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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专家蒋亦元

机械与运载工程专家杨士莪
木材科学专家李坚

野生动物学专家马建章

摄影家赵刚的外表和他的名字一
样，很有阳刚之气。虽然老了点，但从
潇洒的成色上看应该是个不打折扣的
酷男。

因为是曾经的同事和哥们儿，我
一直称呼赵刚为刚子。

熟悉刚子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摄影
上的多面手，新闻、纪实、风光、民俗等
均有涉猎，且拍得都很精到。但最为
出色的，当推他的人像摄影。这些年，
因为他的名气愈来愈大，省市有很多
机构、团体都找他拍摄一些人像作
品。其中，他拍摄的29位黑龙江两院
院士的巨幅人物肖像因常年悬挂省图
书馆和科学会堂大厅，无形中也成了
刚子人物肖像摄影作品的展览室，不
论是人们出入路过，或是在大厅逗留，
大多都会被这些两院院士肖像吸引而
驻足观看，从这些形象各异、神态各
异、风采各异的肖像中探寻这些科学
家、大学教授的人生之路的履痕，从他
们或深邃，或坚毅，或睿智的眼神里找
到他们成功的奥妙，从他们衣着、气
质、状态的聚焦中找到他们与常人不
一样的地方……刚子作品的吸引力、
亲和力、感染力在这样的公众场合里
如春水泛波，激起人们内心的涟漪。

这样的“影展”，无疑是对摄影家
的最好褒奖。

作为黑龙江画报社的摄影部主
任，刚子算是继承了父亲赵殿臣曾经
的哈尔滨铁道报社摄影部主任的衣
钵，有机会在大量的采访拍摄中接触
方方面面的人士。其中能够有机会拍
摄众多科技教育界的专家学者，是刚
子认为十分难得的幸事。

2011年，作为对刚子在摄影创作
上的认可和支持鼓励，还有些哥们儿
间的情义，我出面为他编辑了一本由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赵刚·黑龙
江名人肖像典藏》摄影集，总共收录了
黑龙江政经界、文化艺术界以及科技
界大概三百多位名人。其中科技教育
界名人就有二十几位，像中国力学和
复合材料专家杜善义、野生动物学专
家马建章等院士，都是在当时采访的
过程中随机而拍的。刚子在与拍摄对
象接触观察的第一时间，能够把握住

所拍人物的精气神，在有限的环境中，
通过选择背景，调整角度，抓拍精彩，
其一气呵成，是台上一分钟和台下十
年功。

这些，我们都会在他所拍摄的29
位两院院士的肖像中，感受刚子的摄
影功力。

其实，在纪实摄影作品中，有许多
作品是以人物为主的，有人把这种表
现人物的摄影叫作人物摄影。这种摄
影的特点是以“纪实”为前提，即交代
人物特定的时间和环境，把人物放在
具体的地点和事件中完成人物的描摹
和塑造，并由此创作出人物形象的作
品。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刚子有关“人
像”与“人物”的摄影，我认为，“人像”
的含量大大降低了，“人物”的成色大
大提高了，这说明了刚子从影楼单纯
的拍摄人像向纪实人物的方向开始了
有明确目标的转换，他更加注重拍摄
对象和历史背景的关联，把人物聚焦
在一个个具体真实的环境里来展现时
代的瞬间。我觉得，这标志着刚子是
从摄影师到摄影家的飞跃，而且，人像
摄影中的有关元素，像姿态、构图、照
明、曝光、制作以及要求达到较高的境
界，使刚子在拍摄人物纪实的创作中
受益匪浅。

如今，刚子作为仍不卸盔甲的摄
影记者，仍在一线和年轻人一样不分
时间地点地折腾，除了热爱，似乎没有
更好的理由再做解释。就在疫情还没
过去的那些天里，刚子和年轻人一样
冒着严寒和风险在拍摄，好像已经拍
了两三个疫情防控的摄影专题了。每
逢看到他的新作，我就会回忆起我们
一起打拼的往昔。那时，因我主编画
报，分配刚子的摄影任务是我差不多
每天的工作内容之一。时至今日，我
仍清晰地记得当时刚子鞍马劳顿的辛
苦。他的敬业和投入，实际就是盛开
的梅花香自苦寒来。

黑土地广袤辽阔，那些为黑土地
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们，演绎了这块土
地的光荣与梦想。为黑土地拍摄光影
群雕，不也正是摄影家的光荣与梦想
么……

讷河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人文积
淀深厚，文脉发达，自清代以满文创作的
控诉沙俄罪行、歌咏自然风光的诗歌起，
诗魂虽然时强时弱，却始终不绝如缕。
其间李兆麟、赵尚志等抗联英雄在那里
留下战斗足迹同时，也播撒了粗豪雄健
的诗歌种子；而后经木青、鲍雨冰、郭兆
文、倪笑春等人的当代承传，1980年代
中期随着雪国诗社、《雪国诗歌报》的创
办，鲁荒、王世新、柳志远、李迎杰、舟自
横、白帆、杨拓、雪菲、王亚杰、裴亚茹、
黎阳、孟蒙、李绪国等几批诗人次第汇
聚，讷河诗歌进入了最为壮观、活跃、辉
煌的阶段，晋升为国内诗坛一个强劲而
耀眼的抒情群落。群落中一些人的作
品频繁亮相于《诗刊》《人民文学》《星星》

