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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汉的巴风民俗是古代巴人集体
智慧的结晶，随着岁月的不断更迭，很多
传统的民俗也在逐渐消失。我想通过手
中的相机、用光影的形式挖掘、记录这一
区域的民俗文化，给后世子孙一个交
代。”中国民俗摄影家、年近 70 岁的谢兴
双是宣汉人，家乡大巴山的山水从小就
熏陶了他爱美、发现美的秉性。从上个
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他就利用业余时
间扛起照相机，寻找、记录身边的美丽山
水和风土人情。

从 20 多岁开始玩摄影，40 多年来具
体去过多少次乡镇，拍过多少张民风民俗
照片，谢兴双说“实在不记得了”。只知道
每次去乡镇，当地民风民俗的美和当地人
的勤奋和善良都让他感到“震撼”。尤其
是巴山大峡谷，他去了还想去，去了还要
去。他说：“我感到有一种责任，觉得应该
将这里独特的民俗文化用镜头真实地记
录下来，让大家都来保护它们。”

好奇是动因，兴趣成自然。谢兴双感
叹：“我年轻时玩摄影，最初是没有什么责
任感和使命感的，通过不断学习，从外国
摄影家来中国拍摄的故事中受到激励，再
通过参赛、投稿，知晓民俗摄影的重要性
之后，就开始持之以恒地记录民俗活动和
民俗现象。其中，尤以宣汉的巴人习俗题
材为重中之重，拍摄了数万张可以配称

‘人类的记忆’的图片和资料。”

拼命：不错过每道风景

上个世纪七十年末，谢兴双在月工资
只有 36 元的情况下，节约了一年，凑齐
100元人民币，买了一台“海鸥”牌双镜头
相机。装上价值七八元的国产乐凯胶卷，
开始了“咔嚓”之旅。后来，多用富士胶卷
和柯达胶卷，价格要贵过国产胶卷的一
半，一个日产胶卷36张拍摄结束加上冲卷
费和彩扩费，需支付25元。于是，“烧度”
冷下来，“慢拍”若闲了。

何为“慢拍”？谢兴双说：“一个胶卷，
得计划一二个月时间，断断续续拍摄，方
才可行。过去宣汉县交通不便，上山下乡
全靠“扳脚板”，上班族请假不易，到不了
远地方，也限制了拍摄。”

有限的资金，难达的“巴人村”（原百
里峡现巴山大峡谷），不多的业余时间
……老谢充分利用年年走亲戚和节假日
的机会，拍摄人们的衣、食、住、行和红白
喜事、春播秋收、商贸情景等。这里聚居
着6万余名巴人后裔——土家族人，是巴
文化发源地的核心区，拥有5000多年辉煌
灿烂的巴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完整的传
承。他们头包白帕、穿花边衣服、大块吃
肉、住吊脚楼、跳摆手舞、唱薅草锣鼓……
为了拍好巴山大峡谷片区这些带有古老
巴文化气息的照片，谢兴双无论天晴还是
下雨，无论刮风还是下雪，他一有时间就

去。有次为了拍巴山大峡谷雪景，谢兴双
在山上连住了三天，仍没等到天晴取景的
机会。尽管经历了这些苦和痛，老谢从不
后悔。

在使用胶卷相机拍摄的二十年中，老
谢先后用坏了两台“海鸥”，一台“雅西
卡”，一台“美能达”。2007年，谢兴双开始
使用全画幅单反数码相机。他说：“数码
相机拍摄的照片，电脑上就可以观看，看
似比胶卷相机贵，但实则花销少。再就是
道路交通的改善，我租着摩托车、小车上
山下乡，一年四季，全县五十多个乡镇全
部拍了个遍，大大丰富了我的巴人民俗图
库。”

谢兴双近年来的摄影作品获奖不
少，《宣汉县城全景图》初选入围首届锦绣
中华（金鼎奖）全国风光摄影大赛；《剃胡
子》摘取新加坡知识碗国际沙龙巡回赛金
牌，同时入选的还有《上车》《刻苦学习》两
幅作品。而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八
届国际民俗摄影“人类贡献奖”之记录奖
的《巴山人打谷子》组图中的场景，他说：

