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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照片一张照片

我从小爱好文艺，总喜欢写写画画，
后又迷恋摄影。拜识先生后，第一次听
先生演讲，是在安邑水校。我当时借了
一个相机，边听演讲边偷偷拍照。先生
演讲十分生动，张口珠玑，挥臂振彩，那
抑扬顿挫的语调，那手势，那表情，令我
十分陶醉。可惜当时对摄影还是一知半
解，没能拍下那最精彩的瞬间。

1982 年秋，我想，我创作不能老借
别人的相机，于是借钱买了一台海鸥
4A，正式开始了我的摄影生涯。我给先
生拍照片都很用心，屡屡获奖！例如作
品《人民代表——景克宁》获运城地区首
届新闻摄影一等奖，作品《风雨同舟五十
年》《语言演奏家》同获全国教授风采优
秀奖。

《语言演奏家》拍摄于运城高专会
堂，景教授给全校师生做演讲，我在前排
拍照。突然发现，先生有一个手夹雪茄、
张臂激情演讲的动作，这是我给先生拍
照多年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画面，没抓拍
到这个画面很懊恼！我想，有第一次可
能还会有第二次，就举起手放在相机快
门上静等。果然不出所料，过了一会，先
生讲到动情处又做出这个动作，我迅速
按下快门，抓住了这个典型瞬间。

照片洗出，众友观赏，皆赞这张照片
好，起啥名却犯了愁。照片起名是一门
学问，起好了照片就升华了，起不好就把
好照片给糟蹋了。大家七嘴八舌起好多
名，都说不到我的心上。当时日本音乐
指挥家小泽征尔正在中国演出，红极一
时。我看先生张开的双臂，就像在指挥
一场交响曲，而手中夹的那根大雪茄，像
极了指挥棒。我想小泽征尔是音乐指挥
家，而景克宁先生是语言大师，是用语言
艺术来演奏人生的真、善、美的大师，就
起名《语言演奏家》。

《语言演奏家》这张照片，是先生演
讲风采的定格，是景克宁演讲的代表作，
后来出书、制光盘和海报大都用这张照
片做封面。著名演讲家李燕杰曾跟先生
说：“让你的学生樊晋英也给我拍这样一
张照片吧。”先生笑着说，“那你跟晋英说
呀”。

一个封面一个封面

2003 年出版的《走近景克宁》是一
本纪念文集，是来自社会各界、热爱景克
宁先生的人写的文章汇编，封面是我设
计的，包括书名题写。要给先生出书，收
集汇编这么多好文章，封面设计是重中之
重。怎么才能表达好，我陷入深深的思考。

首先，要用最简洁的图案，形象地阐
明景克宁是怎样一个人。我反复用照
片、语录等组合排列，均不能表达我的心
愿。在我看来，景克宁就是一棵大树，用

树的形象比喻他最合适。这个主题一旦
确定，接下来就是选树的形象。树须形
象高大，有吸引人的魅力，然后才有人愿
意走近他。树选好了，再选人。是一个
人，还是一群人？选择什么样的人？景
克宁先生演讲的足迹遍布各地，从学校
讲到社会，从哈尔滨讲到海南岛，从东海
之滨讲到西北边陲。形形色色的人都听
过先生的演讲，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干
部、学生等。因此，我从 50 多个人物剪
影中，挑选出一部分人朝大树走去，走近
景克宁。

因为封面的大树不是我拍的照片，
我还要继续寻找能体现我心中景克宁形
象的那棵大树。我去垣曲、平陆、芮
城，在山中拍了 100 多张大树的照片，
总觉得不满意。一次大雪后去万荣，在
下高村坡时，远远望见一棵柿树，树冠
如伞，叶落果红，耸立风中，伟岸挺
拔，令我心动，就是它了！我走近它，
围着柿树转圈看，选择不同角度，用不
同光圈、焦距拍了不少，方恋恋不舍离
去。照片洗出，众友皆赞，并主动起名

