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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课堂

行行
摄摄

夏天的雨，总是不期而
至。如何才能把雨这个题
材拍好呢？

在 环 境 光 线 较 好 的
情况下，快门速度设置为
1/1000 秒左右，基本上能
把空中下落的雨滴凝固下
来；快门速度在 1/60 秒左
右，能拍出雨条的效果。

想要在雨天拍出梦幻
光斑，不要对着雨滴对焦，
你要对着陪体（雨伞、植物
等）对焦，再用大光圈拍
摄。拍摄玻璃上的雨痕则
需要对着雨滴对焦，同样用

大光圈拍摄。想拍摄水花
飞溅的照片，则需要极大的
耐心。首先你要尽量蹲下
或贴近地面，然后把快门速
度调高，当雨滴在地面溅起
来时，迅速按下快门。掌握
这些基本技巧后，就可以考
虑具体的雨天拍摄题材了。

路上的行人 雨天的
行人总是各色各样，有的急
着躲雨，有的撑着伞慢慢悠
悠……只要多观察，总能拍
到精彩的照片。

利用倒影 下雨后，路
面会有积水，这时就能利用

积水来拍摄有趣的画面。
植物上的水珠 雨后

的植物总是颜色鲜艳，残留
的雨滴还会给植物增加一
份灵动，此时来个特写画
面，好看又生动。

雨中的雨伞 下雨天
最常见的元素之一就是雨
伞，最常用的拍摄角度是俯
拍。如果俯拍不了，你可以
拍一些雨伞的特写。

透过玻璃看室外 下雨
天的这个视角，利用附在玻
璃上的水珠、水痕可以渲染
氛围。（摘编自《摄影与摄像》）

雨天适合拍五类题材■读步天下

《中国人的茶事》

作者：戴明华
出版：湖南人民出

版社
推荐理由：全书依

托丰富的茶书典籍、人
物故事、古典诗词、传世
茶画，捕捉中国茶的高
光时刻。

■教学心得

活用美声吐字法

在民族声乐演唱的
作品当中，融入美声演
唱中的吐字技巧，可以
更好地诠释音乐作品委
婉的风格。演唱民族声
乐作品时，运用美声咬
字的演唱技巧，主要是
通过咽腔共鸣达到实际
的演唱目的，因此演唱
者在演唱过程中要关注
自身口型的变化，促使
自己能够发出更加圆润
和饱满的声音。比如，
在演唱小调曲目的过程
中，运用美声的咬字技
巧和发音原则，可以更
加细腻地表达作品内在
的情感，进一步提升小
调乐曲的艺术美感。（沈
阳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
教师 王元鹏）

炎炎夏天，一把带有书
画的扇子，不仅能带来清
凉，还可以作为艺术品欣赏，
提升生活品位。想画好扇
面，要掌握一些方法和技巧。

先画再书

当别人拿来一个白扇
面求画，应该画在哪一面
呢？如果扇面的一面是洒
金的，一面是白的，就画在
白的一面，洒金的那面用来
写字。一般人是先画画，画
完再请人写字，以示对书者
谦让。

画扇面时，要把折出来
的棱向相反方向抻一抻，让
扇面舒展开，底下要留有余
地。由于折痕有的向上凸，
有的向下凹，所以在构图上
不能像在平纸上那样随意
安排，既要符合扇面构图规
律，又要躲开凸凹的棱。比
如画鸟，千万不要把鸟的头

搁在棱上，因为鸟的眼睛点
在棱上折叠时会容易掉；画
花时，花蕊也不要点在凸凹
的线上，因为折叠时沥粉也
容易掉。

用好点染

画扇面还要学好点染
的技巧，着色的时候，笔要
注意颜色的水分和浓度。
蘸多了，折痕凹的地方会积
水，凸的地方则会不着水。
点完之后，如有积水的地方
要用干净的笔轻轻吸去，凸
的棱上颜色如果没有着上
就再补一点。要是画工笔
画染大面积的颜色，如荷
叶，横着染，有一个个拱起
来的棱，不容易染匀。这时
用笔就要顺着扇骨之间小骨
凹平着染，不能横着用笔。
如果画写意可以随意些。

扇面纸既光滑又不抓
色，比矾纸画起来困难，染

一 遍 颜 色 很
淡，就再染一
遍。画工笔画
一次染成颜色
就保持，来回涂就容易涂花
了。尤其是金笺的扇子最
难画，过去画金笺要三矾九
染，就是涂两遍后用干净的
羊毫笔再涂一遍矾水，等干
了再染色。如果颜色还浅
就再上一遍矾水，干了后再
染颜色。颜色染得越薄、次
数越多就会越均匀且不易
脱落。画金笺虽然费工夫，
但挂在厅堂里给人一种富
丽堂皇的感觉。

颜色不宜太厚

画扇子和画大张纸不
同，颜色在青绿之间，红色
用得较少。一般人都是画
完穿上扇骨子粘好后再来
看效果，所以扇面的颜色不
宜太厚，要染得又细又匀又

薄，在离视线比较近的地方
看上去感觉比较舒服。

另外，写字也不能写在
棱上，要在两棱之间顺着棱
写，可以横着两个字两个字
地写。写隶书、篆书和草书
一般都竖着写，有时第一行
是长的，第二行写两个字，
第三行又是长的，长短参差
错落，最后留一点地方题
款、钤印。注意题款不要
题在棱上和大边上，盖图章
也要躲开棱。（摘编自《老年
教育》）

画好扇面技巧多

编辑插嘴 如您想学
习更多国画、书法、摄影
等课程，赶紧
扫码加入“快
乐老人报乐学
课堂群”吧。

■新发现

周口店发现
更新世人类化石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
研团队近期用CT扫描、
3D 重建等一系列新技
术手段，从周口店第 15
地点的哺乳动物化石中
识别出 1 块人类顶骨，
这是继 1973 年周口店
第 4 地点发现 1 枚牙齿
化石后，50 年来在周口
店遗址区域首次发现更
新世人类化石。据推测，
其年代至少为距今约20
万年前。此前，在第 1
地点发现的人类化石年
代为大约 50 万年前。
（摘编自《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