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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里的稻草人、老街上的骑

行者、踩水车的农民⋯⋯对土生土

长的永康人来说，“难忘的情”摄影

展是一场富含情怀的影像盛宴。

创作者楼美如将镜头对准农耕田

园、老解放街、游历途中的村落文

明，一张张精彩的画面令人久久驻

足。

在“记忆永康”专题展板前围

聚了最多的观展者，他们看着照片

中熟悉的景象，发出热烈的讨论。

“这个卖壶的摊位我也曾见

过。”市民陈丽影对同伴感慨道，

“那时，我们把解放街叫作‘永康

街’。到了‘永康街’，才算是进城

了。”说起往事，陈丽影一下子打开

了话匣子。在她的记忆里，解放街

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狭长街道，两旁

店铺鳞次栉比，常常能看到流动的

耍猴艺人、钉鞋匠，听到手扶拖拉

机的“突突”声、摊主的吆喝声、孩

童的嬉闹声。每次来到解放街，都

令她感到无比兴奋。

这条老街承载了几辈人的记

忆，它的消失也象征着一个旧时代

逐渐离人们远去。在老解放街正

式拆迁前，楼美如拿起相机，一头

扎进街巷，为这条陪伴永康人走进

历史的老街留下珍贵的影像。她

的作品切入点很小，画面朴素而鲜

活，将这条街上的风物人情、生活

景象、建筑物像一一呈现，仿佛在

诉说一段段真实发生的故事。

摄影展以“难忘的情”为题，楼

美如告诉记者，在她的摄影生涯乃

至整个人生中，最令她难忘的就是

“三农”情结。楼美如从事“三农”相

关工作 30 年，对农业有很深的感

情。退休后，她又走访浙江中部丘

陵山区，把镜头对准乡村田园，花费

5年时间，拍摄上万张原生态的农耕

生活，集结出版了影像集《农耕》。

“在现代农业大规模渗透的当

下，我希望记录正在消失的农耕文

明，为历史留存图文档案。”楼美如说。

在观展结束后，诗人、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陈星光向楼美如赠送

了一首诗歌《农耕，缓慢难忘的时

光》：传统农耕在你镜头下复活/仿

佛看见黑白肖像的爷爷和父亲/又

弯下腰身/一次次在田野起伏/身后

跟着的小屁孩/是我⋯⋯

□融媒记者 高婷婷

在摄影展上，楼美如还带来了

一本名叫《庚子年记忆》的手工书，

供参展者翻阅。

农历庚子年伊始，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人们的宁静

生活。宅家抗疫期间，楼美如用影

像和文字记录下永康人、新永康人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从浙江省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降为三级响应，从疫情防控严把关