《扬子江诗刊》《诗歌月刊》等报刊，诗集
种类越来越多，品位越来越高，其中多人
被吸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读者即
将看到的《中国·讷河诗卷》，展示的就是
其中闪光的部分文本。

诗选里作品的视野是阔达的，仿佛
作者们是在用自己的一颗颗诗心，和整
个世界进行着精神对话。从舟自横的

《消逝》、唐凯的《她高挑的关系》等浪漫
而悲凄的情爱“圣火”燃烧，到张永学的

《蒿杆》、张玉春的《无题》等生命观照的
心理滋味的顿悟咀嚼，从鲁荒的《残
荷》、李凯华的《冬至》等人与自然微妙
神秘的互动交响，到雅茹的《老胡同》、
孟蒙的《这些年》等对故土和现实的凝
眸与抚摸，现实外宇宙和心灵内宇宙在
他们那里皆可入诗，皆可昭示灵魂的色
彩和音响。

和普通人相比，诗人更愿意关心天
空与心灵。讷河诗歌也不乏对远方和
未来放飞的诗情，以诗状绘现代人遭遇
世界之“变”的精神状态，但是黑土根性
的统摄与规约，敦促着更多的讷河诗人
相对善于在烟火气和日常性生活及情
感中做“及物”的抒情，建构“此在”的诗
歌美学。如二哥的《土豆谣》，那些与土
豆和土豆有关的土地、农事细节以及随
土豆生长的心思、精神的质感复现，本
身即是诗人爱的情感昭示，它写的哪里
还仅仅是土豆，土豆的疼痛、坚忍、乐观
与生命强力，分明是黑土之上人的隐喻
和象征。而黎阳的《两百年的座钟，还

有美妙的声音》，则更是通过日常生活
中普通的物件“座钟”，揭示出亲情的内
涵和形态，将故去亲人的某种遗物保留
下来，就是对他们的最好怀念，一代一
代的亲情就是这样绵延至今的。这种
日常化取向，无疑拉近了诗与读者的距
离，亲切自然。

讷河诗歌整体看去是朴素的，一如
诗人们足下的黑土地。但诗人们从不
拒绝现代技巧的援助和支持，相反倒和
新潮诗歌之间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艺术
关联。如鲁荒的《日全食》对生命、生活
本质的触摸，赋予了诗歌一种形而上的
理趣，其中悖谬、反讽和虚实镶嵌等技巧
的运用，已经进入习焉不察的化境。舟
自横的《俄式民居》、素素的《勿忘我》也
在艺术上有所开拓，其中一些人物、场
景、片段乃至过程的出现，显然是以对叙
事文类手段的融入来缓解诗歌文体内
部的压力，也的确加强了诗歌处理“此
在”经验的能力，当然它仍然属于情绪化
的诗性叙事。至于大量避免直抒胸臆、

“物化”趋势显豁的意象表现策略，在诗
中可谓比比皆是。像李迎杰《关于立秋》

的诸种复杂的感受就不是直接和盘托
出，而是借助母亲、瞳孔、嘴巴、日历、茧、
巢、目光、指缝等意象的组合、流转、敛
聚，使情思获得了合体的感性衣裳，含蓄
朦胧，韵味悠长。

可喜的是，讷河诗群的分子在整体
风格相近的前提下，虽然同饮一江之水，
却因个人的性情秉性、心智结构、审美立
场等方面的差异，而表现出多元色彩，
魏紫姚黄，姿态纷呈，如鲁荒智性深邃，
杨拓现代机警，黎阳热诚精巧，孟蒙素朴
天然……每人都在追求自己个性的“太
阳”，而多元化的极度张扬，正是个人化
写作彻底到位的体现。

可能笔者也是从讷河市和盛乡走
出来的缘故，对家乡抒情群落的偏爱，
有时不自觉中就忽略甚至宽宥了对方
的缺憾。如今，持续前行的讷河诗歌已
经找准方向，只要群落成员能够勠力同
心，自觉接通传统和现代，强化哲学思
维，说不定哪一天向世界推送出令人顿
觉天高地阔的大诗人或饮誉华夏的经
典文本，也未可知。对于这一点，我充
分相信，并将不断地祈福助力。

他拍摄的29位黑龙江两院院士的巨幅人物肖像因常年悬挂省图书馆
和科学会堂大厅，无形中也成了赵刚人物肖像摄影作品的展览室，不论是人
们出入路过，或是在大厅逗留，大多都会被这些两院院士肖像吸引而驻足观
看……这样的“影展”，无疑是对摄影家的最好褒奖。

飞行控制技术专家曾广商

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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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与防灾工程专家谢礼立

污水处理专家任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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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诸体之中，草书最
为抒情。观学礼先生书作，
颇近此意。作品中所呈现出
的品格与气象，来自于他的
气质和对生活的理解。其中
充满坦然、豪放的特质，正是
作者心灵语言的自然流露，
他把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宣
泄在点画之中。唯技艺精
熟，心手双畅，方能臻此。恰
如梁山舟所说：“写字要有
气，气须从熟中得来，有气则
自有势，大小长短，高下欹
正，随笔所至，自然贯注，成
一片段，却着不得丝毫摆布，
熟后自知。”（栾继生）

机
器
人
及
机
电
一
体
化
技
术
专
家
蔡
鹤
皋

本报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号 邮编：150010 总编室：（0451）84616715 广告部：（0451）84655043 发行部：（0451）84671553 定价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7元 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地震工程学家胡聿贤

发电工程与设备专家梁维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