“硕果累累”“秋之韵”等，但都不是我
的心思，均未采纳。

我将大树比做人，先生就像这柿树
一样，无怨无求地生长，贡献给人们满树
果实，因此我取名《奉献》。在《运城日
报》发表时，我怕有人不理解，还专门配
了一首诗：

他像一位老人，已年过古稀；经历了
风霜雨雪，走过了芬芳的花季。

巨伞般的身材，曾为人们遮风挡雨；
珍珠般的果实，给生活带来多少甜蜜。

春风夏雨里，你傲然挺立；酷暑严寒
中，你孕育神奇；经霜浸染啊，霜叶比二
月花更瑰丽！

即使，叶子落光了，还要奉献上满树
硕果，辉煌无比！

一篇评论一篇评论

1994年，我的摄影作品《枯与荣》入
选第17届全国摄影艺术展，先生非常高
兴，让我洗一张照片给他。

这张照片是我在常平关帝庙拍的，
是一株古柏上牵牛花攀延生长的照片。
古柏龙钟，褶皱深褐，裂变了老朽年轮；
牵牛花红绿欲滴，花叶娇嫩，炫示着盎然
生机。画面运用摄影的特写手法，截取
了枯树粗糙纹理的横断面，大面积的暗
褐、深灰色形成冷基调，是古老衰败的象
征，而那嫩绿的叶，鲜亮的红花，则是生
机勃勃的宣告。我用最能突出物体质感
的侧逆光拍摄，让吐艳的红花处在黄金
分割法的美感点上，像暗夜中闪亮的明
灯，燃烧着生命的希望，耀眼夺目，是
枯树背景上兴荣的昭示，枯荣冷暖，反
差触目，自然景观启迪着欣赏者的审美
思维。我为它起名 《枯与荣》，这张照
片于 1986 年拍摄，我压着舍不得轻易

抛出，省展和富士大赛索要，我硬是没
给。1994 年国展时才投出，压存了八
年。

先生把我的《枯与荣》照片摆在他的
书桌前，仔细观赏了一礼拜，才动笔写下

《自然的启示》。文章开头写道：“在第17
届全国摄影艺术展上，山西有六幅佳作
荣选，其中就有运城市文联主席樊晋英
的作品《枯与荣》。面对《枯与荣》这幅摄
影作品，我立刻被吸引住了，独特的摄影
画面，奇异的审美构思，强烈的冷暖色调
使人蓦然心动。”

先生叫我到家中，询问我拍摄的动
机和理念，再问了一些摄影上的特点和
技巧，我一一如实回答。摄影美学是空
间的造型艺术，是兼具绘画“凝固的音
乐”和雕塑“静止的舞蹈”的精灵。他引
用美国摄影大师爱德华·韦斯顿的话，

“我们不去寻找那些不平凡的题材，我们
的本领在于把平凡的东西拍摄成不平凡
的作品”。

先生从哲学的高度和摄影的本质讲
了许多深刻道理，并写道：“‘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在《枯与荣》中得到了印证。
作品表现了摄影艺术家对自然造化的睿
智感应。外师造化，从自然枯荣交替的
旋律中，穿透生与死的人生轮回，弥漫着
生命的爱和力，在深沉的枯荣反差中达
到和谐完美，进入永恒的意象境界，附天
理，随人意，得天趣，出神韵。‘中得心
源’，应物象形，情随意动，在自然天成中
人生长思，朴实中寓其趣，纪实中寄哲
理，写实中有浪漫，静态中有流动，挽形
中有颂曲，自然定格中有生命艺术的延
伸。”先生从摄影的专业角度，讲评了光
影调度、构图的意趣、光影的对比，说以
上三点构成了《枯与荣》艺术的韵律。画
面的摄影语言向观赏者提出了自然的启
示：“这是枯荣交汇的协奏曲，生生灭灭
的哲理诗，生命永恒的启示录。”

《自然的启示》这篇作品评析，先后
发表在《中国摄影》《人民摄影》等十多家
报刊杂志，影响极大。著名摄影评论家
韩子善说：“谁说景教授不懂摄影，这样
好的摄影评论，我佩服，我都写不出来。”
先生对我的关怀和厚爱，更坚定了我走
摄影创作的路，我一辈子感谢先生。

