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配画
她要拍二十四节气

跋涉两万里，
美女医生拍下绝美二十四节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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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2 月 4 日一大早， 28
岁的青简带上相机，开着车驶上
了去杭州的公路。这一天，是二
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西园梅
放立春先，云震霄光雨水连，”是
小时候她读过的“节气歌”。西园
在哪里？在她心目中的西溪。那里
的梅花正绽放着，是春姑娘的笑
脸……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创造
的，用以指导耕种，记录 寒 暑。
节气不同，气象万千。

青简是她的网名，她是上海
瑞金医院的医生，毕业于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她喜欢摄影。开
始是按自己的感觉拍摄，后来是
随“驴友”边走边摄。走到后来，
人走疯了，也拍摄出味道了，边
关的雪，江畔的渔火，都在她心
中留存着。现在，春姑 娘 来了，
她要去西园，要把这个画面拍摄
下来……

走近时，她嗅到了梅花的香
气，枝桠上，一朵朵梅花悄然开
着，在一处红檐灰瓦的老屋前，
青简举起相机，拍摄了第一张照
片。后面是屋，屋前是树，树上
开着梅花，她把 立春时的情景，
用梅花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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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美女医生，业余时间喜欢行走拍摄。
几年间，她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拍摄了一组
绝美的二十四节气图片。

二十四个节气，24 个地点，24 张图片，
从图上看节气，各地民俗，一目了然，被网
友誉为当年最美组照。此后，她又把图片的
使用权无偿送给公益项目，售后所得，可为
1.6 万个孩子提供一顿免费午餐……

转眼两年多过去了，为拍摄
二十四节气图，青简以上海为
基点，走过了大半个中国，行
程上万公里。为体现气候特点，
立夏、芒种等节气，她多在南
方取景，尤其是浙江。在不同地
点，她一共拍摄了 7 张节气图：
清明、夏至、寒露等。

而秋冬时节，她的取景地多
选择在北方，她觉得，那里才能
体现节气歌中“鱼上冰，鸿雁来”
的意境。大雪、冬至、大寒，她
是在零下 30 摄氏度的中国雪乡
拍摄的。小暑和大暑，她是在川
藏线上拍摄的。而谷雨、春分
等节气，她又把眼光投向了福建、
江西的大山，那里的人文与自然
景观，更有中国味儿……

2011 年 12 月 13 日， 最 后
一个节气“大寒”的图片选定后，
青简把这组图片结集发布到自
己的 博 客上，标明为“二十四
节气图”。二十四个节气，不同
的拍摄地点，不同的风情画面。
使用的是《康熙字典》上的字体，
分别标注着冬至、立春、白露
等节气的名称。从图上看节气，
各地风俗，一目了然，下面是诗
配画。

旋即，这组图片获得了网
友追捧，被誉为年内最美组照，
几天之内，被转载了十几万次。

“田间地头的瓜秧儿，酣畅淋漓
地生长着快乐，一个个的小瓜
儿把梦一遍遍地浑圆着……”这
是网友“九十九道弯”写的现代
诗，比喻的是谷雨等时节。

二十四节气图火了，青简的
名字也在摄友中流传着。一天
中午，在报上，青简看到了一个
公益项目——“免费午餐”，给
孩子们筹集午餐的钱款。她当
即打电话给对方：“我想把二十
四节气图的使用权，免费送给
孩子们。”

二十四节气图印出来了，在
各地举行的义卖会上，很快销

售一空。500 套图片，每套标价
100 元，一份 免费午餐 是 3 元
钱……也就是说，她的二十四
节气图，义卖所得 5 万元，可以
让 1.6 万个孩子，吃上一顿可口
的免费午餐。

一天中午，一位正在网上
漫游的同事，指着一组照片说：

“看，这组二十四节气图拍得真
美，诗情画意的，赶紧收藏了，
当桌面！”别的同事一看，都说
不错，作者一定是摄影大师。

青简没吭声，她不想说自
己就是那位作者，她不是摄影
师，是医生。

可到了下午，一位记者找
上门，问哪位是青简。瞒不住了，
青简只好承认。同事大惊，居
然是她？

青简还想接着玩，去拍摄
第二季的二十四节气图，选择
24 个取景地。消息在微博上贴
出来后，网友纷纷表态 ：“拍武
夷山，这里风景绝美。”江西网
友呼吁 ：“拍鹜源，那里是世外
桃源……”

丽水，大港头镇古街。今
年 5 月初，青简来到了这里，是
网友推荐的，为的是寻找“立夏”
的取景地。她想拍一个牧归的
画面。

郊外，一位耕作归来的老
者，戴着草帽，牵着一头水牛，
正慢 悠悠 地 走 来。青简一见，
赶忙上前，端起相机，咔嚓一声，
定格了这个场面。无意中，她拍
到了自己最想要的照片。见她给
自己拍照，老者不好意思了：“脚
上沾着泥巴，能好看？”

青 简忙 说 ：“ 好 看、 好 看，
劳动者才是最美的！”

6 月 21 日，周末。一大早，
青简又出发了，目标是南京紫金
山，也是网友推荐的。她要去
赏荷，拍一组荷花的图片，这一
天是夏至……（本文严禁转载、
上网、摘编）