“那真是我熟悉的类似于传说中的‘刀耕
火种’这样古老而又久远的农事活动。因
其是家乡的人和事，可以说，闭上眼睛能
看见，捂住耳朵能听见。”

得知谢兴双的作品《剃胡子》荣获大
奖，好友向荣立即作诗“跋山涉水觅奇景，
风霜雪雨伴人生。一镜猎寻多趣文，多思
常在画中行。”表示祝贺。

追求：巴文化热起来了

“老谢，最近下乡采风有没有新发现
呀？”“老谢，有机会我也跟你一起拍些民
俗照片啊。”“老谢，最近有什么好的民俗
照片，尤其是关于民俗的组照要第一时间
发给我们《新宣汉》杂志哟！”……

宣汉摄影圈的同行，没隔几天就会给
老谢打电话要求分享他的成果。老谢出
手的照片，往往能够在本地的摄影圈中引
起不大不小的轰动。

宣汉古老的巴文化和神奇的民风民
俗，通过老谢的镜头、笔端，频频在国内外
各大报刊亮相。1992年，与他人合作、图
文并茂的《巴人村》在《南方周末》刊发；
2008年，组照《小镇上的画家》获得中国摄
影家协会举办的国展优秀奖；2009年，图
文并茂的《姚氏祠堂》在市级媒体上刊发；
2014年，《缝补》入选阿尔塔尼国际摄影大
展……

老谢还不断通过参加各种不同层次
的摄影展览，不失时机地把宣汉的民俗文
化推向世界各地。折腾几十年，老谢终于
等到巴文化“热”起来了。“国家级4A风景
名胜区”“最美中国文化旅游目的地”“全
国规模最大的文旅扶贫示范区”“龙泉黄
连村土家新寨、鸡唱坪村成功纳入全国乡
村旅游扶贫试点村”……无尽的荣誉与耀
眼的光环涌向了巴山大峡谷，千百年来隐
藏在大山中的土家山寨变得越来越富裕，
越来越有魅力。自信心高涨的土家族人，

敞开大门，笑迎四方宾客。
老谢说他近几年在与宣汉县地方志

编纂中心合作筹拍《巴人图志》，他跑遍54
个乡镇，抢救性补拍了传统建筑、桥梁、山
寨、古墓、石头牌坊、传统服饰、刺绣、生活
用具、生产工具等。《巴人图志》将以罗家
坝遗址与巴人习俗之综述为切入点，拟分
宗教信仰、人物服饰、建筑居住、农耕文
明、生活习俗、商业贸易、礼仪艺术、制造
创造、游戏娱乐等类别，采用图文并茂的
形式，兼具史料性、知识性、趣味性。这将
为充满传奇色彩的宣汉巴人史，填补上重

要一页。
老谢，用他半辈子的光阴，凭他手中

的相机，用光影的形式向世人展示着巴文
化和宣汉的民风民俗。他了解文化的魅
力，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趁我现在走
得动的时候得抓紧时间去做这些事。如
果有一天我真的走不动了，这些宝贝就真
的永远消失了。”

谢兴双就是这样一个拼命的人，凭借
双腿和相机，与时间赛跑，与生命赛跑，把
那些珍贵的巴风民俗文化一点一点抢回
来。

当今世界,人人追求个性,特别是在互联
网中，使用不同风格的“字体”聊天就是一个
例子。除了传统的宋体、楷体、隶书等，人们
已经不再满足于现有字体，于是“字体设计
师”应运而生。前不久，来自万源蜂桶的小伙
易礼然签约全球最大中文字库——方正字
库。未来，或许你网上聊天和手机主题上使
用的就是他设计的字体。

