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纸和摄影，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
被人以奇妙的工艺融合在一起，玩出了
新花样。

不久前，在丽水摄影节现场，一组名
为《宋韵山水》的展览作品吸引了艺术界
的注意，与其他照片不同，这组作品被别
出心裁地冲洗在宣纸上，画面层次清晰
却更似水墨画，充满了古典气息，淋漓尽
致地展现了“宋韵”。

照片的作者叫叶云飞，今年 61 岁，
出生于玉环市楚门镇。比起摄影师，叶
云飞更认为自己是一名工艺美术师。

“每天都有人打电话问我照片是怎
么洗出来的，一时半会可解释不清楚，这
是我花了十几年时间鼓捣出来的，来工
作室看看就知道了。”叶云飞想要与更多
人分享宣纸照片的典雅与美妙。

从造纸开始，每一步
都是新尝试

和叶云飞的采访，就约在他的工作室。
工作室位于楚门镇客运站附近的一

幢大楼里。入口处摆放着一个大水槽，
再往里走是一间很空旷的办公室，里面
摆放着三排长长的书桌，装裱好的宣纸
照片就摆放在上面。

“墙上是我十年前制作的宣纸照片，
那时候技术很不成熟，显影后丢失了不
少细节，而桌上的是用同一张底片冲洗
出来的，能明显看出更加细腻了。”叶云
飞举着照片，仔细比对给我们看。阳光
下，这张厚度为 0.3 毫米的宣纸上，石拱
桥的青苔纹路也清晰可见。

外行眼中一点小小的变化，却花了
叶云飞十多年时间。

时间退回到 2012 年，在安徽宣城，
叶云飞拿着相机站在满是宣纸铺的大街
上，突然萌生了将照片冲洗在宣纸上的
想法。“受摄影艺术家郎静山的影响，我
一直偏爱水墨画韵味的照片，当时突然
想到如果把古典摄影工艺蓝晒法与宣纸
结合，可能会创作出有古画风格的作
品。”叶云飞预感，古典与古典的碰撞，将
会产生与众不同的视觉意境。

但这个想法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因为
宣纸薄、软，容易破损，且越大的纸张制作难

度越大，普通宣纸根本无法使用。叶云飞
决定前往宣城泾县，尝试自己制作宣纸。

“纸张的酸碱性和韧性都非常关键，我
不知道具体的配方，只能一次次试验，直到
做出最合适的宣纸。”叶云飞摸着石头过河，
花了十几年时间才调制出合适的配方。

事实上，当时叶云飞心里一点底都
没有。蓝晒法冲洗出来的照片效果并没
有想象中的好，换了宣纸也不一定能制
作出满意的照片，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
投入了时间和金钱。

“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我就算一把
年纪了，也不害怕失败。”叶云飞说。

虽然过程不易，但叶云飞熟练掌握
了造纸技术，眼下已能根据照片需求，造
出30多种宣纸。

比起搞艺术，更像在
做科学实验

参观叶云飞工作室时，我们意外地
发现这里没有冲洗照片的暗房。

入口处的大号塑料水槽，也叫显影池，
宣纸照片就是在这一池清水里洗出来的。

在蓝晒法的工艺基础上，叶云飞改
良了配方，让照片在明亮的环境中也能
冲洗，这也是现在宣纸照片颜色板正、细
节丰富的原因之一。

说罢，叶云飞拿出一张涂抹了晒洗液
的宣纸，为我们演示制作流程。只见他将

宣纸感光面与负片感光面“面对面”贴合，
并在紫外线曝光箱中进行曝光，曝光时间
由天气情况而定，一般20分钟至一个小
时。完成曝光后，宣纸被放入水槽冲洗
10分钟左右后取出，再用流水漂洗。

此时显影画面明暗不一，叶云飞仔
细观察，用羊毛排刷涂抹晒洗液进行局
部调整，等画面全部显影后再用水冲洗、
自然晾干。这一过程中，明显可见照片
的蓝色部分增强，高光部分通透。“如果
不喜欢蓝色，还可以用药水褪色后，再涂
抹能显示其他颜色的药水，现在我已经
配制出了棕色、红色等多种色彩。”

显然，多彩晒洗液是制作宣纸照片的
关键，也是耗费叶云飞精力最多的环节，
目前使用的药水全部都是由他自己配制。

“一张宣纸照片只能呈现一种颜色，
因此照片的生动感需要依靠不同的色阶
来展现，这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能达
到十级色阶的材料。”叶云飞说。

在工作室楼上，有一个十多平方米
的实验室，里面有两排化学置物架，上面
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叶云飞调配药水时使
用过的 200 多种试剂。这十几年间，叶
云飞除了拍照，大部分时间都与这些瓶
瓶罐罐打交道，对每种试剂的化学成分

