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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何冽冽，白露为朝霜。处暑之
后，秋色愈深，便到了白露时节。

正所谓一夜白露一场霜。白露时节，
天气逐渐转凉。古有历书所载：“斗指癸
为白露，阴气渐重，凌而为露，故名白露。”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亦言：“水土湿气凝
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
气始寒也。”《礼记》则云：“凉风至，白露
降，寒蝉鸣。”昼夜交替之间，凉风带走日
渐疏薄的暑气，沁漉的轻冷化作花草树木
上的清露，剔透而无瑕。寒生露凝之处，
天地间一片清爽，给人带来素净轻盈之
感，也翻开了仲秋的序章。

时逢白露，南方金风去暑、北方玉露
生凉，一日而四时之气皆备。中国古人将
白露时节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
鸟归，三候群鸟养羞。”随着空中逐渐升腾
起肃杀之气，候鸟启程南飞、留鸟储食过
冬。抬头远望、天朗气阔，常可见“雁南飞
一行”的旷美秋景。雁阵过处，清风撩拨
起人们脆弱易感的心绪。那是“白雁乱飞
秋似雪，清露生凉夜”的静谧淡泊，是“戍
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的开阔苍凉，亦是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的豪
迈磅礴。咏雁咏秋，皆是借景抒怀。清冷
的秋日总让人感怀于自身沉浮际遇，人们
便将绵延的秋思安放于白露时节，为她笼
上一层纤美隽永的人文气韵。

这份诗意也蔓延到民俗文化之中。
早在古代，民间就有白露时节“收清露”的
习俗。《本草纲目》中记载：“百花上露，令
人好颜色。”“百草头上秋露，未唏时收取，
愈百病，止消渴，令人身轻不饥，肌肉悦
泽。”传统时令信仰中，收集清露可用于治
疗眼疾。繁重的秋露承托于百草之上，见
证着日月流光、岁时荣枯，亦承载着人们
对除病益寿的期许、对自然馈赠的感恩。
这样好的清露，当以好茶好酒相配。“春
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白露时
节的茶叶经过酷暑的焙烤，褪去苦涩稚
嫩、生出成熟醇厚，令人唇齿留香。而在
湖南一带，每到白露节气，每家每户都用
糯米、高粱等五谷酿起“白露米酒”以飨
众人，回甘中荡漾着人世间的脉脉温情，
渲染出浓厚的节日气氛，构成白露时节和
谐安康的民俗文化景观。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青高。世间万
物、行流散徙，都有其自身规律；节气便也
发挥着确立岁时、服务农耕的作用。民谚
有云：“白露遍地金，处处要留心。”白露时

节，切不可耽误农时，否则将事倍功半。
随着大豆、谷子和高粱等都进入收获季
节，农人们纷纷抢收和秋播，及时收割作
物、腾茬整地、选种育种，从而预防冻害、
保障丰收。东北主产区收割水稻、抢种
小麦，西南中稻开镰收获，黄淮海和西北
夏玉米正在灌浆，南方晚稻拔节孕穗；更
有草木棉花在入秋后渐次开放，绘成一
片“促织鸣，棉花盛”的劳作图画。天不
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种子与
嫩苗经过农人栽培、骄阳照耀、雨露滋
润，才能结出沉甸饱满的果实和穗粒；人
与自然的一切相伴而生，同样要遵循生
态法则行事、与天地相参，方能收获生活
的喜悦繁盛。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白露
前后、风寒秋燥，时令的变化也影响着人
们的休养生息，形成多彩的饮食民俗。《本
草纲目》所载：“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
阴。”故民间有白露吃甘薯的习俗，以防止
饭后反酸。在福建福州，白露时节的龙眼
个头大、甜度高，能益气补脾、养血安神，
因此也有“白露必吃龙眼”的说法。一半
烟火，一半清欢中，人们的社会生活也随
着时序的变换有序运行，演绎成白露时节
的淡淡乡愁。

