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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体馆、上影集团、宋庆龄故居、龙华

寺、徐光启墓、丁香花园……提起徐汇区，演

员赵静如数家珍。 她不仅家住在徐汇区，还

曾担任过徐汇区的人大代表，履行过反映群

众呼声与要求、参政议政的职责。

赵静从影缘于她对艺术的爱好。 她出生

于一个干部家庭，从小学业优秀能歌善舞。高

中毕业时，学校宣传队老师对她说，我带你去

考艺术团吧， 就这样， 她被河南省曲艺团录

取，成了该团的一名青年演员。 她学习刻苦，

特别敬业，成长很快。 花旦老生都会演，能主

持歌也唱得好，是个全面手。上海电影制片厂

导演赵焕章为剧本《新风歌》到郑州挑选一位

河南籍的演员，正巧遇到赵静在主持节目，她

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主持风格落落大方。赵

导眼睛一亮，当场拍板“就是她了”。 将赵静

“挖”到上影厂出演主角宋文英，一炮走红。

后来赵静又主演过多部有影响的电影

如《街上流行红裙子》《冰山雪莲》《海之恋》

《笔中情》从而名扬四海。 赵静演技好，主要

是在河南曲艺团打下的基础，同时虚心向他

人学习，在艺术上不断打磨自己。 她先后向

老艺术家赵铮、赵焕章、秦怡、张瑞芳、冯淳

超、谢怡冰、达式常讨教过演技与演戏经验。

为了适应角色的各种需要，赵静还学会了打

枪、骑马、开摩托车、开汽车与开飞机。 1985

年正当在银幕上风生水起之时，她考上了北

京电影学院明星班，与唐国强、宋春丽、郭凯

敏等成为同学，通过系统的戏剧理论与技能

的学习、实践，使她如虎添翼。

端庄美丽是赵静的本色， 但她勇于挑战

自已， 选择了一些性格与自已相反的角色来

演，如善于吆喝的卖大饼姑娘、外向型的管理

员，具有粗犷美、刚毅美的西藏姑娘金珠达娃

等。赵静说：一位演员无演技，光靠漂亮脸蛋，

是不会成功的，迟早要坐冷板凳或被淘汰。

赵静的人生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中年时

她患过动静脉瘘的病，十分痛苦，严重影响

其健康，作了介入手术。 她以坚定的信念与

顽强的意志战胜疾病，重返影视圈。 2017 年

在《我是医生》饰演角色获澳门国际电影节

最佳女配角奖。 在《勇敢的往事》中饰演角色

获 2019 年第十七届电影表演艺术家学会

奖。 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与中年女性不能

演了，她便在剧中演老太太、妈妈的角色，仍

在不懈地追求。

赵静的影视艺术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与欢迎。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她的粉丝就为

她开设了“静姨吧”。 有个女孩从江苏宿迁赶

来，特意带来了她爱吃的点心；还有个山西

女孩，见她不喊不叫，只是给了她一个 U 盘，

里面是她所演的全部角色和照片；香港也有

个粉丝数十年来保存了所有刊发赵静的文

章和照片的报刊，有的连赵静自己也没有见

到过；再有个河北来看她演出的女孩，自己

买了最好的票并安排好住宿，见到心仪的偶

像后，送上鲜花和一幅十字绣，绣的赵静惟

妙惟肖。 赵静知道女孩来自农村，心里很过

意不去，一定要请女孩吃饭，还买了礼物点

心让女孩带回去给父母。

赵静由于人长得标致、漂亮，圈内外不

乏追求者，她也常收到一些求爱信，但几十

年来从未传出过任何徘闻。 她深爱自已丈夫

与孩子，常与他们一起外出旅游；积极操持

家务，烧得一手好菜；耐心辅导孩子的学业。

她说：女性要自爱、自尊、自强、自立，不是说

说而已，要切切实实贯彻在自己行动中。 著

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说过：要清清白白

做人，认认真真演戏，这句话深深影响了我。

退休后，赵静又拿起画笔，把心中的美

好都铺泻到宣纸画板上。 一个月就画得连内

行都称赞不已。 她的画作曾随中国文联代表

团参加中法艺术年在巴黎罗浮宫的展出，也

曾在艺博会上被有缘人士收藏。 后来她又拜

在国画大师陈佩秋先生门下，成为大师的入

室弟子，她刻苦学习，使自己的绘画水平有

了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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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静的影视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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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画 相海勇

也谈“街拍”