一副对联一副对联

追随先生 20 多年，我深深了解先
生。用松柏品格、云水襟怀形容，当不为
过。

曾有人问我，你老师课讲得好吗？
我回答：堂堂精彩。也有人问我：你老师
学问有多深？我回答：竹竿探海。

先生 80 岁生日时，我想给他拍一
张照片，写一副对联。我提前给先生打
招呼，找一本他喜爱的线装书，坐在阳
台板凳上照相。望着年事已高，银发稀
疏，清瘦矍铄的先生，我观察一圈，从

哪面照都不理想，咋照呀？突然毛主席
“一篇读罢头飞雪”的诗句冒了出来，
先生一辈子嗜书如命，生命不息，读书
不止。眼前此景，先生正拿一本线装

《诗经》 在展卷阅读，这不正是这句诗
最好的体现吗？我从后侧上方构图，以
头为前景，书为陪衬，焦点聚在头上，
把稀疏银发表现得根根清晰，拍下《一
篇读罢头飞雪》的照片。

给先生写一副联，较全面总结先生
真不易。写了几遍均不满意，没法拿出
手。草稿几张，拟用和备选的词写满，观
看着、思索着，偶然发现数字极多，挑选
出来写副数字联不是很好吗？

先生一身正气，双目锐利。几十年
站在三尺讲坛上授课，名望震四海。后
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周游五洲演讲
2000 多场，大唱五讲四美、生命的雷电
火，传播正能量。先生聪慧超人，品行出
众，通览群书，博识广记，所涉学科无不
精研，日积月累，积沙成塔，令同行无不
敬佩。提携后学，施人恩惠，著书立说，
遍播雨露，真乃圣贤之举，堪为教师楷
模。我精挑细选，终定“一身正气二目洞
世三尺讲坛震四海五洲演讲唱大风千秋
师表；六车学识七步诗才八方宾朋尊九
天十部奇书当小雅百代楷模”完成了这
副联作。

先生八十大寿前，我和杨军排版做
了几张样画，上图为《一篇读罢头飞雪》
照片，中间是这副对联，下面是年历，让
先生审阅。先生看后，稍微思索便对我
说：“图联不错，但这种评价不能对外，更
不能印刷扩散，还是低调做人为好！”我
们原准备给参会者每人赠送一张的，经
先生一说，我们就放弃了。

先生因病久治未愈，2006 年 3 月 2
日逝世，我十分悲痛。写完灵堂联和大
门联，总觉得表达不了心情，我便用黑布
喷绘了十米长条幅，从房顶一直垂吊到
地面，哀悼先生。这副联一出现，引发一
系列波动，有不少人编对，也有不少人仿
长条幅来祭奠先生。当时有不少人抄写
拍照，流传多处。

2022 年，先生诞辰 100 周年，我想
这是一个纪念先生的黄金节点。我组织
了20人的小型座谈会，把先生的学生和
生前好友聚在一起来纪念先生。会场标
徽我设计为圆形，两边是方形制作的这
副对联。运城学院和中国演讲艺术家学
会李永田、蔡朝东等人，也要来参加纪念
座谈会。后因疫情原因，暂停延期举
办。我用会徽和这副对联制作成年历画
赠送大家，以表达对先生的怀念。

天地君亲师，在我心中是永远敬畏
的。祭天地，祭祖，祭圣贤，不可忘，不敢
忘。先生于我，恩同日月，终生铭记。

松柏风骨 云水襟怀
——纪念恩师景克宁先生

景克宁先生与我，亦师亦父亦友，在我的生命
中，他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1981年，经王树山
先生推荐，在运城高专（当时在运城师范内）拜访时，
我对先生说：“我是一个失学而愿学的人，由于‘文
革’的原因，没能上成大学，感到深深的遗憾！现在
面对复杂的社会，方恨读书太少，远不够用，诚向先
生求教！”原本想只会是短暂的拜见，没想到先生竟
留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说：“很可惜，我的写作课

讲完了，从明天开始，你听我的外国文学课。学校对
外听课的学生，每学期收300元，你是我特收的学
生，我给校方说，不收你的钱……”我十分感动，决心
跟先生一辈子，学文做人。

追随先生25年，时时、事事、处处都受先生影
响。先生能回到故乡运城高专讲学，是运城学子的
幸运；我能被先生收为弟子，是我人生之大幸！我崇
拜先生，犹如小溪向往大海，白云眷恋高山。

□樊晋英

▲景克宁先生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