在四时八节的循环往复中，民俗文化
承接着远古的记忆，刻画着文明的灿烂
一角。在太湖周边的渔家，有白露祭祀
先王大禹的习俗。古籍《禹贡》所载，禹
王治理水患、疏通三江，最终在太湖将兴
风作浪的鳌鱼镇于湖下，终使“震泽底
定”。因此，每逢白露时节，太湖两岸、
苏南、浙北、上海的渔民们会为禹王举办
盛大的祭典，献上丰厚祭礼、搭起堂皇香
棚，祈求他护佑鱼蟹生膘、一方平安。乾
隆年间《太湖备考》所载，禹王香期一般
为七天，每天都要唱一台戏，分四出、文
武各半。“日落西山天已晚，一轮明月照
芦花”，《打渔杀家》等剧目广为传唱，歌颂
着劳动人民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精神，
更体现了人们对于乐观进取、公义良序质
朴的坚守。喜闻乐见的神话故事、祭祀庆
典、舞蹈戏剧，更赋予白露节气以丰富的
文化内涵，传递着向上的民族精神和对美
好生活的热爱，为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记
忆不断续写新的篇章。

秋荷一滴露，清夜坠玄天。白露已
至，让我们共赏清露晨曦、万物自化之美，
用心润泽秋日的静怡岁月。 □王禹欣

白露是一年中昼夜温差较大的一个
节气。时至白露，由于温差较大，靠近地面
的水蒸气夜间遇冷而凝结成水珠。为什么
形容露水是“白”的？据《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对“白露”的诠释，“秋属金，金色白，阴
气渐重，露凝而白也”。古代中国人按照五
行思考世界，五行又和五色相对应，秋露按
照秋天所属的白色，而被称为“白露”。

浙江温州在白露那天有一个习俗：食
白。说的是在当天选10种名字中带“白”字
的草药和食材等，如白芍、白及、白术、白扁
豆、白莲子、白茅根、白山药、百合、白茯苓
和白晒参等与白毛乌骨鸡炖着吃。“十样

白”为何要在“白露”这天食用呢？这还得
从白露的气候变化说起。白露时节白天
虽然温和，但早晚天气已凉，老幼及病弱
之人早晚要注意增加衣物、食补保养。

白露最显著的节气特点便是空气中
湿气渐重。许多学者认为，秋露有利于
农作物生长，例如可改善土壤水分、调节
湿度、使肥料和脱落剂长时间附着，以及
延长杀菌剂杀菌时间等。李时珍在《本
草纲目》中记载了许多与露有关的知识，
例如“秋露繁时，以盘收取，煎如饴，令人
延年不饥”。因此，收清露成为白露最特
别的一种仪式。 □佘玥

“白露”因何而“白”？

自 1839年摄影术诞生以来，摄影作为重要
的艺术门类之一，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
活力。它和传统艺术门类的区别之一就是和科
技的发展紧密结合。从古典工艺时代到胶片时
代再到数码时代，摄影经历了拍摄器材的迭代
升级和影像载体的更新变化，专业技术门槛逐
渐降低，已然“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屏幕时代，手机强大的拍摄功能赋予每
个人既是影像消费者又是影像创作者的双重
身份，使得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也能
轻松用影像记录生活、表达情感，享受摄影带
来的快乐。

科技赋能手机摄影创作

手机摄影开启一个全民摄影时代，消费者
对手机的拍摄功能也提出了更高需求。摄影
性能已经成为智能手机的一项重要性能。众
多手机厂商都加大对手机影像功能的开发，不
断提升手机成像质量。近年来，手机影像功能
正在靠近专业相机，特别是从手机拍摄画面质
量、用户操作体验和影像风格化等方面取得了
长足进步。

提升成像质量一直是数字影像需攻克的难
题，其中图像传感器是数字影像的关键设备。
像素是构成数字影像的最小单位，像素越高就
意味着影像的分辨率越高，影像的层次越多、细
节越好，影像的数据存储量也会越大。

手机摄影不仅能满足屏幕观看，还可以支
持较大尺寸输出，可用于摄影画册和摄影展览
大画幅、高精度的要求，使手机摄影作品进入街
头、社区、美术馆、展览馆等公共场所，让人们可
以近距离、长时间享受摄影艺术带来的强大记
录能力和超出人眼视觉的细节体验。

