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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逄春阶

疫情期间，大家都宅在家里。而摄影家钱
捍却没闲着，曾任两届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
长、大众日报摄影部主任的他，把客厅、卧
室、阳台、走廊、小区内外当成了战场，用一
双特有的“钱眼”观察，记录下珍贵的瞬间，
推出了“摄影人的抗疫日记”。

钱捍就是钱捍，他身上好像装着一部“永
动机”。他永远在动，永远在拍。一个“捍”
字可以概括他，捍卫尊严、捍卫自我、捍卫个
性、捍卫摄影的钱捍，是条打不垮的铁打好
汉。他在用相机体验人生，沉潜涵游，为之
歌，为之哭，为之沉醉，为之忘我。从一名翻
砂工步步艰辛迈入新闻摄影行业，跟踪拍摄四
胞胎兄弟长达26年，记录峨庄乡土变迁30年，
365天全年无休撰写拍摄日记，零下30摄氏度
严寒下拍摄新疆哈萨克牧民转场一拍就是8
年……“只要有心的跳动 就有血的潮汐”，
只要心还在跳动，就有他的风景，就有血液奔
流的潮汐。这就是钱捍的魅力。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钱捍推出了“钱
眼回眸40年”图文系列文献展，在大众网连载
了110期。大众报业集团总编辑赵念民专门撰
文《“青春钱捍”40年》，其中有言：“同事几
十年，一个不变的印象就是‘青春钱捍’。四
十年，‘青春钱捍’站在了新的起点，发令枪
在他自己手里，这位‘马拉松跑道上的百米选
手’，将带来多少欣喜，谁也猜不透。”

谁能猜得到，钱捍躲在家里，还能记录得
有声有色。疫情束缚不住他的手脚，晒在阳台
上的口罩、在客厅健身的夫人的身影，小区孩
子顽皮的用橘子做的口罩……“钱眼”的特点
是在无奇的生活中瞬间抓到出奇的细节。

3月3日上午，在济南舜义路，一位车主把
长得很像“新型冠状病毒”的仙人球插在自己
骄车顶部，是解恨，是诅咒，是警示，还是以
毒攻毒的幽默，不得而知。钱捍如果单拍“仙
人球”，就很平常了，他聚焦的是车尾，车尾
玻璃上的反光恰像心脏和毛细血管，我仿佛能
听到咚咚的心跳，那是生命的节奏！而他的图
片说明是：“截至昨日24时，济南已连续20天
无新增确诊病例。”这张照片，给人以很大的
想象空间。我特别喜欢这一张。

3月4日下午，我和钱捍相约在济南奥体中
心见面，刚接上头，钱捍就不理我了。他盯上
了跑道上的两个小伙子，他们的发型很特别，
他一直不停地拍，抓拍到了他们面对面整理口
罩的镜头。钱捍有着独特的沟通能力，两句
话，就跟小伙子亲近起来，他打听到了这两位
应届体育高考生，一个是小金，一个是小邵，
正争分夺秒地进行短跑训练呢。他们明白，疫
情大考之后就是高考，他们互相鼓劲：“别无
选择，只有面对！”钱捍把这些话写到了图片
说明里。我以为他要强调小伙子的发型呢。

3月6日下午，我们又一起逛济南万象城，
商厦顾客很少，但职员的态度一丝不苟。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为了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

需求，万象城在2月10日恢复营业后，又从3月
1日起，营业时间延长至晚8点。一元复始，万
象更新。钱捍写出的图片说明很有诗意：“这
个春天试探着捏着脚来了……”

走出万象城，我们看到济南CBD中央商务
区已大面积复工复产，工作人员在严格防疫的
同时在紧张有序地施工，钱捍拍下了工人高空
作业的镜头，捕捉到了屋顶上的“闪光点”。

也许是受搞哲学的父亲影响，钱捍思考问
题总比别人深，在别人思考止步的地方，他总
要硬着头皮再往前跨一步，如果硬着的头皮碰
痛了，他只是揉揉，笑笑，他那憨厚的笑，是
善解人意的笑，是能退能进的笑，是自嘲。

钱捍说，什么是好记者，记者就是把不可
能变成可能的人，别人拍不到的，你能拍到，
你就是好记者；别人采访不到的细节，你能捕
捉到，你就是好记者。1999年，钱捍采访澳门
回归，有个同行开玩笑说，谁能得到何厚铧的
题字，那可就牛了。钱捍的执拗劲儿上来了，
大海捞针般寻找线索，终于找到了一个归侨老
乡，得到何厚铧要到华侨总会参加活动的消
息，只待10分钟。钱捍试探着问，能不能把我
也带进去？软磨硬泡，竟然成了。当日下午6
点钟何厚铧准时来了。“他刚在休息室落座，
我没怎么犹豫，就把事先准备好的白纸铺到他
面前，我模仿着粤语说：‘何先生啊，我是大