“稀有”的字体设计师

2019 年 12 月 5 日，易礼然所带领的设计
团队与全球最大的中文字库——方正字库成
功签约，这距离他正式成为“字体设计师”不
过两年。

易礼然出生于万源市蜂桶乡，平均海拔
1700 米，境内群山环抱。在交通不发达的年
代，生活在此的人们很难走出去，对于外面的
世界，除了课本就只有邻居的黑白电视。易
礼然被电视上“苹果在跳舞”的画面吸引，决
心跳出农门。“当时看不懂电视里的寓意，后
来才知道是广告，要学美术和设计才能做出
来。”为此，他发愤图强，成为家中5个兄弟姊
妹里唯一的大学生。

毕业后，为了还清大学生助学贷款，他先
后在广州、成都等地打工，从广告业底层一路
打拼至今，拥有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广告公
司。公司稳定后，他又开始重拾兴趣，在字体
设计上下起了功夫。让易礼然没想到的是，
从前做广告设计，业界“技术大牛”众多，请教
学习很容易，但从事“字体设计”的人却寥寥
可数。“我朋友圈里包括方正、仓仪字库的高
层在内，遍布全中国的同业者也不过 400 余
人。有一次开行业交流大会，四川只有我一
个人去。”这让他不由感叹自己成了“珍稀动
物”。

字体设计师≠书法家

“99.9%的老百姓，都不知道字体是一个一
个设计出来的。”方正电子字库业务部副总经

理黄学钧这样的感叹，易礼然也十分认同：
“大家一般都认为这个东西是机器做出来的，
横竖撇捺，‘扔’在机器里，黑体字、宋体字就
出来了。”

易礼然介绍：“字库里的字体，其实都是
手写的。设计一款中文字体，至少需要 6763
个字。像我们和方正签约的这款，包括字母
符号有7432个字，加上繁体起码得1万个字以
上。团队合作少则需要半年时间，多则需要
两三年，单人完成则更久。”

在外人看来，以40分钟写完800字高考语
文作文的手速都只能算慢的，字体设计师是
否过于“龟速”了？易礼然回答道，“为保证风
格的统一，设计的每个字都需要设计师一笔
一划地仔细勾勒、调整，半小时能写好一个字
算快。我们团队几个人加起来，一天仅能完
成21个字。”

易礼然介绍，通过电脑扫描手写稿，然后
矢量化映射到码位后，字体厂商完成优化轮
廓质量、字形检测调整、封装文件等工作后，
手写体才能走进千家万户。在常见的字库
中，楷体古朴秀美、极具历史感；隶书笔画圆

润，起落顿挫有致……得益于中国博大精深
的书法文化，科技手段让人们能轻易使用王
羲之、颜真卿等书法大家的字体。

同样是写字，书法风格是自成一派，字体
设计亦是“独家配方”，这两者有时也让人混
淆。易礼然解释说，“这两者其实区别很大，
书法是为自己，字体设计是为他人；书法风格
是长期形成甚至一生不变的，而字体设计则
是根据需要的不同时常变化。前者是一种汉
字笔画艺术，后者是能融入图案等丰富形式
的‘设计’。”

期待新字体能被广泛接受

易礼然形容自己与方正字库的签约是厚
积薄发，这一点从他的朋友圈就能看出。自
他2016年将工作重心放在字体设计以来，他
坚持每天设计一个字，至今已累积上千个。

比如他设计的24节气系列，“冬至”二字
是他在成都郊区找到一处废弃水田后，以土
为笔，将田坎整墒成“冬至”两字的外围，往内
注水，作为“冬至”两字的笔画，以表达冬天掉
进水田的感觉。在设计“小满”二字时，他又

用自然生长的葡萄与葡萄藤为笔画借寓成
熟。在他的作品中，还不乏甲骨文或在建筑
中常见的CAD图纸元素，新奇独特。

2018 年以来，易礼然的作品先后入选巴
尔约代夫邀请展、乌克兰国际海报三年展、北
京国际设计周、字酷国际汉字艺术设计大赛、
adobe纹藏邀请展等国内外展览50 余次。谈
及获奖，易礼然称自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我特别喜欢王羲之的行书，前不久我还专门
前往西安碑林现场感受，让笔画走势了然于
心。”

