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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义尔（民族画报社高级记
者）——观点、倾向、高度，是一个
记录者至关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
作品的灵魂。思勤先生开始摄影
的时代，中国的新闻摄影技术还不
算发达，记者更是稀缺。唯此，思
勤先生的记录更显弥足珍贵

2017年 8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期
间，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和巴义尔见到了年逾
九旬、精神矍铄的思勤先生。老人家拿给我们的
除了“思勤新闻摄影展”宣传册《影像的力量》外，
还有整理好的一沓照片。“身临其境的直观、纪
实、新鲜和生动，这就是新闻摄影的魅力。”巴义
尔看着思勤先生拍摄的照片有感而发。

时光的云朵漫布在草原、森林和蓝天上，随
风飘舞，时隐时现，悠悠远远，绵绵长长。在思勤
先生拍摄的一幅幅照片中，内蒙古的气息点点滴
滴如空气般萦绕在我们的身畔。

在思勤先生的镜头中，朱德、周恩来、贺龙、
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乌兰夫等国家领导人的
气质与光彩、朴实与亲切如昨，就这样穿越时空
呈现在你的眼前：欢腾的包钢工人中挥舞着礼帽
的朱总司令；为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剪彩的周总
理；在丰收的呼和浩特市郊蔬菜基地，与农民兄
弟在一起的贺龙元帅；锄头撂在脚边、席地而坐、
与土默特蒙古族老农促膝交谈的乌兰夫……还
有嫩江上的达斡尔放排人、制作大轱辘车的达斡
尔工匠、等候表演的海拉尔幼儿园的各族小朋
友、“蒙古包托儿所”里坐在老爷爷怀里的幼童和
吃着奶豆腐的小妹妹、缝纫机前的妈妈、草原上
的驯马者、行走在沙漠中的乌兰牧骑、制作蒙古
象棋的老人、草原上的北京知青、西乌珠穆沁旗
那达慕上的小骑手、乘船渡江的采风艺术家、炼
钢炉前跪地喝水的工人师傅、呼和浩特绥远图书
馆、归绥市旧城大北街、呼和浩特火车站、归绥市
新城鼓楼……600多张照片见证了内蒙古经济
社会的发展变化，记录了内蒙古各个重大历史时
刻，展现了内蒙古各民族、各地区的风土人情。
在思勤先生的镜头中，我们看到了工人、农民、牧
民、猎民、干部、医务工作者、艺术家、教师等内蒙
古各行各业工作者奋力拼搏的精神风貌……时
间跨度60多年、区域横跨内蒙古所有的盟市，思
勤先生的摄影作品其价值和文献性是不言而喻
的。我们的目光被深深吸引，久久停留在这些记
录着岁月光影的照片上。

巴义尔说，看思勤先生的作品，会让你感受
到岁月的流逝、时光的魅力。包钢的钢花每天都
在闪烁，而周总理的剪彩让那瞬间的钢花变成

“永恒”；敖鲁古雅的冬天是童话世界，而猎民和
驯鹿使其更添活力；达斡尔的放排早已成为历
史、呼和浩特火车站也不知翻建了几次。时光淡
远了许多人和事，但思勤先生却用他手中的相
机，让他们得以重现。“时间产生价值”，思勤先生
的作品距今越久，存在的意义就越大。

额博（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内
蒙古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为
时代留影，为人民照相，思勤先生
用生命书写着热爱的摄影事业，用
影像见证和再现了中国北疆内蒙
古的日新月异

思勤先生说：“新闻摄影要求在内容和形式
上实现真善美的统一，运用艺术手法把握经典瞬
间，让形象说话，这样才会有较强的思想性和感
染力，才会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谈到名为《历史
的瞬间》那幅照片，那次难忘的采访经历，60年
了依旧是思勤先生挥之不去的记忆：1959年10
月，周恩来总理来到鹿城包头，视察草原钢城的
建设。“当时我既高兴又紧张，既荣幸又觉得身肩
重任”“总理不停地向人们招手致意，当他紧握着
第一代蒙古族炼铁工人呼尔勒宝音的手，关切地
询问矿山的环境、设备和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
时，我连续拍了几张。当时只顾抢镜头，边拍照