�马蒋荣

4 月 16 日，手机抖音

上有段女老师大骂一老头

在安福路上长期拍摄姑娘

大腿和胸部的为老不尊行为的短视频，

曝光了这个自称是正在进行“街拍”工

作，实则是专盯着街上小姑娘敏感部位

的“下作胚”。 这个既不是记者，又不是

专业摄影工作者的老头，其所谓的“街

拍”充其量就是以“街拍”为名来满足其

阴暗猎奇心理，不仅丢人现眼，而且也

玷污了“街拍”这个摄影专业名词。

“街拍”通俗说是街头摄影。 世界

上最成功的街拍当属《胜利之吻》，那是

美国《时代》杂志摄影记者艾森斯塔特

在 1945 年 8 月 14 日拍摄的，照片记录

了全世界欢庆二战胜利时刻的典型画

面———一名美国水兵在纽约时代广场

拥抱并亲吻一位素不相识护士的场景。

进入 21世纪，随着高端化数码相机

的普及和智能手机中摄影功能日臻完美，

摄影已成为普罗大众记录日常生活和旅

游娱乐的寻常技能，人人都是摄影师。 不

少人钟情于“街拍”， 把发生在城市马路

边、街道上有特别之处又令人回味的画面

收入相机储存，带回家细细观赏，还会利

用自媒体发到好友群朋友圈让大家共享。

笔者担任新民晚报特约通讯员至

今已整整 20年，“街拍”是担任特约通讯

员必需的，也同时成了我的业余爱好。据

不完全统计，新民晚报“声音”版和以后

的“读者之声”版，到现在的“帮侬忙”版

中已刊出我拟的新闻稿达 202篇， 其中

“建议与呼声”“随手拍”“有图有真相”及

为新闻稿配发的“街拍”照

片有 68 幅，而发在互联网

新民 APP相关新闻中辅以

文字的“街拍”照片更达 143幅之多。

我以为“街拍”可分为三大类。第一

类街拍是正面反映社情民意颂扬好事

善事的。 比如刊登在《新民晚报》2017

年 5 月 3 日《老人“坐等”绿灯让人顿生

敬意》的“新民晚报 2017 年度‘街拍’摄

影作品征稿”应征照片，最终被评为新

民晚报“2017 年度十佳街拍作品”之

一，获得了由新民晚报社、中国晚报摄

影学会、上海永业企业（集团）公司颁发

的获奖证书和 5000 元奖金。

第二类街拍是曝光揭露老百姓生

活中的短板问题和某些责任部门不作

为造成后果的，我自称为“啄木鸟”式的

街拍。 因为有“街拍”的新闻照片佐证，

马上得以解决， 比如刊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新民晚报》《医院广告太离谱，居

然挂上黑三轮》配了我的“街拍”照片，

很快黑三轮上的医院广告不见了等等。

第三类“街拍”则是中性的，春夏秋

冬的美景、南来北往的车流、街边口袋

公园的花红柳绿、可爱的萌宠等，根据

个人爱好各取所需。

笔者以为，要切记的是“街拍”取景

前，一定要掂量一下自己将拍摄的画面是

否合法，是否侵权，是否涉及他人隐私，更

不能触犯国家安全法。

也希望在安福路上那

个老头所谓的“街拍”

行为，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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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是一种提供阴凉环境或遮蔽

雨、雪的工具。雨伞的英文 Umbrella

来自拉丁文的 Umbra，是遮阳、阴影

处的意思。 在英国，由于多雨，一个

妇女往往备有六七种不同颜色的雨

伞，有的甚至多达十几种。 英国妇

女喜欢把伞当成装饰品，与服饰的

颜色相协调，因此英国是人均拥有

伞最多的国家，也被称为“雨伞

之国”。 不过，英国的第一把伞

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1747 年， 有一个叫纳斯·

韩威的英国人到中国内地旅

游，带了一把伞回英国，介绍给

英国人使用。后来，伞成为传统

的英国生活方式的象征， 成为

伦敦商人和官员必备之物，英

国人的象征———约翰牛就手中

拿着伞。在文学作品、电影中伞

也是不可缺少之物。 英国于

1969 年建立伞博物馆。

说到伞的发明，与木工匠开山

鼻祖鲁班有关。 据说鲁班在乡间为

百姓做活，媳妇云氏每天往返送饭，

遇上雨季，常常挨淋。 鲁班在沿途

设计建造了一些亭子，遇上下雨，便

可在亭内暂避一阵。 亭子虽好，总

不便多设，而且春天孩儿脸，一日变

三变，夏季雷阵雨，说来就来，亭子

还是难以抵挡突如其来的雨。由此，

云氏突发奇想，“要是随身有个小亭

子就好了”。 鲁班听了妻子的话，茅

塞顿开。 这位本领高强、无所不能

的中国发明大王依照亭子的样子，

裁了一块布，安上活动骨架，装上

把儿。 于是世界上第一把伞就这样

问世了。伞的出现，在当时引起了轰

动，被称作“能移动的房屋”。鲁班出

生于公元前 507 年，由此推测，伞在

中国的发明已有数千年历史。

伞的用途，不仅仅是用来遮阳、

挡雨雪，而且其他用途诸多。 在 18

世纪的英国， 伞一度是女性的专用

品， 表示女人对爱情的态度。

把伞竖起表示对爱情坚贞不

渝；左手拿着撑开的伞，表示

“我现在没有空闲时间”；把伞

慢慢晃动，表示没有信心或不

信任；把伞靠在右肩，表示不

想再见到你。

在中国古代，伞是帝王将

相、 达官贵人权势的象征，这

在《晋书·舆服志》中有明确记

载。 伞的用料、色彩、尺寸就像

头上的乌纱， 身上的朝服一

样，也是区分官职大小，身份尊卑的

一种标志。如汉代规定：食粟二千石

以上的九卿、三公用黑伞，三品以上

的官员用青伞。 而宋代则天子用红

黄二色，庶僚一律用青色等。

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伞也曾

经是庄严和帝王的标志。 泰国国王

外行，金色罗伞张立于后。缅甸君主

的尊号是巨伞之王。 日本天皇每次

出游，总有一持伞者恭敬陪同。

在东南亚一些国家， 人们每当

为亲人扫墓后， 都要一把随身带的

伞插在坟墓上。他们认为，伞能给已

逝的亲人挡风遮雨。当然，这只是一

种祭奠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