈现

了色彩缤纷、美丽多姿的乡村振兴新

画卷。

放下锄头的农民，拿起了相机。

他们尽情地去表达自己对土地的情

感，对家乡的热爱，对祖国大好河山

的赞颂。祖祖辈辈，日复一日，他们

在广阔的土地上劳动生活，然而，这

也正是他们置身其间的火热现实，是

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脚下有沃土，胸中有深情。而能

够让农民摄影爱好者成长为农民摄

影家，并最终在全国大赛上一次又一

次斩获大奖，这，不能不提到广为人

知的“新农村建设纪实摄影工程”。

正是这一项工程，为农民摄影这棵小

树，施肥培土、修枝剪叉。悉心照拂、

精心培育。这一棵棵小树，长成了葱

茏蓊郁的树林，并在金色的秋天，结

出了累累果实。

新农村建设，在农村。新农村建

设的目标——经济繁荣、设施完善、

环境优美、文明和谐，是为了农民，更

要依靠农民。伴随着我国农业农村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农业农村事业蓬勃发展，广大农

民朋友记录乡村振兴、描绘美丽家乡

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为了回应农

民群众对文化的热烈期盼，让他们与

伟大时代同频共振，2006年，在中宣

部的支持下，中国文联、中国摄影家

协会启动了“新农村建设纪实摄影工

程”。这项工程，从最初对大量农民

影像的采集，到对农民摄影队伍的建

设，再到艺术家和农民朋友一同进行

多元、深入的影像创作；从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到脱贫攻坚，再到乡村振

兴，走过了一段逐渐丰富和丰满的旅

程。而作为这一工程的延续和发展，

2011年，全国农民摄影大展开始创造

性地隆重推出。

今年，第十一届全国农民摄影大

展的开展日，在秋分日。这一天，正

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如此巧妙安排，

可谓匠心别具——既跟随着节日的

节拍儿，又敲响了丰收的鼓点儿。

这样的展览，未看之前，就已经

欢欣期待了。

于是在今年的秋分日，我们也沐

浴着澄明的天色，享受着秋阳的暖

照，去好好地，看了这场全国农民摄

影大展。

这届摄影展，全国各地的农民朋

友和从事“三农”工作的摄影人，共投

稿5万余幅，最终，119件作品入展。

这些获奖作品，可谓是精品之中的精

品了。

山之南，水之北。有多少风景，

就有多少发现风景的眼睛。

《兴旺的茶市》，拍摄于阳春三月

“世界最美茶乡”——四川省雅安市

红星镇。拍摄聚焦于一处繁忙的茶

叶集市，在这里，春茶交易正有序进

行。近景，远景，空中俯瞰……摄影

人从各个角度，对这处热闹的茶市进

行了生动记录：一箩筐一箩筐的鲜嫩

茶芽儿，呼啦啦从箩筐里倾泻而出，

装满了收购者的小车。而无论卖主

还是买家，眼角眉梢，皆是盈盈笑

意。远远望去，涌动在集市上的茶

叶，像极了漂浮在河面的青绿之萍。

这是绿色的海洋，收获的海洋，洋溢

着浓浓的春之气息。

《吉田村无人水稻农场今昔》，拍

摄于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

这组照片，记录了农场采用5G和北

斗卫星导航技术，实现了水稻耕、种、

管、收全流程无人操作的“智慧种田”

