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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纱照，定格了人们一生

中最幸福美丽的瞬间，随着时

代的发展，婚礼前拍摄婚纱照

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6月25

日，记者分别走进祖孙三代的

家庭，还原他们的结婚情景，从

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择偶

方式、婚纱照及婚礼形式的变

化，见证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来，达州人生活水平的发展。

““

日前，由达州报
业旅行社承办，历时
一个月的通川区本
土文化知识网络答
题活动，在广大中小
学生热情踊跃极积
参与后结束征稿。
据统计，活动期间答
题 人 数 为 5000 余
人，收到绘画作品
500 余件，征文 100
余篇，目前活动主办
方正组织专家评委
对作品进行评审，结
果将于 7 月初在多
彩达州公众号及达
州晚报公布。

（赵娇）

通川区本土文化知识
网络答题结束征稿
7月公布评优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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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 物质贫乏
窄布衣裳当婚服

“照不起相。”任爷爷今年87岁，69年
前物质匮乏，没有钱照相，直到70多岁时
补拍的婚纱照，这也是两老第一张合照。
80 多岁时为了给儿女赠送房产等固定财
产，才和妻子王婆婆补办了结婚证。

“小时候读了 4 年私塾，能文习字，成
为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任爷爷回忆，
一次，他与私塾先生给别人做白事，担任理
事先生，俗称“夜讨口”，只有12岁的他，小
小年纪就能承包白事的大半部分工作，一
个人跑通场，刚好这一切被岳父看在眼里，
岳父觉得小伙子很“出众”，就决定把王婆
婆许配给他，并多次主动上门说亲。那时
候，女方向男方提亲的情况不多。

岳父一家既是裁缝又做着卖布的生
意，家境比任爷爷家好些，但是任爷爷母亲
由于没有见过王婆婆，不太同意这门婚事，
最后在王婆婆姐姐的游说下，订下了“娃娃
亲”。而在订婚之前，任爷爷和王婆婆从未
见过面。

1950年的冬天，任爷爷与王婆婆举行
婚礼，那时他17岁，她16岁。任爷爷事先
花了1元钱买了1匹窄布，只有七丈长，一
半是洋纱，一半是土纱，再把布拿去染成冬
瓜蓝，然后一人做了一套新衣。“结婚那天
冷，只做了外面穿的，里面没得，就找去年
刚刚结婚的姐姐家借了一件长棉袄穿在里
面。”任爷爷告诉记者，王婆婆家境好些，娘
家还置办了银柜等贵重物品，其中一套用
窄布做的长枕头，保存至今。

任爷爷和妻子王婆婆的婚姻是“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而这风风雨雨的69年间，
即便有争吵，也从来没有离婚的想法。50
年代，家里以务农为主，每年在学生上下学
期做四次笔墨生意，一年有收入10多元，
家里除了买布、盐等生活用品外，没有其他
开销，结婚时总共花费4-5元。“结婚第二
年，就当了村干部，一个月2元工资，生活
就越来越好了。”任爷爷骄傲地说，自那以
后他就没有再做笔墨生意。

每一代人的“婚纱照”
都惊艳了时光幸福了人生

80-90年代 “打工潮”来临

真正的婚纱照出现

1997年，为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水平，
王女士和丈夫陈先生先后到广东一带打
工。“起初，同村出去打工的人很少，尤其是
女人，担心女人出门容易被拐走，出去了就
回不来。”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和亲戚朋友
一共5人出去打工，几人挤上一辆火车，2、
3 天才到目的地，途中曾在重庆睡一晚露
天旅馆转车。

在广东工作了 2 年后，两人拍了第一
套婚纱照。“穿一套白婚纱，拍了四张照片，
共花了20元。”王女士对此记忆犹新。“化
妆就化一两个小时。”她对于这漫长的等待
既焦急又兴奋。90年代的婚纱照，真正的
婚纱照出现，照片不再是简单的记录，除了
服饰，还会摆各种各样的姿势，化精致的
妆，成品装订成册，拿回家随时翻看。