陆大众日报的记者啊，请您给我们题个词好
吗？’何厚铧一笑，提笔就写了‘向大众日报
读者问好。1999年12月20日’。”这个题字刊发
在了澳门回归之日的大众日报头版上。这就是
钱捍，有了目标，决不客气，决不退缩。

回到家，回味着钱捍的话，我坐不住了。
3月9日夜间，我说决定去黄冈了。钱捍给我微
信：“到了前线，要有独特观察，要不，去了
也没价值。”

其实，钱捍一直在前线，口罩遮不住他透
明的双眸，也遮不住他透明的心。他是一个战
士。感觉他忘记了年龄，他像一团火，他是一
个闲不住的人，一个有心人。

钱捍的前线

□ 本 报 记 者 王浩奇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张长青

一把刻刀、一片树叶，边刻边吹，还不时
对着阳光构思、校正，埋头1个多小时后，3位
医护人员身穿防护服对着党徽宣誓的画面，便
呈现在一片手掌大小的法桐叶上。叶脉之间，
医护人员的眼神、紧握拳头的肌肉，甚至口罩
的挂带均清晰可见，栩栩如生的抗疫形象瞬间
给人以力量。

3月18日上午，天空湛蓝，春日暖阳照进
邹城市石墙镇大石一村的一座二层小楼里，民
间艺人孔庆泗正在窗后专心伏案，创作一套抗
击疫情主题的树叶画。“我觉着艺术的一大功
能，就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能给人以前行
的力量。”孔庆泗说，他从3月初开始发挥自
身特长，创作抗疫主题的树叶画，现已创作10
幅，“每次雕刻的时候，就好像我也在抗疫一
线。”作为邹城市上九山刻石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从坚硬的石头到纤薄的叶片，孔庆泗
的创新、挑战诠释了一种刚柔之道。

从石上刻字到叶上刻画

今年48岁的孔庆泗和石刻结缘已经有30多
个年头了。14岁上初中时，同学们之间习惯用
小刀在橡皮上刻上自己的名字或者一个简单的
图案，来做自己专属的记号。干什么事一向专
注、认真的孔庆泗做的记号既精细又好看，很
受同学们羡慕。在大家的鼓励下，他开始学着
村里的石匠，尝试在石头上刻字。21岁时，他
考上了邹城职业中专，学校后边有一座常青
山，他一放学就去山上找好看的石头，抱回家
里刻字。

虽然没有拜师学艺，但孔庆泗对石刻非常
感兴趣，也善于钻研。平常出去时，十分注意
景区等场所的石刻作品。他曾多次爬泰山、峄
山等景点，对石头上刻字的笔画粗细、深浅、
走向、轻重等倍加上心。回来后，就凭着记忆
自己雕刻。“小时候，村里的石匠为农户盖房
子时，经常在大门门边的石头上雕刻上寓意吉
祥的文字或图案，那是一种谋生的手艺。现在
农户盖房子时的手工石刻已被更精致的瓷砖代
替。而现在，我把石刻当做一种文化、一种艺
术来对待。”孔庆泗说。

2017年到2018年，孔庆泗曾在家乡的上九
山风景区工作，采用山上的石头为游客雕刻文
创产品。每到深秋，各种树上的叶子成片地落

下。“随便捡起一片，它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
美丽。”孔庆泗说。他一手拿着刻刀，一手捡
起一片树叶，很快就灵光一现：树叶是一种容
易勾起人们回忆的事物，又有着自然轮回、落
叶归根的特殊意义，如果能在叶片上刻出树叶
画，岂不妙哉？

“从坚如磐石到薄如蝉翼，虽然下刀的力
度、幅度不同，但是其中的构思、规律都是一
样的，都需要平心静气、专心致志。”创作树
叶画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这一刚一柔之间
有着内在的统一性。

叶片上刻出硬币大小二维码

在孔庆泗的创作工作室里，放着一件被精
心装裱起来的树叶画——— 一个二维码，记者习
惯性地拿出手机扫了一下，随着“嘀”的一
声，立刻显示出孔庆泗的微信号：“雕刻创艺
达人孔庆泗”。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画的下
边还贴了一枚1元硬币。孔庆泗介绍：“意思是
这片树叶上雕刻的二维码和硬币一样大，这件
作品以最小的树叶二维码雕刻打破了福布斯世
界纪录。”

