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介绍

沙飞
（1912 年 5 月 5

日 -1950 年 3 月 4
日），原名司徒传，生于
广州， 祖籍广东开平。
为《人民日报》的前身
《抗敌报》和《解放军画
报》的前身《晋察冀画
报》的创始人之一。

我认为摄影比木刻来得真
实，而电影虽好，但必须有大的
资本和后台老板。从事文学的人
是很不少的，而摄影是非常重要
但却没看到过有一两个进步的
摄影家。社会上一切的人们都把
这一工作看成是休闲娱乐的玩
意。我不满于当时的摄影和画报
工作， 更不满于当时的社会制
度。因此我决定站在革命的前进
的立场上，为民族的解放、人类
的解放而牺牲一己，与黑暗的旧
势力奋战到底，并决心做一个前
进的摄影记者，用摄影作为斗争
的武器，通过画报的发表和展览
方式去改造旧社会， 改造旧画
报，同时改造自己———但当时只
想到改变自己的生活。

———1942 年，
沙飞《我的履历》

没有艺术修养，则一张照片
的画面必然会平淡无力和缺乏
美而不易使人感动。没有科学的
知识，则即使拍得了一张很好的
照片，亦会因冲洗、印晒、放大等
必经之手续中某些缺陷而失去
了成功的保证。没有正确的政治
认识和新闻记者收集材料的方
法，就不能把握住现实，不能顺
利地去进行工作，不能完成重大
的政治任务。

———1939 年，
沙飞《为吴印咸<摄影常识>作序》

沙飞的话

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主要开拓者

沙飞不是他的真名， 他原名是司徒
传， 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
“司徒家族”， 而来自广东开平司徒家族
中的几位艺术家， 对沙飞有着持续而强
烈的影响， 尤其是著名艺术家司徒乔和
在早期电影事业声名显赫的司徒慧敏的
影响。

谈起他如何从事摄影， 还得从他的
那次“蜜月旅行”说起。

1933 年，沙飞与当时同为汕头电台
同事的王辉结婚， 为了给甜蜜的时光留
下痕迹， 他们决定购买第一台相机，从
此，沙飞对此“小黑匣子”爱不释手。不到
两年，便摸到了正道———写意需要，写实
也需要———毕竟是摄影， 能够在写实的
基础上寄寓意， 正是中国摄影人梦寐以
求的。 更重要的是那个年代，东北沦陷，
国难当头， 摄影人应该更大地发挥手中
相机的价值。

他曾在文章中写道，“摄影在救亡运
动上既是这么重要， 摄影作者就应该自
觉起来， 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
务。 ”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杜
江认为，沙飞最早深入敌后，成为八路军
第一名新闻摄影记者及敌后我国人民革
命摄影事业的主要开拓者。

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
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

1935 年，沙飞到南澳岛拍摄当地民
情，并非简单采风，沙飞要用一个个真切
的镜头呼唤国人： 日本人正在觊觎我东
南边陲。他的作品在多家媒体发表，用照
片传递明确的意图和强烈的民族情感。

“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
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
暴行、 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
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
面反映暴露出来， 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
识。同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
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
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
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 ” 他写
道。

也是同一年， 沙飞加入黑白影社的
同时， 同样毕业于广东省无线电学校的
好友李桦，此时已创作出《怒吼吧！中国》
这样的木刻名篇。 美术史学者蔡涛认为
“可以说，这位年长 5 岁的学长，为沙飞
提供了一个最关键的人生参照。 1936 年
8 月底， 在李桦委托沙飞前往上海捎信
给黄新波的时候， 他实际上已经是现代
版画会主办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
会的联系人。这个展览，可以说把两位昔
日的报务员， 同时带入了战前中国现代
美术运动的中心地带”。