了如指掌。他说：“比起搞艺术，我更像
在做科学实验。”

除了调配基础配方，叶云飞还要在辅
助材料上下功夫，因为辅助材料才是显色
的关键。“你能想到的可以吃的，我都尝试过
用蒸馏的方式提取，再加入到晒洗液中。”叶
云飞指着置物架上一个个已经干瘪的水果
说道，这些都是他曾经的实验品。

通过不断试验，叶云飞发现咖啡、红
茶、柠檬、草莓、杨梅提取液的显色效果
较好，而且性价比高。但能满足十级色
阶需求的，目前只有兰花的枯叶。“不瞒
你说，现在在我眼里，干枯的兰花可比盛
开的兰花珍贵多了。”

换一条路实现梦想

在“入坑”摄影前，叶云飞的理想是
成为一名画家，“把家乡的美景全都画下
来”是他从小的梦想。

然而14岁那年，叶云飞因为一场意
外，左手不再完整。“很难过，但是没有自
暴自弃，因为我还有健全的右手，我还可
以画。”叶云飞说。

1988 年 9 月，叶云飞带着打工挣的
学费考入中国美术学院，成为工艺系的
一名学生。失去了健全的左手，叶云飞
的学习总是比其他同学更艰难。他给自
己加大了训练量，别人画一张，他就画 3
张。凭着这股子韧劲，叶云飞最后以专

业课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
“摄影与美术表现形式不同，但殊途

同归，比如明暗、色彩、线条等美术语言，中
国美院的学习经历提高了我感知美、发现
美的能力。”叶云飞说。爱上摄影后，他改为
用镜头记录家乡，陆续出版了《蓝色楚门》

《今日楚门》等影集，从画到拍，乡情不改。
2017 年 12 月，担任台州市残疾人

摄影家协会主席后，叶云飞逐渐将工作
重心放在公益培训上。这几年，他免费
培训了近千人，为省市摄影协会输送
100多名人才。

“有了一些成就后，我希望把摄影技
术传授给更多人，尤其是残障朋友，帮助
他们更好地感受生活的美好。”叶云飞这
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仅教授残疾
人士拍摄技术，还掏出自己的获奖奖金
和补贴，为他们置办摄影器材。

“摄影专业宣纸”和“多彩影像晒印
法”两项技术成功申请专利后，叶云飞又
有了新的打算。他计划打造一条专业的
生产线，把制作宣纸照片的工序分解成刷
纸、曝光、冲洗等多个步骤，专门为残疾人
提供就业岗位，“已
经把楼上的房间
全部打通，改造成
一个面积约300平
方米的工作室，等
设备购置齐全后
就可以招工。”

让东西方工艺擦出火花，玉环摄影师叶云飞——

光影，在宣纸上起舞
本报记者 罗亚妮 共享联盟·玉环 曹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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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琴、画画、跳操、阅读⋯⋯不久
前的寒潮天，在海盐养老服务中
心，老人们不是穿着厚厚的羽绒
服，围巾手套“全副武装”，捧着热
水袋取暖，而是自如地干着自己
喜欢的事情。这样的变化，得益
于有了集中供暖。

2021 年 12 月，核能供暖项目在
海盐投运。首批供暖覆盖城区三个生
活小区近 4000 户居民，2023 年 11 月又
新增加了海盐养老服务中心等区域。

南方地区是否应该集中供暖，是一
个已经讨论了多年的话题。集中供暖和
开空调的效果有什么不一样，成本有多
少？带着这些好奇，近日，我们来到海盐
养老服务中心和当地的社区进行体验。

暖和了，干啥都有劲

早上 8 时，海盐县城户外气温降到
了零下 6℃，刺骨的寒风中，裹着厚厚的
衣服，也不禁瑟瑟发抖。此时，海盐养老
服务中心里，却是暖意融融。

推开养老服务中心活动室的门，一
股暖流扑面而来。见我们过来，一位老
人还热情邀请我们一起打乒乓球。

海盐养老服务中心建于 2000 年，
目前住了 127 位老人。2023 年下半年
起，海盐对该养老服务中心进行了提升
改造，其中最核心的环节，是增加了核
能供暖设施，覆盖了该中心所有的房
间。

墙上温度计上显示，室内气温为
23℃。77岁的许忠培老人说，他已经在
这里住了十多年了，以前最怕的就是冬
天，特别是寒潮来袭、温度降到 0℃以下
的日子，自己往往穿着厚衣服，戴着手
套、围巾都觉得冷，而现在在室内不再需
要穿厚重的外套。

“虽然每个房间都有空调，但开了空
调会感觉冷热不均，而且太干燥，不透
气，不太舒服。”许忠培说，很多老人都不
太习惯冬天开空调，天气一冷，只能不停
地加衣服，身体也容易出现各种状况。

