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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了”

你到底会不会照相啊

■投稿邮箱：wbheluo19@163.com ■电话：0379-65233686

□姚智清

几年前，范伟主演的电视剧《老大的幸福》在央
视播出，小火了一把。范伟在剧中饰演的是个实在
人，他的口头禅就是“妥了”——就算吃亏上当，他
也总是一脸忠厚地说一句“妥了”。所以，电视剧的
主题歌就叫《妥了》。

“妥了”就这样被当成东北方言流行全国，还由此
产生了新的流行语“妥妥的”，听着让人格外舒服。其
实，洛阳话里也有“妥了”，而且含义更丰富。

从造字法上讲，“妥”属于会意字，上面是一
只手，下面是一个女子，这跟过去的抢亲风俗有
关——抢到了女子，就能成家生子，男耕女织地
过日子，这便“妥了”。所以，“妥了”就是完备、稳
妥、好了的意思。

对“妥了”最形象的解释应该是这样的：你等在
外面，惴惴不安，这时一个人满头大汗地跑来，喘着
粗气说：“妥了！”于是，你一蹦三尺高，像三伏天吃了
冰棍儿一样通体舒服。事成了，心安了，便“妥了”。

在洛阳话里，除了完备、稳妥的意思，“妥了”还
有其他用法。有时可以当插入语用，有责备或安慰
等感情色彩，没有实际意思，比如“妥了吧，你看这
事弄的。”“妥了妥了，别伤心了。”……有时也放在
句尾，比如“你交给他妥了”，相当于算了、好了等语
气助词。

想来古人中最值得交的人是秦末的季布，他一
诺千金，别人所托之事必有结果，末了定回复一句

“妥了”，正所谓“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所以，交朋友、找丈夫就得找这样有责任、有担当、
够义气的。

一句“妥了”，表示尘埃落定，一切如愿，能让人
心安，能让人欣喜，实在是一句令人舒服的话。

本周公益电影为《前任攻略》，周四、周五凭工
会会员证或本人身份证可领电影票两张，凭《河洛》
版可加领一张。

领票时间：8：30至12：00
14：30至18：00

领票地点：市工人俱乐部售票处
放映时间：12月20日8：30

市总工会免费电影周周看

带上《河洛》版 全家一起看

朋友圈里天天有人晒自拍照，这不能怪人
家自恋，只能怪手机拍照太方便。你若给他一
台老式胶片照相机，折腾半天，他也不一定能自
拍出一张得意的照片来。

胶片照相机如今不多见。数码时代，谁还
花钱买胶卷啊！喜新厌旧的现代人，有了卡片
机、手机、单反照相机，早把又旧又土的胶片照
相机丢进了古董店。

只有那些惜旧、长情的人，还保存着没用的
老物件。老城区的老牛，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家
有一台“海鸥-120”照相机（如图），本来已被他
的母亲扔到了废品堆，结果又被他拾了回来。

光顾着看你，忘了咋照相啦

海鸥牌照相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很
流行。那时的中国人，基本上没听说过“索
尼”“莱卡”这些外国牌子，大家都用国产照相
机，海鸥牌、凤凰牌、珠江牌……无不是大名
鼎鼎的国货。

当时的家用照相机就跟现在的名牌跑车一
样，属于奢侈品，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老牛的
父母是端“铁饭碗”的，家境较好，所以40年前
他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照相机。

那些家境不如他的小青年，没钱买照相机，
又想摆阔，就借一台或是租一台，约了女性朋友
去公园拍照，拍着拍着俩人就好上了。

有些笨人，借了照相机不会玩，要么取景框
里根本没人，要么忘了换胶卷，要么搞得胶卷曝
了光，忙活半天，一张像样的照片也没拍到，气
得姑娘直瞪眼：“你到底会不会照相啊？”

被骂的人就笑：“你长哩老美，把我的魂儿
都勾跑了，我光顾着看你，忘了咋照相啦！”

彩色照片是染出来的

过去的人对于摄影，不像现在人这么狂热，
走到哪儿拍到哪儿。那年头照相花费太大，拍
一张照片得花好几元，顶上吃好几顿肉，人们舍
不得。有些人一辈子没拍过一张照片。讲究的
家庭，只在过年的时候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

旧时的照相馆，用的是大型立式照相机：一
人多高，有笨重的木头箱子，箱子上连着镜头和
气囊快门。顾客在箱子前站好或坐好，照相师
钻到箱子里，用黑布蒙住头，叮嘱顾客“别动，笑
一下”，然后捏一下气囊，就拍好了。

顾客当场不能取照片，得等上几天，等照相
师去暗房把胶卷洗出来才行。

那时的照片通常是黑白的，若想要彩色的，
得加钱，由照相师用彩笔给照片上色。40后、
50后，应该都有这么一张老照片：姿势板正，脸
蛋和嘴唇涂得红红的，就跟唱戏的一样。

这看起来极不自然的照片，在那个年代却
是极美的。

“记忆中的老物件”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