镜头是另一个对成像质量起关键作用的
部件。早期手机影像采集设备几乎只配备一
个广角镜头，光学变焦和数字变焦的范围十
分有限，限制了手机摄影者的影像创作和视
觉体验。如何把多个不同焦距的镜头集成在
方寸的手机上，特别是攻克长焦镜头拍摄进
光量不足的缺陷，中国的智能手机走在技术研
发的前列。

目前市场上国产手机的摄影摄像镜头基本
上覆盖了超广角、广角、中长焦，有的甚至具备
微距拍摄功能，可以拍摄近到 10厘米、远到无
穷远的目标，而且不断解决暗弱光线下拍摄远
距离被摄对象的曝光不足问题，给夜景摄影带
来便利。

在提升手机成像质量方面，手机厂商纷纷
联合老牌光学镜片制造商和知名相机品牌厂
商，打造高质量的手机光学系统和独特的影像
风格。这不仅让手机镜头的成像质量大幅提
升，同时还让传统品牌长期树立的独特审美风
格通过手机影像得以传承。

影像处理技术是提升影像质量的另一个法

宝。特别是计算光学突破光学系统的物理边
界，释放手机影像的全新创造力，能弥补并修正
光线误差，还原更丰富的细节，让摄影者突破光
学设计的限制获得更加清晰的画面。

可见，科技赋能手机影像系统，使得传统光
学和计算影像形成协同互补的合力，大幅提升
了手机影像的成像质量，让摄影师打破技术壁
垒，全情投入记录精彩世界和多彩生活中。

深刻反映时代之变和生活之变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51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
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10.65亿。通常上
网的手机都具备影像采集功能，这意味着目前
有10亿左右的中国人在使用具备摄影摄像功能
的智能手机。

据测算，全球每天要产生大约 47 亿张照
片。一方面我们看到大众拥抱摄影的热情，正
如美国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曾经说的：“摄
影是唯一一种受过专业训练和有多年经验不见
得就对未受训练、没有经验占尽优势的重要艺
术形式。”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手机摄影产生的
庞大数量的影像背后，摄影师想要拍摄出令人
记得住、有影响力的图片难上加难。

无论手机摄影还是相机摄影，始终离不开
“内容为王”。拍什么、怎么拍，依然是摄影需要
思考的重点。目前要着力引导手机摄影爱好
者创作更多元的内容。有报告显示，最受欢迎
的摄影主题包括自然风光、天空、建筑、植物
等。从题材方面可以看出，摄影者对自然之美
有很好的感悟力，但创作题材还是过于单一，
缺乏对社会之美、艺术之美等话题的关注，尤
其缺乏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和“人的生活”的

丰富表达。
而专业摄影师也要更加信

赖手机摄影的拍摄能力。目前
绝大部分专业摄影师仍然选用
传统的相机设备进行拍摄。最
主要的原因还是专业摄影师对
高画质的追求。在画面的解析
力、边角细节表现上，手机照片
确实存在短板。目前，手机厂
商正在大幅提升镜头的光学素
质，相信科技的赋能将给专业
摄影师带来更多的信心，让他
们越来越多地拥抱手机摄影。

摄影人要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有历史价
值的优秀摄影作品都深刻反映
时代之变、生活之变，都蕴含着
摄影师的真情实感和真切的生
命体悟。摄影家阮义忠在谈到
创作方法时说过，他寻找创作
资源，所有的参考就是一张长

途火车时刻表，他的多本图文集基于扎实的采
访和真挚的拍摄感想，是他多年来走过每一条
街巷、跟每一位被摄者攀谈留下的印记。这为
手机摄影提供了重要参考。

艺术创作要从“大时代的小切口”入手，脚
踏实地，耐得住寂寞，记录多姿多彩的生活。手
机摄影是摄影这个艺术门类的分支，理当尊重
现实生活规律和艺术创作规律，努力推出时代
和人民期待的精品力作。

用影像与全世界进行即时对话

“影像无言，光影有声。”摄影语言虽然也存
在地域、文化差异，但总的说来是一种不需要
翻译的直观的视觉语言。手机摄影提供不同
影像故事，记录多彩生活，同时还用影像与全
世界进行即时对话，推动文化交流互鉴。