边后退，手中没有广角镜头，闪光灯突然不曝光
了，太遗憾了！”“这张没曝光的照片一直没敢拿
出来，2000年为了摄影作品展，才找出这张感光
不足的底片。可当把它放大成1米的尺寸时，我
却惊奇地发现这张底片当年是可以见报的，竟被
我当废品浪费了40个年头。”缘于2017思勤摄
影展中那张“马背上肩挎摇篮的女性”的照片，有
姑侄两人拜访了思勤先生，其中一位是照片中马
背女人的女儿，另一位是照片中摇篮里的孩子的女
儿。她们拜访老人回来后感慨地说：“思勤老先生
那么谦虚那么好，现在仍然非常关心鄂伦春的发展
情况，还为自己已不能再拍摄鄂伦春的新闻照片而
遗憾。”我们访问思勤先生时，他谈到了采访鄂伦春
旗成立大会时的艰辛。思勤先生说：“1951年时，
去鄂伦春根本没有车，路时有时无，就在这样的情
况下，我们借了个马车出发了。”老人介绍同行者时
说：“有位女同志是呼纳盟（现呼伦贝尔市）派去的
代表团成员，由于没赶上团的活动，就跟着我一起
去了。随行的还有一个从抗美援朝战场上慰问归
来的女兵，路上的几天我们可真是风餐露宿、尝尽
了辛苦！”“回来时只有我一个人，车上装了一截木
头，下坡时压车用，相当于刹车闸了。”思勤先生的
笑容里流露出奋斗无悔的欣慰。

流淌的岁月，激昂的青春。一路走来，思勤
先生经历着艰辛，也收获着美满。思勤先生的作
品《猎获》《驯马》《历史的瞬间》《八月的草原》《山
里人大饱眼福》《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德
胜沟石门》《秋实》《篝火》《古树幼苗》《叫劲》《猎
民新村》《酣睡》《烟腾霞蔚映山村》等等，在《中
国摄影》《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画集丛刊》等多家
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他是内蒙古摄影家协
会的第一任主席，也曾作为中国摄影家代表团
成员出国考察。从事新闻摄影60多年，思勤先
生拍摄的新闻照片和艺术作品，在历届内蒙古
自治区、华北五省、全国五个自治区联展及全国
性摄影展中均入选展出。2009年，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政府授予60名老艺术家“内蒙古自治
区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
思勤先生是其中唯一的一位达斡尔族艺术家；
2014 年思勤先生获得内蒙古“摄影终身成就
奖”，2015年荣获乌兰夫基金“民族文化艺术杰
出贡献者奖”。

那日松（著名策展人）——作
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年的影像
见证者，91岁的思勤老先生应该是
独一无二的。看他的作品，让我们
情不自禁地想跟随他回到那个激
情燃烧的时代。一个摄影家一定
是一位人性的见证者，在思勤先生
拍摄的照片中，无论伟人、官员、明
星、普通人，都闪烁着伟大而生动
的光芒，这一点珍贵而重要

思勤先生动情地说：“火热的时代，给了我新
闻摄影的机遇；伟大的人民，给了我新闻创作的激
情；丰富的文化，给了我摄影和创作的平台。”在思
勤先生拍摄的一幅幅生动的影像背后，我们看到
的是无比珍贵的朴素、优雅，还有火热和勇敢。

影像问世至今已走过百年时光，摄影者最大的
责任和挑战，是谦卑而仔细地观察、发现拍摄对象
的最佳特质，并将之准确地表达出来。广义地讲，
任何形式的摄影都是记录。而单纯强调色彩、线条
以及过于抽象的表达方式，不太适合新闻和纪录类
摄影，新闻摄影是历史、事件、人物的记录和诠释。
静止的照片有它们特有的影响力，当它们被凝视，
它们能够引发回忆和思考，它们是“经典瞬间”最真
实的见证和记录——这就是影像的力量。

光影的瞬间 定格的历史
——思勤新闻摄影艺术价值赏析

◎白兰

近期有两件事感动了我。
一是除夕聆听了王菲、那英的歌曲《岁月》，

一是阅读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小窗幽记》。
感动不一定流泪，感动的光芒却灿烂如同