78岁的张蓁蓁老人，是2023年9月
住到这里来的。她患有严重的关节炎，
以前每到冬天，晚上要盖一床羊毛被再

加一床羽绒被，关节炎仍会不时发作。
“现在晚上只盖一床被子就够了，关节炎
也没再发作了。”张蓁蓁说，有了暖气让
她感觉冬天不再是只抱着热水袋无所事
事的季节，“暖和了，干啥都有劲。”

让房间温暖的热量，主要来自墙边
的两块暖气片，我们摸了一下表面，很暖
和，过一会还会感到有些烫手。老人们
对我们说，暖气片的温度，既能够让整个
房间都变得很温暖，也不会烫伤皮肤，恰
到好处。

该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说，有了集
中供暖之后，养老服务中心的知名度一

下子就上来了，现在已接到不少外地老
人的入住申请。

虽比空调贵，但更舒适

自海盐海实行核能供暖以来，当地
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了集中供暖带来
的舒适。

早在2016年，秦山核电就向海盐县
提出核能供暖构想，并提交了可行性调
研报告。2021 年 6 月，秦山核电站与海
盐县成立浙江零碳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7月28日，该核能供热工程正式启动。

2021年12月3日，海盐率先在三个
生活小区投运核能供热。经过拓展和建
设，核能供热应用领域已从单一的居民
供热，向工业生产、公建设施、商业酒店、
康养公益机构等多元化拓展，目前实际
供暖总面积已增至近60万平方米。

一走进海盐枫叶小区居民章毅的家
里，我们就赶紧把大衣脱了，感到既暖和
又放松。章毅正在修剪盆栽，“我种的好
几种植物不耐冻，现在有了暖气，它们不
怕过冬了。”

章毅说，供暖季是每年12月到次年
3 月，费用是每平方米 30 元。“我们家是

100 多平方米，一个供暖季的费用是
2400元。”

“与开空调的电费相比，采暖费似
乎有点高，但是空调不可能 24 小时不
间断地开，花这些钱就能够享受到恒定
且更加舒适的暖气，我觉得挺值的。”章
毅说。

与北方冬天的长期严寒相比，浙江
的冬天不时会有回暖。2023 年 12 月
初，最高气温一度突破 20℃，三个月的
供暖，有多少天是真正有需要的，会不会
造成浪费？对此，章毅还留心做了一个
统计：例如 2021 年，海盐最低气温在

0℃以下的是 20天，5℃以下的是 52天；
2022 年，最低气温在 0℃以下的是 18
天，5℃以下的是70天。

“最低气温 5℃以下是供暖的刚需
季，就算气温高一点的日子，昼夜温差也
是比较大的，所以总的来说，暖气的使用
率较高，并不浪费。”章毅告诉我们。

温暖背后有五个回路

供暖系统是怎么运转的呢？为了一
探究竟，我们来到了负责海盐县提供集
中供暖的浙江零碳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负责人庞明带我们走进了管网监
控平台。

“核能供热原理，就是将核电厂产生
的部分热量传递给热力公司，再经过供
热管网送至终端用户的过程。”庞明说
着，打开了大屏幕，我们看到，20 多平方
米的中控大屏幕上显示着供热的运行状
态、管网建设分布图、供热原理等。整个
供热过程要经过五个回路。首先一回路
核反应产生的热量通过蒸汽发生器将二
回路的水加热产生高温高压蒸汽，通过
抽取部分蒸汽加热核电厂内换热站的
水，加热后的水经过三回路管网，传送至
换热站，继续依次加热四、五回路供热网
络内的水，从而实现将核电厂产生的热
量，送入居民家中，进行供暖。

庞明带着我们一起，逐一检查了当
前供水温度、压力等数据，随后拿起电话
与在秦山核电站厂区核能供热首站的值
班人员电话交流工作安排：“目前水温和
压力与昨天基本持平，一切正常。今天
还是要继续关注。”

“核能供暖不仅清洁，还十分安全。”
庞明说，核电站与用户间有多道回路隔
离，每个回路间只有热量的传递，没有水
的交换，更不会有放射性物质进入暖气
管道。热水也只在小区内封闭循环，与
核电站层层隔离，无任何接触。

养老服务中心里暖意融融，记者体验海盐核能供暖项目——

老人们再也不害怕冬天
本报记者 王晨辉 通讯员 朱微敏

王晨辉

海盐核能供暖项目。 拍友 潘成豪 摄工作人员进行核能供热试用前的管网调试。 拍友 潘成豪 摄

海盐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们在有暖气的房间里喝茶海盐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们在有暖气的房间里喝茶、、看书看书。。 拍友拍友 潘成豪潘成豪 摄摄

叶云飞在挑选洗好的宣纸照片。 受访者供图

叶云飞作品：《宋韵山水》。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