孔庆泗说，要想雕刻出精美的树叶画，要
经过多个环节。首先要在秋天的时候收集落
叶，他一般收集家门口附近的法桐、银杏和槐
树树叶，要选择厚度一致、没有虫害的完整树
叶，尽量在秋后收集，夏天的树叶水分大，容
易霉变。树叶收集回来后需要夹在书本里进行

五六天的压平，为防止霉变，中间需要勤加翻
晒。翻晒好以后，就可以收藏起来备用了。创
作时，一般先要对着阳光或灯光构思，然后再
用铅笔在上边作画，最后一步就是根据画面进
行雕刻。

围绕着一个“刻”字，孔庆泗不断挑战自
我。近年来，他开始尝试在灯泡上雕刻图案。
定锤、使劲、加力，一把2斤多重的铁锤敲打
刻刀，在灯泡上叮叮当当地敲打出各种图案。
他曾经历时一个多月，在一个灯泡上雕刻出一
幅百子图。这件作品共敲打约15万下，力度需
要恰到好处，刀痕深0 . 3—0 . 5毫米，灯泡脆
弱，一下不注意就会前功尽弃。凭借这件作
品，孔庆泗打破了“扛旗世界纪录”。

基于石刻文化，创新、升级出树叶画、灯
泡雕刻，对艺术的极致追求铸就了孔庆泗的工
匠精神。近年来，凭借各项绝技，孔庆泗多次
受到邀请，登上中央电视台《艺览天下》《综
艺盛典》，以及吉林卫视《高手在民间》、山东
卫视《老有才了》《让梦想飞》、云南卫视《了
不起的你》等节目。

“艺术不能当饭吃，可我依然坚持”

作为普通农民，艺术理想的丰满总要面对
现实生活的“骨感”。孔庆泗有一对双胞胎儿
子，培养成人需要很大一笔费用。因为这些敲
敲打打、叮叮当当的手艺，并不能带来什么经
济效益，妻子起初并不怎么支持他。“如今孩

子们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等他们安了家、结
婚生子后，那时候我才能有更多时间放到雕刻
上。”孔庆泗说，为了生计他曾干过一些小生
意，还伺候着3亩薄地。他现在一边给做保险
业务员的妻子当助手，跑保险业务，一边搞艺
术创作。经常白天工作，晚上9点后开始创
作，很少在零点之前休息。

“我也明白，真正能靠非遗、靠艺术吃饭
的很少，可我依然坚持去做，就是因为对这项
手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舍不得它就这样消失
了。”孔庆泗说，往往山上越危险的地方越有
好石头，为了找到好看的石头，他经常在山
上待很长时间，挂破裤子、受点皮外伤是再
常见不过的事情。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
能让这些手艺以走进课堂的形式传承下去。
可是，因为产生不了像样的经济效益，很少
有人愿意学习。

现在，孔庆泗已经开始尝试着让自己的手
工艺品走市场化的路子。他发现，把刻有精美
画面的树叶装裱进精致的相框出售，很受大家
欢迎。

“下一步我打算走私人订制的路子，为客
户制作具有特殊意义的树叶画。”孔庆泗说，
如果能得到大家认可，他可以通过电商渠道为
有这方面情结的客户创作全家福、情侣照等树
叶画。在他看来：“雕刻这项工艺最值钱的地
方就在于‘手工’二字。如果真有一天走上了
市场化、产业化的路子，我将把这项手艺坚持
到底，传承真正的文化和工匠精神。”

邹城民间艺人孔庆泗在石刻工艺基础上创作抗疫主题树叶画，为一线英雄加油助威———

把力量刻在树叶上

□记者 赵琳 报道
本报济南3月20日讯 步入3月，受疫情影响

的各行各业渐渐开始“复苏”，此前受到冲击的实
体书店也有了回暖迹象。近日记者走访发现，我
省很多地方的实体书店陆续开业，虽然客流量远
不如过去，但是很多坚守者都在寄望实体书店能
借此“回春”。

3月20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经二路的槐荫新
华书店。在一层进行完测温、扫码登记等防疫流程
后，来到书店二层。除了收银区及周边的部分柜
台，其他区域还处于关闭状态。据店内工作人员介
绍，受疫情影响，目前书店仅开放三楼的教辅类及
儿童读物区域供读者选购。

“随着‘线上’开学季的到来，我们的图书销
售终于看到一些积极的数字了。现在来书店选购书
籍的多为学生家长，而最受青睐的书籍也莫过于教
辅材料及儿童读物。”书店工作人员介绍。