以独特的手绘字而闻名于世的日本平面
设计师平野甲贺，是易礼然近期特别喜欢的
对象。“同属汉字源国家，平野的汉字设计作
品在表现性和叙事性上让人觉得很有力量，
在中国也有很大影响。”易礼然表示，“我始终
坚信我们自己的文化才是最优秀的，所以我
一直把我们万源的红军精神、达州的巴人文
化贯穿在我的设计中。我现在的这款字库，
主要用于平面广告和艺术设计，接下来我想
做一款更加大众化的字体，希望能受到大家
的喜爱。”

市科普作协去年再创佳绩易礼然：万源走出的字体设计师
□本报记者 戴静文 文/图

◀设计作品《冬至》 设计作品《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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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他的人都叫他老谢，
谢兴双这个真名反倒被人淡忘
了。40多年来，老谢背着相机，
静静行走在宣汉的山水间。敦
实的他用手中的相机向世界传
播宣汉的巴风民俗，让神秘而
古老的巴文化走向世界的舞
台，将传统中国文化播种在年
轻人的心里。

他热心于给世人讲巴文化
的故事，醉心于宣汉民风民俗
的拍摄、保护。社会各界人士
惊叹于他镜头里巴风民俗之
美，痛心于古老文明的远去。
在谢兴双作品的感染下，部分
参观者当起了宣汉巴文化的志
愿者，让更多不同层次的人群
走进宣汉，走进巴山大峡谷去
看去听去感受这块土地的无穷
魅力。

□王兴寨/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摄影作品《剃胡子》

摄影作品《婚俗》

谢兴双在西藏古格王国遗址换镜头

本报讯 近日，达州市科普作协 2019 年年
会暨会员新书发布会召开，会议对 2019 年工作
进行了总结，对2020年工作进行了安排。

2019 年市科普作协各项工作取得优异成
绩。六人获得“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成立四十周
年杰出贡献奖章”；三人获得“四川省科普作家协
会成立四十周年突出贡献奖章”；一人获得“四川
省科普创作新秀奖章”；一人获得“四川省科普创
作工作先进个人奖章”；达州市科普作家协会获
得“四川科普作家协会优秀团体会员”称号；会员
刘秀品、彭万洲进入达州市“大师培养计划”，会
员向胤道进入达州市名师培养计划。会员发表
科研科普文章 2000 余篇，作品体裁涵盖科学童
话、科技故事、科普诗歌、散文、小说、纪实文学
等，并组织开展了多次科考采风活动和科普作家
进校园活动。

会议还举行了会员新书发布赠阅仪式。刘
秀品的《壶里乾坤》以风趣幽默的笔触介绍了中
国的酒文化。朱道元的《大山并不沉黙》结合多
年法治工作经历，写出了来自大巴山区里的法治
故事。何德林将近年创作的歌曲和歌词进行整
理归纳，出版了《神州飞歌》《歌海词叶》。新书作
者何德林、朱道元还在会上分别谈了自己的创作
感受。 （本报记者 王万礼）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的短经典》日前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新版，该丛书编选了21位获奖
作家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代表作。

据介绍，这套“短经典”以兼顾艺术和文学史
为遴选原则，收录了作家王蒙、张洁、宗璞、阿来、
李国文的散文，贾平凹、苏童的短篇小说，毕飞
宇、迟子建、李洱、徐则臣的中篇小说等。每本书
都以作家的一篇散文标题为书名，同时收录了作
家的获奖答谢词，全面展现作家的创作实绩、艺
术品位和思想内涵。

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2013 年出版了第
一套《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的短经典》16种，此次
改版扩充到21种，增添了第九届和第十届的获奖
作家，原有作家的篇目也有所增加。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自
1981年设立迄今，已近40年，获奖作家近50位，
在读者中影响巨大。 （新华社）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的短
经典》新版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