国内手机厂商和媒体平台，看到手机作为
影像创作和传播工具承载的价值，纷纷致力于
打造手机影像文化。有的摄影大赛主办方希望
手机摄影创作者能将人文主义价值贯穿于手机
拍摄过程，建立自身独特的人文影像认知。有
的影像大赛以“爱、瞬间、好久不见、忘情、家、
值得、玩、面孔、走、消失、交流、希望”12个词条
为主题，提出“超越人眼，感知人心”的影像理
念，推动移动摄影进入人文影像时代，呼吁创作
者以影像为语言讲述心里的故事，用影像为时
代留下注解。

手机摄影影像的高品质、内容的高质量，将
不断促使热爱摄影的人们随时随地拿起手机发
现美和记录美，并通过互联网平台向全世界分
享美的感受、传递美的情怀，弘扬人文主义精神，
促进人们相互了解彼此的优秀文化，从而有助于
达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识。 □贾婷

在秦岭一小溪边，用智能手机相机功能中的流光快
门丝绢流水模式拍摄的题为《秋水》的摄影作品。

手机摄影：随身随地发现美和记录美

年轻似乎总是和潮流、时尚密不可分，但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喜好上，越来越向家
中的长辈看齐。有人说：“这届年轻人还没老，
爱好已经老了。”

几年前，如果在深夜翻朋友圈，还能看到
酒吧闪烁的灯光、音乐节攒动的人头，而如今
翻开年轻人的朋友圈，你会发现更多的猫猫狗
狗以及各种爱宠，还多了自己养的小绿植、练
书法的田字格、观鸟观星的记录等。

追剧不如“追鱼”
年轻人恋上“古典”生活

“每天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我的
花开得怎么样，菜又长高了没有？看着这些
花和蔬菜从一粒种子慢慢到开花结果，享受
种植的过程和收获的喜悦，很有成就感。”26
岁的小薇微信朋友圈里几乎都是她养花种菜
的照片。

年龄和小薇相仿的元元，迷恋的则是那
一缸五颜六色的小鱼。她说自己的朋友中有
不少人是种花养鱼的高手，家中鲜花常开不
败，办公室桌子上的迷你鱼缸更是别有韵
味。如今，年轻人莳花弄草的耐心，一点儿也
不比长辈们差。

谈及喜欢养鱼的原因，元元表示：“空闲时
间精心喂喂鱼、打理一下鱼缸很放松，看着鱼
儿游来游去非常治愈，还能省下一笔出去玩的
开销，感觉很棒。”

在豆瓣网上“你们有没有什么老年人的爱
好”问题下，从几百条回复中可以看到泡脚、散
步、听相声、练字、喝茶、观星、逛花鸟古玩市
场、种花、下棋、钓鱼、弹古筝、听京剧……看上
去更像爸妈们的日常。

曾几何时，年轻人下班后的解压方式大概
是泡个吧、K 下歌、和朋友喝点小酒、打打游
戏，借助这样的娱乐方式来放松自己。如今，
他们从灯红酒绿变成莳花弄草，从小酌怡情变
成闲心品茗，从熬夜追剧变成早起钓鱼……年
轻人的爱好正在向各种“古典”靠近。

《2018 中国观鸟爱好者与观鸟组织本底
调查》显示，早在 3 年前，18-35 岁的观鸟人
群已占到总人群的 43%。中国观鸟人群正呈
现年轻化、新人多、学历高、具有国际视野等
特点。这些充满探究精神的年轻人，看到花
不仅仅感叹春天来临，还要识别一下具体的
品种；面对城市夜空，要拿出手机认一认头
顶的星座；每到一个节气，都会通过记录细
微变化跟上自然的脚步。在繁忙的生活里，
这些亲近自然的爱好成了越来越多年轻人
别样的减压方式。