阳光。
《小窗幽记》为明代陈继儒所著，分为醒、

情、峭、灵、素、景、韵、奇、绮、豪、法、倩12集。
该书全书透露出哲人式的冷隽，其语言玲珑剔
透，短小精美，促人警省，益人心智。书中阐明
涵养心性及处世之道，表现了隐逸文人淡泊名
利、乐乎山林的陶然超脱之情；文字清雅，格调
超拔，论事析理，独中肯綮，为明代清言的代表
作之一，与《围炉夜话》《菜根谭》并称处世三大
奇书。

在如何立身处世方面，《小窗幽记》写道：
“安详是处事第一法，谦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
是处人第一法，洒脱是养心第一法。”倡导人们
保持达观的心境，平和地为人处世。书中还写
道：“昨日之非不可留，留之则根烬复萌，而尘
情终累乎情趣。今日之是不可执，执之则渣滓
未化，而理趣反转为欲根”。这是对于尘世中
人的警示。

作者懂得如何从生活中寻找最简单的快
乐。譬如“斜阳树下，闲随老衲清谭；深雪堂
中，戏与骚人白战”之语，如此闲适而安逸的生
活态度难道不能打动你我吗？

书中也有对于读书的独到见解。“人生有
书可读，有暇得读，有资能读，又涵养之，如不
识字人，是谓善读书者。享世间清福，未有过
于此也。”青衫淡茶，几卷在手，如漫步湖岸，亲
昵芳草，如同佳人拖曳长裙，步步生莲，纸页里
含着水滴，绚烂的春光愈加明媚。作者要我们
永葆那一厢单纯，细细想来，方是一种读书的
境界啊！

黄永玉曾经问沈从文：“三月间杏花开了，
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
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地来
看杏花，听杜鹃叫。有点小题大做……”沈先
生闭着眼睛，半躺在竹椅上悠悠地说：“懂得的
就值得！”就是这样，懂得就值得！懂得《小窗
幽记》中的那份不一样的达观，也就值得去生

活中体味。
陈继儒，字眉公。他在《小窗幽记》中写

道“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我们以前一直耳熟能
详，读过方知出于此书。此句典雅华丽，看似
淡然实则深奥，一读起来便会蔓延一种“岭上
多白云”的心绪和情怀。人生山高水长，需要
一种空灵的东西来安慰心灵，方能笑看光风
霁月，不觉人生苦寒。“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境界高邈，与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副对联，短短 24个字，
却深刻道出了人生对事对物、对名对利应有
的态度：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如此，才能心
境平和，淡泊自然，方能达观取舍，笑看人
生。正如赵朴初先生在了悟生死之后，去世
前写的几行字：“生亦欣然，死亦无憾。花落
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
清风，不劳挂牵。”

掩卷遐思，书卷氤氲着幽缈的气息。仿佛
看见一个智者超拔的轮廓，颤动在历史长河的
粼粼波光中。全书除高蹈超脱的哲性，还有隽
永、缜密的理性思维。犹如一只遥远年代里斑
驳的青铜器，泛着诗意的苍绿。

凤宿常近日，鹤梦不离云。咀嚼《小窗幽
记》之睿智，蓦地，《孙子兵法》中“顺，不妄喜；
逆，不惶馁；安，不奢逸；危，不惊惧”袭涌脑
际。看来，云淡风轻，面如平湖，是古往今来文
人雅士共同的追求。

春雨润青，夏日泼墨，秋草摇黄，冬雪飞
白。《小窗幽记》有诗意，有哲理，可以给人转毁
为缘、默雷止谤的力量。

眉公的书，是我心里那盏灯，让我静看喧
闹的红尘。

诗意与哲理
——《小窗幽记》读后

◎刘泷

许廷旺作为内蒙古的 70后草原作家，近
年来出版的数十部儿童文学作品深受读者喜
爱。这些作品写动物，写草原，其实是在抒发
作者的故乡情怀。这些作品全景式呈现了一
部部挑战命运的生灵史、一曲曲永不言败的
生命长歌。翻开它，你会看到不一样的草原、
不一样的世界。许廷旺的新作《野狼》实现了
以单纯文体处理厚重题材的新尝试。