2011 年 7 月初，靠 着 节假
日给同事替班，青简攒够了半
个月假期。休假当天，她坐上
了飞往成都的飞机，和驴友约好
了，一起去西藏，走川藏线。

越野车在路上行驶着，走
了两天了，海拔一点点增高，青
简的头有些晕，呼吸也有些吃
力起来。她知道，这是高原反应。

虽 然已是 7 月， 可一 阵 阴
云闪过，天上忽然下起了冰雹，
砸在车窗上，啪啪响个不停，一
边是山，一边是悬崖，人在车
里，心惊肉跳。司机小心翼翼
地开着车，青简的双手紧抓扶
手，眼睛紧盯着前方的路，一
句话也不敢说，怕司机分神。

小 心 行 进了 3 个 多 小 时，
直 到 天 快 黑 时， 才到了色 达。
刚 把 悬 着 的 心放下， 猛 然 间，

前方一块石头硌了车轮一下，车
子一下子蹿了出去。“快，把住
了！”

随着司机的一声喊，青简
的手下意识地抓紧了扶手。不
远处就是湍急的那曲河，车子
一下子冲上河堤，又咣的一声，
撞到了水边的一处土堆上……

好一会儿，车内有人问：“大
伙没事吧？好险！”这一刻，青
简觉得自己的魂飞了出去，在空
中划了一道弧线，掉进了浊浪里
……有人用手拉了她一下，青简
睁开眼睛，眼泪流了下来，是
庆幸。逃过一劫，车里有人问：“咱
还往前走吗？”

青简坚决地说 ：“往前走！”
7 月 7 日上午，太阳在林芝的雪
山上升起时，青简拍下了小暑节
气的图片……

2010 年 12 月 5 日，大雪的前
一天，青简来到黑龙江省五常市
山河镇北凤凰山一侧的“中国雪
谷”。

当天气温零下 25 摄氏度。人
下车了，脚冻麻了，寒风吹在脸
上，像针扎。青简跺着脚、呵着手，
一双眼睛却不够用了。这是她第
一次来东北，眼前，一片白茫茫
的雪景，一眼看不到尽头。树枝
上，屋檐上，山野里，到处是积
雪，踩在脚下，发出吱吱的响声，
用手攥一把，冰凉刺骨。

外面很冷，屋里很暖和，主
人端上小鸡炖蘑菇，鸡是家里养
的，蘑菇是山上采的。主人很热情：

“多吃点，明早要走山路呢！”听
得青简有一种说不出的暖意。

大通铺、热炕头，躺在炕上，
青简怎么也睡 不着，是不习惯。

雪谷的夜，静得出奇，青简感觉
月亮真大呀，清澈 得 像在窗前，
仿佛伸手就够得着。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青简
和驴友们出发了，目标是 15 公里
外的羊草山。山谷里，一行人深
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着，一阵旋
风刮来，她感到后背像被人猛推
了一把似的，两只脚情不自禁往
边上挪了一下。边上是雪坡，坡下
的雪，足有 2 米多厚，一旦站不稳，
滑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同行的驴友一把拉住了她：
“小心！”青简也吓出了一身冷汗，

前面的路更加艰险，还往前走吗？
此刻，她内心激烈地斗争着。回去，
可以躲开危险，可是拍摄目标无
法完成。往前走，风险是一方面，
体力也成问题。青简心里犹豫着，
脚步也慢了下来。一位驴友以为

她走累了，伸出手，将她的背包
接过来，扛在自己肩上，鼓励她：

“坚持，别落下！”
青简心头一振，是呀，别落下，

今天是大雪，得去拍！
青简加快了脚步，不知不觉，

一 行人 已登 上山顶， 这 是 海 拨
1200 多米的羊草山。此时，一轮
太阳，正从山下升上来。天气寒，
空气清，一望无垠，这才是古人
记述的大雪节气。迎着寒风，青
简端起了相机……

从 雪乡回 来， 青 简 变 勇 敢
了，也变成熟了。她由衷地感受
到，只有走遍全国，才能真正感
受二十四节气的真谛。同一节气下，
江南一片绿色，北国却已是风雪
漫天。图片贴出后，有网友留言：

“好想去山上撒野！”

这 组 照片，她取名“立春”。
拍摄二十四节气，她是受小燕子启
发的……

早在 2010 年 1 月初，一天中
午，几只小燕子欢快地叫着，飞
到了她家的窗台上。父亲见了，高
兴地说 ：“是喜燕，春来了！”一
句“春来了”，让青简听了，怦然
心动。小 燕子嗅到了春的气息，
报信来了，人反而觉察不到……

她决定跟着小燕子，去捕捉
春的气息。“七九河开，八九燕来。”
这俗语中，隐藏着节气时令。燕
来了，河开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念
头在心中冒出，她想跟着节气走，
把不同地域的节气时令拍摄下来。
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中国有 31
个省区，每个地域拍摄一张照片，
诗配画……

这张在西溪拍的照片，被青

简贴在了自己的微博上，立即赢得
网友的一片好评 ：“节气的情景是
这样的啊！”有驴友跟贴 ：“去西
溪的，报名啦！”有人想交流：“是
专业摄友吧？照片选景、角度、采
光都很到位。说说对主题的理解
……”

紧接着，青简又在清明、立夏、
夏至时节，分别去了余杭、富阳、
郭庄等地，连续拍摄了几组照片，
并为之写下了六七首词，其中一首
是这样的 ：“杭州好，雨后深山碧，
千树烟云千笔画，九弯溪水九张
琴，宣做梦中吟。”

拍上瘾了，也拍疯了，从春天
到夏天，再到秋天，鲁西南的秋色，
滇西北的夏日雪山，立夏时节，草
原上的云朵奇观……青简的微博，
一时间成了各地网友交流的地方。

拍大雪
险些坠下雪山

拍小暑
登上青藏高原

捐作品
资助“免费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