记者在现场看到，只有零星顾客，在现场迅速
选购完图书，进行手机支付，之后快速离开书店。
即便收银台有两三位顾客在排队，也保持着一米左
右的距离。一位顾客告记者，家就在附近住，孩子
上网课急着用参考书，网购到家还需要等上几天，
因此才到店购书。

3月14日，位于济南市经十路上的山东书城也
全面复工，目前已经整整一星期了，销售情况如
何？记者联系到书城工作人员，他们介绍，为让顾
客安心购书，书城每天三次对营业场所进行消毒，
员工佩戴口罩上岗并每天三次测量体温。所有进入
书店的人员必须佩戴口罩，携带身份证，扫描调查
问卷二维码，按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并在入口处接
受体温检测登记。但即便保障措施相对到位，到店
购书的顾客仍然远远不及年前。

“我们倡导顾客彼此保持安全距离，尽量使用
移动支付方式，减少在店内逗留时间。扫码添加山
东书城的微信客服，可以提前查询所需要的图书，
并预留在书店服务台，来后直接提取，大大缩短购
书时间。”山东书城有关负责人介绍。

记者了解到，我省很多书店在疫情期间开展
“自救”，开通线上服务。

青岛市文旅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疫情发生后，
全市752家实体书店暂停营业，目前约有30多家实
体书店复工复产。但从摸底的情况看，复工复产的
实体书店面临许多困难。他们近期打算组织全市新
华书店系统和部分书店开展线上图书销售，特别是
中小学的教辅教材。

济南小海豚书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疫情期间，
他们的线上订单大幅增长，淘宝“三·八”优惠活
动期间，订单直线攀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实体店
不能营业的损失。“我们和中国邮政开展了合作，
济南市内的订单基本能做到次日到达。目前销量最
好的图书还是童书、教辅书，比如国际大奖系列小
说、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等，销量最高。”

一些书店则通过“饿了么”平台配送图书。
济南得力赛高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主营
产品有礼品、生活用品和图书，最近一个月图书
销量上涨很快，大多数是《阳光同学》等知名品
牌教辅书。济南冷湖书园也在“饿了么”外卖平
台推出线上销售模式，市区3公里范围内半小时就
可以送达。

“在整个图书行业，只有像教辅这样的刚需或
者特别热门的书才会成为消费重心。人们满足了基
本需求以后才会想要精神层面的需求。”国内著名
实体书店策划人三石告诉记者，线上销售只能部分
程度上抵消疫情以来的损失，而实体书店想要凭借
复工以来的教辅书销售实现“回暖”，十分困难。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疫情使人们加速形成了
网购图书的习惯，实体书店的未来，困难重重。”

我省实体书店陆续开业

教辅书最热销

▲钱捍自拍

▲桔子口罩 ▲春的风筝

▲备战高考 ▲快件上架 ▲暴晒消毒

▲抗疫作品《党员宣誓》 ▲树叶二维码 ▲抗疫作品《万众一心》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3月20日20时，由于淼执导，李潇、

于淼、王思编剧，大鹏、柳岩、代乐乐、张子贤、
田雨等主演的电影《大赢家》，在西瓜视频、今日
头条、抖音、鲜时光TV免费首映。这也是继徐峥
执导的《囧妈》后，又一部改为线上首映的大银幕
作品。

影片中，在银行同事们眼里，严谨（大鹏
饰）是个十足的怪咖，凡事认真恪守原则，总是
得罪行长，以至于连累大家奖金泡汤。一次偶然
的机会，银行接到公安局举办的抢劫演习的任
务，大家都想糊弄过去早点回家，严谨却认认真
真当起了“劫匪”。

《大赢家》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喜剧片，原本定
档2月21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宣布撤档。得知
线上首映后，大鹏也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作为演
员，他能够接受和理解《大赢家》线上播出的调
整，但不能首先在电影院看到它，也很遗憾。他
说：“现在这部欢乐的电影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在
一个特殊的时期，以一种不再特殊的方式，愿它落
地生根，自由生长，让路过的观众乘凉，在难搞的
日子里笑出声来。”

喜剧电影《大赢家》

线上免费首映

据新华社巴黎3月19日电 戛纳国际电影节组
委会19日发表声明说，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
延，原定于5月举行的第7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推迟
举行。

组委会在给媒体的声明中说，原定于5月12日
至23日举行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不得不推迟。目前正
在研究几种方案，其中可能性最大的是推迟到今年
6月底至7月初举行。

电影节组委会说，将视法国和国际公共卫生状
况的发展情况，并和有关各方共同协商后最终决定
电影节举办时间。

戛纳国际电影节与柏林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
际电影节并称为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为
“金棕榈奖”。电影节每年于5月中旬举办，为期12
天左右。

第7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因疫情推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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