当年订婚和结婚的情景是怎么样的？
1987年，订婚，4年后，结婚，那年他22岁，
她20岁。

王女士与陈先生是同村人，两家距离
近，中间隔一道梁，站在梁上喊一声“吃
饭”，可以端着饭到对方家夹个菜。正是因
为知根知底，在媒人的介绍下，两人很快顺
利订婚，“当时也有自由恋爱的现象，但是
在农村如果男女走在一起都会被人说三道
四，订婚时连同一根板凳都不敢坐。没什
么愿意不愿意，都是父母说了算。”王女士
说。

订婚那天，两套衣裳、一个皮包、两双
鞋、一把伞，就算订亲。结婚当天，新娘家
要置办好可供一辈子使用的电视柜、衣柜、
盘子、碗、棉絮等生活用品，新郎的结亲队
伍在新娘家吃了午饭才回去。王女士激动

地说：“那天特别热闹，打着锣、敲着鼓、吹
着唢呐，乡里乡亲的都来，晚上还特地请人
在家里院坝里头放了场电影。”

00-10年代 新元素“涌”进

旅拍成为新时尚

2003年，张玉与刘华第一次见面的场
景记忆犹新，他俩是朋友介绍认识的，在州
河边船上见面的，刘叔叔戴着眼睛，“我看
他这位还很顺眼，低调稳重，就留下了电
话，后来他就经常联系我”。过了几个月，
在那一年7月，张玉过生日的时候，刘华准
备了金耳环、生日蛋糕和一大棒鲜花在亲
戚朋友见证下求婚，同年12月两人进入婚
礼殿堂，刘华比张玉大7岁。当时，张阿姨
拍婚纱照时选了三、四套衣服，有白婚纱、
晚礼服等。

2019年，25岁的陈莉迈向了人生新阶
段，她与丈夫柏科自由恋爱后，走入婚姻的
殿堂。谈起拍婚纱照的经历，陈莉脸上浅
藏幸福的笑容。

“旅拍是当下流行的婚纱摄影方式，与
传统的室内拍摄相比，风景更加自然，富有
生机和活力，辛苦却浪漫。”陈欢告诉记者，
选婚纱前，她心里早有主意，经过对达城婚
纱门店的对比，最终将目标锁定了一家以
旅拍为特色的婚纱店。

陈莉的大部分婚纱拍摄都是在重庆市
一婚纱影视基地完成的。她先在网上查询
后，确定了三套服装，分别为一套白色婚
纱，其中一组照片带有森系风格，场景为阳
光草地以及树林秋千；一套爵士风格的生
活便装，在马场；另外还有一套中国风服
装，在室内拍摄的。在陈莉看来，使用中国
风服装作为主婚纱的还是比较小众，而且
与西式风格的婚礼现场不匹配，但是可以
拍一两张作为纪念，拍摄婚纱照一共花了
5500元。

天长地久国际旅拍婚纱摄影店是达城
为数不多的以“旅拍”命名的婚纱店，老板
牟明原来在一个小镇上开照相馆，在婚纱
婚礼行业做了 20 多年：“这 20 年来，婚纱
婚礼行业变化很大”。在拍摄婚纱照方面，
以前，新人大多都是到照相馆拍一张黑白
证件照，再到后来就拍摄彩色晚礼服，然后
就是一张西方的白色婚纱，而今大家不仅
仅在照相馆内拍摄，开始流行在全球各地
进行旅拍，且风格多样，例如：民国风、汉服
等具有中国元素的主题婚纱。在婚礼现
场，新人不满足于传统的布置，而是呈现海
洋风、星空风等多种主题。“婚纱婚礼行业
流行是一个循环，也许以前不流行的，现在
开始流行，现在流行的，过段时间就不流行
了。”

□见习记者 陈玉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