对儿童心灵版图的拓展

作品《野狼》，描写一个颠沛流离的马匪，
为复仇驯化狼犬，在一个个寒冷而危险的冬
天过后，走出草原，演绎出情节跌宕的故事。
这不仅是草原上人与动物、人与人的故事，而
是自然界的故事、人性的故事。作品以爱恨
交织的人性开篇，拉近了人与人、人与动物的
距离，展示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里，人也
好，马也好，狼犬也好，都是自然的组成部分，
在生态的链条上既有合作，也有竞争。许廷
旺的动物题材小说忠于现实，记述草原牧民
爱恨情仇的同时，也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如
见利忘义等进行了批判，成功实现了以单纯
文体处理厚重题材的新尝试。

该作品真实地展现了在世界上有这么一
片草原，有这样一群动物，它们和充满了灵性
的人类在一起生活。故事吸引我们的，不仅
是那些多彩的生活，而事实上，那里的生活很
艰苦。“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荒凉的大草原
里，忍受着极端的天气，挑战生存的极限，是
一群真正与大自然对话的人。”

许廷旺的创作探索一直行进在瞩望高峰、
不断成长的路上，丰盈的创作成果离不开创新
的实践与努力。从他的作品中，人们看到了一
代又一代的作家，用自己的作品为诠释世界的
内涵而努力。这篇动物题材小说集智性与知
性于一体，把动物题材小说的创作推上了新台
阶，并以此唤起儿童读者的审美惊奇，在吸纳
众多观念的基础上，把对儿童文学精神的理解
提升到了更高的水平，推动了儿童文学创作获
得新的生长空间。

对动物题材的新尝试

许廷旺的小说以叙事性见长，其难能可
贵之处在于聚焦动物与动物之间、动物与人
之间的关于生与死、爱与恨的生命纠缠，在精
心铺垫的场面与环境中展现力与力的正面对
决，使悬念营造手法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
由接踵而至的惊险场景衔接而成的小说，让

人目不暇接、手不释卷。
在许廷旺这些展示牧区生活的儿童文学

作品中，他把目光聚焦草原，把草原的广袤
与深邃展现给读者。许廷旺动物题材的小
说与一般的动物题材小说区别在于，作者
在用拟人手法虚构动物故事时，让人走进
动物世界，在表现动物的智慧和感情中，融
入作者的生活理念，使人与动物的沟通更
富有内涵。

许廷旺动物题材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
他既将动物当动物来写，又努力通过动物、动
物与动物之间、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写人、
写人际关系，着重表现的是动物和生活中某
些人、某些人际关系相重叠的部分。他写与
人最为接近、但又充满野性的动物，通过它们
的行为反映动物与人、动物与自然的关系 ，
人和动物的故事即是自然界的故事、人性的
故事。这种忠于现实、展示自然的生态文学，
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作者动物题材小说的叙
述方式。

对草原文化的再思考

作品《野狼》通过动物题材小说的形式，
记述了草原游牧文明的鲜活动态、生命永恒
及内蕴的张力。作者以其对草原动物的生
动再现和草原人文的美好升华，激活了常年
生活在钢筋水泥大都市中的人们对于异域
空间的神奇体验，而充沛的叙事情怀和深入
的生态思索，又使读者对于作品展现的精神
世界充满好奇，为时代奉上了有益的文学
濡养。

许廷旺作品语言朴实生动，有浓郁的地
方色彩。作品塑造出一批有责任心、有爱心、
有智慧的草原社会群体，在读者心灵中留下
了深刻烙印。在他的作品里，蕴含着草原文
化的深邃与广阔，字里行间，充满草原人的热
情豪放。他的作品告诉我们，除了人类，地球
上还有许多生命也有着爱的天性，也有喜怒
哀乐，人类应当学会尊重另一种生命形式。
以童心守望草原，许廷旺的作品彰显着强烈
的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

以童心守望草原
——许廷旺和他的动物题材小说

◎陆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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