到疫情防控“常态化”，从生产“停

摆”到全面复苏⋯⋯

“摄影和其他艺术创作形式不

同，它必须依托现实，所以我们摄

影师有见证和记录时代的天然使

命。”楼美如说。疫情侵袭下，以往

触手可及的日常变成了非日常，昔

日繁华的步行街门可罗雀，路口设

了不少检验点，行人戴着口罩，自

觉和旁人保持社交距离⋯⋯楼美

如每次出门采购都会带上相机，拍

摄疫情笼罩下的永康城。

这本《庚子年记忆》从普通人的

视角切入，图文交叉，展示了各行各

业的人们抗击疫情的过程。在书

中，既有不分昼夜守在检验点的党

员干部，也有排队领取物资的外来

务工人员，还有戴着口罩、行色匆匆

的外卖员⋯⋯“我们的生活能这么

快恢复正轨，是在市委、市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全市干部群众凝心聚力

协同作战的成果。”楼美如感慨道，

特殊时期，更见凡人的伟大。

永康非遗元素
融入《前黄双英》

昨日，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为

进一步提升市博物馆便民惠民服务水平，

推进“数字博物馆”建设，博物馆预约系统

再次升级，推出“一卡通”服务。

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卡

通”服务从 3 月 9 日推出，除了线上预约方

式之外，新增身份证和社保卡（社保卡限

长三角‘三省一市’）刷卡入馆，自动查验

健康数据，免去了市民线上预约，出示健

康码的流程。

未携带身份证或社保卡的市民，还可

通过“文旅绿码”小程序，通过线上预约入

馆。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可凭老年证

等其他有效证件，前往入口处登记入馆参

观。

“该功能的推出，使得老人和小朋友

进馆参观更轻松无障碍。”工作人员还预

告了接下来的展出内容：3 月 21 日，推出

“施明德画展”；4 月 30 日，展出“红色记

忆·金华革命斗争史展”。

需要提醒的是，疫情期间，市博物馆

将继续实施测温、预约、亮码、戴口罩等措

施，请前来参观的市民朋友们戴好口罩、

带上有效身份证件，并提前申领健康码，

共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记录真实 为时代留存影像记忆

楼美如：乡愁是我的创作底色

13 日，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楼美如创作的“难忘的情”摄影展在市老年大学举行。
这是楼美如的首次个展，历时四年筹划，集结了“农耕”“永康记忆”“我的采风集锦”三个主
题，共展出100多张摄影作品，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

摄影展开幕当天，《中国摄影报》“影像天地”代表也来到现场，参观了楼美如摄影作
品。《中国摄影报》副总编柴选评价：“这是一次非常有水平的摄影展。永康作为一个县级
市，孕育出了数量庞大、优秀的摄影家群体，令人刮目相看。”

留住正在消失的故土记忆

以艺战疫 制作《庚子年记忆》手工书

□融媒记者 高婷婷

近日，我市首部本土革命题材电影

《前黄双英》开机拍摄。开机仪式上，永康

锡雕国家级传承人盛一原献上为该电影

打造的锡雕作品《双英》。“英”与“鹰”谐

音，寓意鹰击长空、展翅翱翔，象征着对剧

组的美好祝福。

此外，由钉秤行当起家的凯丰集团的

手工钉秤师傅也在剧中客串了一把，将原

汁原味的永康钉秤手工艺带到这部作品

中。

与此同时，国家级非遗项目醒感戏经

典剧目《毛头花姐》也出现在了该剧拍摄

中。非遗传承人、醒感戏演员们个个精神

抖擞，唱念做打使出十成功力，力求在镜

头前以最完美的状态展现永康传统戏剧

的魅力。

据了解，近几年，在市文广旅体局和

市非遗保护中心的不懈努力下，永康醒感

戏发展势头良好，常年巡演于永康各镇

街区，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永康锡雕、钉秤工艺、醒感戏等永康

非遗元素融入电影《前黄双英》，将对我市

非遗文化传播、非遗精品项目“走出去”起

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市博物馆推出
“一卡通”服务

□融媒记者 吕鹏

“乡愁是我的创作底色，也是

我的灵感源泉。”楼美如表示，无

论是老解放街，还是传统农耕，又

或是旅行中的村落见闻、疫情下的

永康，她的摄影创作都紧紧围绕着

“乡愁”两字展开。

“乡愁是一种故乡情怀，我们

有时用它指代地理上的家乡，有

时 用 它 表 示 日 渐 荒 芜 的 精 神 家

园。”楼美如说。在连轴转的现代

社会，曾经触手可及的山水田园

成了人们向往的诗和远方。

楼美如退休后的十几年，她行走

全国，拍自己的故乡，拍他人的故乡，

将一腔朴素的情感和对生活的热爱

付诸摄影中。这一幕幕充满生活气

息、朴实的图景，勾起了观者的共鸣。

“留住乡愁，记录真实，为时代

留存影像记忆，这是我的创作初衷，

也是我会一直做下去的事情。”楼美

如对记者说。

乡愁是她的创作底色

《《农耕农耕》》

楼美如和她的作品楼美如和她的作品

醒感戏醒感戏《《毛头花姐毛头花姐》》直拍直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