喝茶 钓鱼 做八段锦
年轻人让生活慢下来

很多人的印象中，年轻人是不爱喝茶的，或
许奶茶除外。然而事实却是，他们已成为茶
叶消费的主力军。某咨询公司发布的《2021
中国茶业创新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显示，2020
年中国茶叶的消费者中，19-30 岁的年轻人
占到了 46.8%。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
完全可以一边喝芋泥啵啵，一边品龙井，自得
其乐、毫不冲突。

净手、取水、煮水、温壶烫杯、洗茶、冲泡、闻
香、品茶等十几道工序，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宽宽
操作起来自然流畅。“或许有些烦琐，但意趣就
在其中，很难复刻。这些仪式感让我找到了放
慢生活节奏的方式，心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沉
淀并随之安静了。现在与朋友相聚，不再是小
酌怡情，而是泡泡茶，修修心。”宽宽从穿着到
言谈，都透出淡淡的禅意。

钓鱼也是不少年轻人在快节奏生活里放慢
自己脚步的方式之一。“钓鱼虽然看上去只是
在打发时间，但我也在这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
耐心，正所谓修身养性。如果成功钓到了鱼，
成就感就更大了。”“90后”公务员小彭笑着说。

无论是回归自然还是回归传统的生活方
式，这些“古典爱好”大都以慢见长，需要静心，
且充满仪式感。

“90后”香香曾经有入睡障碍，最糟糕的时
候每天凌晨三四点才能睡着，一两个小时后就
又醒了，白天整个人昏昏沉沉，令她痛苦不
堪。朋友推荐她练习八段锦，起初她非常抵触
这种“老年人”的运动，但当睡眠真正得到改善
后，她彻底爱上了这种慢吞吞的“古人健身
操”。香香现在的作息时间调整成了早 7点、晚
11点，精神面貌也好了很多。

八段锦的火热，除了是对传统文化和国潮
的回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一种

“轻运动”，日常化到不需要任何专业器
具，动作也并不复杂，轻松易学。

不难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普遍热衷
养生。《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
2020年我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超 8万
亿元，2030年将达到 16万亿元。《Z世
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中国健康
养生市场规模已超万亿元，其中18-35
岁的年轻人群在消费者中占比高达
83.7％，超过半数人群每月在健康养生
方面消费 500元以上。中式养生正在
逐步渗入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生活。

喝茶、养生也好，钓鱼、做八段锦也

罢，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需要花费较高的
时间成本，生活也由此变得像这些慢悠悠的爱
好一样，可以慢慢体会和回味……

书法 戏曲 古典音乐
年轻人为传统文化注入新活力

27岁的书法爱好者洛英告诉笔者，她身边
不少习惯了拼音输入法的年轻人，开始重新提
起毛笔，找个空暇的下午，铺开雪白的宣纸，静
静地写上几篇书法，而不再是抱着个手机疯狂
刷小视频。

与此同时，很多年轻人的周末可能是宅在
家里听古筝、拿起针线和绷子开始绣花。在某
视频网站上，国风视频的爱好者七成都是18-30
岁的年轻人。唢呐、古琴、琵琶曲这些老爸老妈
都不太听的音乐，却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头
好。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从 18岁到 58岁，春节
回乡路上最爱听的音频节目都是“相声曲艺”。

有学者认为，当代年轻人对于传统文化与
元素的热爱背后，是他们逐渐觉醒的身份认同
和文化自信。书法、戏剧、古典音乐等各种传统
艺术被年轻人发掘出新的魅力。在一些人追逐
流量前沿的明星综艺时，另一些人则从古人留
下的灿烂文化遗产中收获了更多快乐。他们感
受到了数千年传承的中华文化之美，也乐于将
这些文化符号作为自己的标签。

看似本该躁动的年纪却选择了闲适与安
逸，年轻人的“古典爱好”体现了他们对于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不管是侍弄一盆花草，还是花费一下午练
字、泡茶，这些爱好与体验或许不能帮助他们快
速成长，却能够滋养精神世界。年轻人开始怀
念“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从
前，决定让生活的陀螺减减速，开始重拾“无用
之用”的乐趣。

原来，焦虑的情绪不只可以依靠理性来解
决，也可以通过诗意来化解。 □张峥

莳花弄草、钓鱼喝茶、戏曲相声……

当“古典爱好”成为当下年轻人的新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