故事。蓝天白云之下，青山掩映的水

稻田，正慢慢变成金黄。在空无一人

的水田里，喷灌的水雾之上，恰好出

现一道彩虹。这样绚丽的场景，被摄

影人抓拍下来，令人不忍移目，迈不

动脚步。组照中，还用了多幅今日机

械化与昔日手工劳动相对比，体现了

新技术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划时代作

用。

《新时代的彝族影像》，拍摄于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2020年，精

准扶贫取得历史性成就，一座座彝

族新村出现在大凉山上。这组摄影

作品里，一位美丽的彝家姑娘生动

出镜。举着阳伞的她衣着利落，正

在大方而自信地打着电话。而今，

大山里的人们，也终于过上了现代

化生活。

脱贫、致富、奔小康。新时代的

农民，正满怀憧憬行进在现代化的大

路上。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广大

的乡村，深深寄托着代代农民的希望

与梦想。

《扒龙船》，拍摄于广东省中山市

的一个古镇。这一天，正是国庆节。

画面中，一座大桥横亘水面，桥上，

“复兴号”列车如一条白色蛟龙，疾驰

而过；桥下，身着节日盛装的选手们

在“龙舟竞渡”。原来，一场比赛正进

行。再看水之两岸，观赛的人手舞足

蹈，兴高采烈。花正艳，绿正浓。对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唤醒了多少

人心底久远的梦。

本次展览中，吉林作者的多幅作

品也引起瞩目。一组名为《抢收》的

作品，记录了吉林蛟河市拉法街砬前

村，在秋日冰雹来袭前紧急抢收的情

景。画面中，十月乡村，虽然有鲜花

依旧盛开，但是寒霜逼近，漫天洁

白。突遇自然灾害，农民们争分夺

秒，下田抢收。这幅作品的拍摄者齐

双，就是吉林蛟河摄影的优秀代表之

一。30多年来，从最初的一名乡村电

影放映员，到闻名全国的中国摄影家

协会会员，齐双实现了自己的“华丽

转身”。但是，无论头衔和荣誉怎样，

多年来，他一直都安然生活在自己的

家乡，生活在这块广阔的黑土地上。

齐双说，家乡，只有家乡，才是他立足

的根本，也才是他创作的“富矿”。他

忘不了，吉林省摄影家协会在自己的

家乡和吉林多地，成立农民摄影讲习

所，建立农民摄影创作基地。正是有

了这样的送课上门，他才有了与摄影

专家和爱好者们学习、切磋的机遇。

前行的路上，千辛万苦，他才和众多

的摄影人一样，从不孤单。

近年来，吉林蛟河等地的农民摄

影蓬勃发展。像齐双一样，李志成、

刘太东、马学彦、袁永贵、崔立程、田

桂清、刘雨鑫、黄艳玲等蛟河农民摄

影人，成长为吉林农民摄影家的典型

代表。随着农民摄影群体不断壮大，

“吉林农民摄影文化现象”蜚声全国。

像齐双一样，每一个吉林摄影

人，都深深扎根于吉林这块沃土，汲

取着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同时，也

将自己的创作历程，变成了一部部精

彩纷呈的人生大书。他们的故事，汇

聚起来，就是绚丽的吉林故事，就是

壮美的中国篇章。

自古以来，作为农业大国，每个

中国人的心底，其实都深深地烙下了

田园梦。而这些摄影人是勇敢的，亦

是幸运的。在简陋的摄影条件下，在

辛苦的劳作之余，他们敢于并善于发

现，用自己百折不挠的毅力克服了重

重困难，创造并记录了生活的美。他

们因为自觉，而自信；因为自信，而将

美好的生活道路，越走越宽阔，越走

越靓丽。

久居都市的我们呢？也时常遥

想田园。梦想着有朝一日，也能采菊

东篱，种豆南山。而今，这一幅幅美

好的画面，就真实地呈现于眼前。

金秋里，就让这些农民摄影家带

着我们，在城市里，做一次“归”田

园。且看那一幅幅美丽乡村的新画

卷，余韵，袅袅；回味，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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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收（组照之三） 齐双（吉林）摄