此后，沙飞放弃待遇优厚的职业，去
上海求学，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并在
上海与鲁迅相遇， 拍得了鲁迅与青年木
刻家在一起的珍贵场面， 以及十余天后
鲁迅去世的重大影像信息。 他要发表拍
摄的鲁迅照片时，想给自己起一个笔名。
他在自己一张穿西装的照片背后用钢笔
题诗：“浪漫性情浪漫游， 寄情湖海与山
丘。羞与众生同媚世，心中唯有梦中人。”
沙飞热爱祖国，向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
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因
此，便用了沙飞作为笔名。

摄影团队对抗战和解放战争
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经过短短两年的寻索， 沙飞找到了

一个他认为极为重要的摄影理念： 摄影
武器论。 这理念足以让他手中的照相机
发挥出巨大能量， 让他和更多摄影家发
挥摄影的特长，唤醒民众，为国效力。 他
曾说，“我决定站在革命的前进的立场
上，为民族的解放、人类的解放而牺牲一
己，与黑暗的旧势力奋战到底，并决心做
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 用摄影作为斗争
的武器。 ”

1937 年 8 月 15 日，沙飞在《广西日
报》 上向公众宣示自己的摄影武器论思
想， 呼吁摄影人应以相机为武器投身到
挽救民族危亡的火热斗争之中， 随即起
身前往华北抗战第一线，履行诺言。

《人民摄影报》原总编辑、沙飞研究
会常务会长司苏实认为， 在长达十余年
的战争环境中， 沙飞及其亲手创立的摄
影团队， 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发挥了
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拍摄了多幅长城照片
得到社会的充分肯定

沙飞在中国摄影史上最为著名的作
品，除了纪念鲁迅先生的系列作品外，就
是以长城为对象的系列作品。 沙飞有中
国人特有的长城情结。 他 1937 年 10 月
到河北涞源杨成武支队采访， 拍摄了多
幅八路军与长城的照片。 为强化宣传抗
战的效果，他选择适当时机发表，用心良
苦。沙飞拍摄的长城组照，在不同时间发
表，照片说明文字是不同时间、地点。 主
要作品有 《塞上风云》《挺进敌后》《战斗
在古长城》《战后总结会》《八路军在古长
城上欢呼胜利》等。

照片突出强调长城抵御外族侵略的
象征属性，通过长城的伟岸雄浑，展现中
华民族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 这批作品
的取材仍是处于自然状态的长城、山峦，

但八路军战士的行进或战斗情形则不少
是模拟。作品看似现场记录，却非单纯传
播性质的新闻照片， 实质是带有强烈情
感、思想成分的艺术创作属性。这些作品
很好地实现了唤醒民众、 鼓励士气的作
用， 在以后长达数十年的岁月中不断被
引用， 已经证明沙飞这批影像中蕴含的
象征性、 情感指向属性得到社会的充分
肯定。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陈卫星认为，一
个千百年来习惯于农业文明的古老国家
在遭遇一场工业化时代的现代民族战争
时， 摄影的介入就绝不仅仅带来一种视
觉的“被动性的神秘”，而一定会是沙飞
所说的“一种锐利的斗争武器”。 在这个
意义上，沙飞被列为“中国革命摄影的奠
基人和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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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海外绽放

她数次向子女提起
此事，说“从此，沙飞变
了”。

1936 年初，沙飞拿
回一本外国画报给妻子
王辉看， 王辉清楚记得：

“沙飞激动地说， 当时一
个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一
直打开着， 随时可以拍
摄，他拍下了这历史的场
面，一下子出了名。 我要
当摄影记者，我要用照相
机记录历史。 ”王辉注意
到，沙飞说这话时“情绪
沸腾， 眼睛放着奇异的
光”。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我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 ”沙飞眼睛放着奇异的光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陈卫星：
沙飞是中国革命摄影的
奠基人和开创者

■运弹药。 沙飞摄于 1938 年

■联大与抗大举行男子篮球比赛。 沙飞摄于 1941年

■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 沙飞摄于 1940 年

■号声 沙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