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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再上学●+

一起拍鸟去（一）

□符运通 文/图

鸟是自然界的生灵，一般摄影人
都喜欢拍鸟。刚学摄影的人，不知道
哪儿有鸟，有啥鸟，咋拍鸟。在此，将我
的拍鸟经验，和大家交流一下。

按种类划分，鸟大致有两种，一是
林鸟，二是水鸟。

如何拍林鸟

麻雀、喜鹊、斑鸠、布谷鸟、啄木
鸟、楝（līàn）欢游、白头翁、红嘴蓝
尾鹊、灰喜鹊、戴胜、八哥等都属于
林鸟。除了麻雀和楝欢游喜爱群居
群飞，多数鸟雀都爱分散或者成双
成对在林中活动。

拍摄林鸟难度较大，尤其是夏天
更难拍摄，原因是树木枝繁叶茂，鸟

雀容易被稠密的枝叶遮挡，想拍到画
面干净、主题突出的照片，需要摄影
人有毅力和耐心以及马不停蹄地跟
踪抓拍，譬如拍红嘴蓝尾鹊，它虽然
不远飞，却会不断换地方，这就需要
跟踪追拍。啄木鸟也是这样，从这棵
树上飞到那棵树上，总是牵着摄影人
的视线。

那么，什么时候的鸟好拍呢？拍
林鸟的最佳时间是秋冬季，树上的叶
子落了，遮挡少了就相对好拍了。

哪儿有群鸟？哪儿有散鸟？拍群
居麻雀可到洛浦公园的荒草丛中，拍
楝欢游可到洛浦公园有楝树的地方，
那里常常有它们的身影。拍散鸟，最
近的去处是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和洛浦
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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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兴干啥都有股钻劲儿。爱上甩
鞭子前，他痴迷于玩陀螺，看到别人拿一
根小鞭子，手一挥陀螺滴溜溜转起来，他
的手直痒痒。他拿起工具自制陀螺玩，
玩转了自制的，他嫌小不过瘾，又买来直
径十几厘米、重两三斤的大陀螺。他和
老友们进行陀螺比赛，看谁鞭子抽得准，
看谁的陀螺转得快。后来他嫌抽陀螺只
能活动一只胳膊，就改玩甩鞭子了。其
实对时中兴来说，不管玩啥，目的只有一
个——让身体运动起来。

时中兴还有一大爱好——跳舞。早
上5点，他去跳广场舞，没有长袖也善舞，
时中兴的四肢柔软而协调，配合得很到
位。在采访现场，时中兴颇有兴致地在家
里舞起来，舞臂扭腰，真有舞者范儿。

自己舞，也要动员孩子们一起舞，时
中兴的榜样力量很强大。见老父亲一大
把年纪，越锻炼精神头越好，两个女儿也
忍不住加入了跳舞的队伍。时中兴只要
发现女儿的动作不到位，就给她们指点
一二；哪天学了新动作，他也要回家教教
女儿们。嘿，现在家里有三口人都舞起
来了，好不热闹。

人到老年可不要懒洋
洋地不动弹，如果懒得动，
疾病可能就赖上你了。学
学时中兴老先生，76 岁
的他，跳舞、玩陀螺、甩鞭
子、骑单车，把自己的身体
练得倍儿棒。在他的影响
下，他的两个女儿也动起
来，加入了健身行列。

时中兴是西工区史家屯社
区居民，自2001年跟着市老年
自行车协会去宜阳体验了一次
骑行活动后，他便爱上了骑行，
尽管骑行累得他屁股疼，腿也
跟灌了铅似的，但蹬上自行车
在沿途的美景中穿梭，和老友
海聊的快乐征服了他，从此他
自行车不离身，赶庙会、听戏，他
骑上车就跑；跑山东、去西安，说
走就走。

时中兴骑车，跟别的骑行者
不同，他骑行可以不带干粮，但
身边一定会有一条鞭子，因为
这是他骑行路上的健身消遣
工具。结伴儿骑行要顾伴儿，
骑一个小时，大家要停下来，
等一等骑友。这期间时中兴
便会做挥臂甩鞭子的骑行休
整操。在小树林里找一块空地，
鞭子啪啪甩起来，浑身舒畅。时
中兴边甩鞭子边等骑友，一路骑
行不寂寞。

现在时中兴对他的自行车、
鞭子有“依赖症”了，坐车腿疼，
浑身不自在，只要蹬上自行车、
甩起鞭子，心情爽，啥毛病都没
有了。

自行车鞭子不离身

玩陀螺学跳舞不停歇

梭子是织机上载有纡子并引导
纬纱进入梭道的机件，中国早在战国
时期就用梭子织布。梭子在纺织业
中起着重要作用，推动了历史的发
展，使人们从穿树叶兽皮过渡到穿绫
罗绸缎。

梭子按材质分，有牛角、木质、橡
胶、尼龙、铜质等多种。无论什么材
质，它们的形状基本上都是鱼形：两
头尖，中间鼓，看上去小巧玲珑。

我家珍藏着一把檀木梭子（上图），
长26厘米，宽7厘米，高5厘米，两头
尖尖的，肚子鼓鼓的，形状像条红鲤
鱼，底部有3个穿线孔，中间是道凹
槽，凹槽两头有两根细棒。虽然历经
百年岁月洗礼，但它依然光亮如新。

这把檀木梭子是我家的传家
宝。听母亲说，这是我的太爷爷在地
主家打小工时得来的，当时，太奶奶
像宝贝一样藏着，舍不得用。奶奶进
门后，太奶奶才把这把梭子拿出来送
给奶奶。

我家的这把檀木梭子，用了3代
依然光亮如新，用它织出的布均匀
瓷实，十里八村嫁姑娘、娶媳妇的
人都向奶奶订布。我父亲就是靠
奶奶一梭子一梭子织布卖的钱上
了大学。母亲进家门后，奶奶又把
这檀木梭子传给了母亲，母亲用这
把梭子为我们姐妹几个织出了一床
床嫁妆。

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式织布机退
出了历史舞台，梭子也完成了它的光
荣使命。后来几次搬家，我们都要扔
了那把旧梭子，母亲却像宝贝一样收
藏着。

岁月如梭
□毛小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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