吉田村无人水稻农场（组照之一） 黎培生(广东) 摄

五彩林

秋天，我去蛟河红叶谷拍枫叶。

绚烂的枫树如打开一页页的精美画

册，次第在我眼前呈现，宛似走进了

桃花源般的红花源。高大的东北槭

红得张扬大气，秀丽的紫花槭红得纯

正细腻。一排排高拔的槭树搭起宽

大紫红的幕布，那些相对矮小的槭

树，则在林间拦起一个个鲜红的屏

风，而各种松树、桦树、椴树、杨树，还

有蒙古栎、胡桃楸、水曲柳，则以各自

的美饰填充着。漫步在以槭树为主

构建的画廊里，无论是前行回望，还

是左顾右盼，每一处都是风景，每一

眼都是油画，内心的激情与喜悦持续

被眼前的红叶燃起。林中秋叶不但

迷醉你的眼，它们还散发出一种浓缩

树木精华的气味，不断涌进你的鼻

腔。而这个以红色为主题的展演中，

竟突然闯入一位身披紫色发亮叶子

的紫花槭，它支棱八翘的外形和别致

的叶色，给这场展演临时加了个小插

曲，也是小高潮。

那天还有几棵树给我留下极深

印象，它们长在十几米的范围内，正

中间是棵浓绿高大的红松，感觉是

这片树部落的族长。在红松的右后

侧，比它矮半头的，是棵拥有紫色叶

子的三花槭。在三花槭的右后侧，

比它稍高一点，是棵满树金黄叶子

的胡桃楸。而在红松的左后侧，是

棵树叶黄褐混染的色木槭。在色木

槭的左后侧，是棵树叶绿色刚刚有

点变褐的蒙古栎。这幅彩色音符跳

跃的乐队组合，是我此行留在记忆

中最美的旋律。

七彩之外

秋天长白山的色彩神奇绝妙，

有时即使是同一种树，长在同一个

山坡上，色彩也会不同。有时同一

棵树上的叶子，会展示出不同的色

彩，且在不断演变中。

远观一幅幅初具规模的长白山

秋色画卷，人们习惯用五花山来形

容。探其缘由，温带地区最大特点

是季节特别分明，而长白山地区的

气候特点尤为鲜明，春季风大干燥，

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气候凉爽，冬季

寒冷漫长。由于春夏季雨水、阳光

特别充足，温度适宜，叶绿素起主导

作用，植物们尽情地进行光合作

用。这时的树叶们把全部精力都放

在为树木制造养料上，似乎无心考

虑外表，它们惊人地相似，都是绿色

的。一旦到了秋季，由于温度逐渐

降低，特别是当气温降到零上一度

至零下四度左右时，渐渐地开始下

霜，这时植物叶子里的叶绿素遭到

破坏，而叶黄素和花青素就占到了

主导地位，植物的叶子就会呈现不

同的色彩。如果是花青素占主导地

位，就会出现红色、紫色系列的叶

子。如果是叶黄素占主导，就会变

成黄色、褐色系列的叶子。当然，最

终叶黄素会一统山色。

多年生活在长白山区，体验它

看似分隔实则紧密的四季，感悟长

白山秋的神韵，仿佛是一幅在春夏

季就已完成的隐形巨画，只要给它

时间和气温，它就会由点到面地拓

展，一点一点地、一卷一卷地把多彩

斑斓的油画显影在你的面前。

仔细观察眼前的山林，何止是

五花，长白山如万花筒般早已幻化

出了百千色调。依我看，眼前那一

片片森林，究竟有多少种绿色，多少

种黄色，多少种红色，多少种紫色，

多少种棕色，多少种调和色，仅凭人

类的肉眼和词典，确实无法找到恰

当的词汇来描述。眼前的长白山，

魔术师般抖出了连绘画大师们的染

料瓶里也配不出的色彩，眼见大自

然挥洒出的神来之笔，有时画家们

也只好望山兴叹，正所谓“丹青可

穷，山色不可穷”。

山在绘画中

长白山，从春的萌芽，到夏的疯

长，各种绿色一直是树叶们钟爱的

色彩，芽苞们先是用嫩绿色燃起春

天的火苗，随着嫩叶伸展开娇弱的

身躯，它们依靠自身的叶绿素，源源

不断地吸收阳光，把二氧化碳和水

合成富能有机物，同时释放出生物

须臾离不开的氧气。炎炎夏日里，

它们不但创造美，撑起阴凉，更创造

生命，呵护生命，喂养生命，奉献

爱。绿色是万物最喜爱的色彩，因

为它是生命的源泉和底色。

而九十月份的长白山，变在树

叶，美在树叶，魅在树叶。当秋天来

临，有那么一个夜晚，不知是谁偷偷

地在绿色画卷上着上了那一点点

黄、一点点红、一点点紫，长白山似

乎换了一群新画家。从现在起，它

们要开启一个新的画派。长白山吹

来了一股新画风。

一片山林，究竟是哪棵树的哪

片叶子先染黄、染红、染紫？谁也说

不清，你也别想着去探究结果，树们

是绝不会告诉你的，这是山林的秘

密，它们都会守口如瓶。

我想起九月中旬，我和马全教

授到临江岭上枫林考察。山林中依

然是绿意盎然，但已明显有了秋的

迹象，树下新的落叶明显增多。林

中不时有熟透的核桃坠落下来，砸

在树下由树叶遮盖的地面上，发出

“啪啦”的声音。包着一层青中泛黄

的果皮的核桃们，似在赶赴一场重

要的庆典，在树下越聚越多，这“啪

啦”一声响，恰如新来者一句“我来

啦”的报到声。刚过正午，阳光似乎

都被树叶们筛了一遍，筛出了树叶

的味道，更加明媚温暖。林下有些

早已结果的草本植物，如东北天南

星、耳叶蟹甲草、吉林延龄草、牛蒡，

它们的叶子已枯萎，只是挂果的枝

头仍然挺立着。它们与头顶上的树

木相比，低矮卑微，为了生存与繁

衍，发芽、吐绿、开花、结果，所有的

生活都得紧赶慢赶，提早完成。丛

林里自然奉行的是丛林法则，不怜

悯弱小者。

即将走出这片林子，有棵紫花槭

吸引了我的目光，它树冠上半部的叶

子已开始染红，下半部的绿叶中也零

零星星有了红意，在绿海中，有蓝天

白云做背景，格外绚丽养眼。这是我

今年第一次见到的红叶，仿佛这片山

林的金秋五彩画卷的首次落笔，是从

这棵紫花槭的树叶开始的，从此一发

不可收。如果从现在起，我每天都

来看看这片山林，看看这棵紫花槭，

会发现这幅画以绿色为底色，皴擦

点染，每天都有局部的变化。而整

个长白山区和这片山林一样，有如

施了魔法，色彩每天都在变幻，不停

地润染着，一笔又一笔，整个长白山

都在绘画中。直到有一天温度骤

降，下了一场霜，直到眼前的这棵紫

花槭的树叶全部染透了红，长白山

这巨虹般的五花山画卷基本绘就。

同构成这五花山的所有五彩斑斓的

树叶，都急切地盼望着人们来欣赏

它们最绚丽的色彩，好不枉之前的

三季日夜不停地描绘，才换来的如

花季般一周的绚烂。

一周的绚烂

溪谷的这些枫叶，到秋天时能

否红艳动人，取决于三个条件：第

一，当年雨水不能太多，雨水太多，

叶子容易掉。另外，雨水多，叶子发

绿，色彩不够明亮，反差不够大。第

二，雨水也不能太少，雨水太少，叶

子会旱掉。第三，在秋天，气温从高

到低，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缓降过

程。如果气温突降，来了一场霜冻，

叶子们经不住这样骤冷的摧残，几

乎一夜就全冻掉了。

进入秋季，随着气温开始下降，

光照时间的缩短，影响了树木根系

吸收能力和叶片的光合作用，因而

已不能满足树木的生长发育。阔叶

树的叶子背面有许多气孔，多的每

片叶子可达一万多个，这些气孔是

水蒸气及其他气体出入的门户。当

气温下降，空气变得干燥时，树叶中

的水分蒸发很快，但树根吸收水分

的能力已大大降低，水分、养料供应

不足。春夏季，叶柄和茎连接很紧

密，拽都拽不下来。而此时，树木为

了自身的生存，只好忍痛割爱，在叶

柄和茎的连接处形成隔离层，叶子

被掐断了水分的供应，渐渐地没有

了生命。树木极其清醒理智，它们

把希望寄托在明年的新芽上。这时

我们看到的叶子，实际上是死亡的

叶子，但依然微笑着、绚烂着，它们

同样清醒，知道大地终会收留自

己。它们开始与树做最后的深情道

别，彼此说出心里想说的话，慢慢

地，伴随着秋风频频地召唤，最终，

它们陆陆续续、轻轻地回归到大地

的怀抱。

枫叶最红艳的那些天，如同花

期一样只有一周多时间，但它们留

给人们心灵上的喜悦却是永恒的。

五花山色在四季里驻留虽短，却似

油彩般渲染在长白山的山川大地

上，炫目醉人。人们印象中萧瑟的

秋，变成了烂漫的秋。

长白秋色
□赵连伟

白白白白山山山山松松松松水水水水

高鹏飞高鹏飞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