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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飞身后，是一支成体系、成
建制的红色摄影专业队伍。1940
年6月，广东番禺人石少华在冀中
军区办起了摄影训练班，集中培
训摄影人才。当时的训练班成员
梁明双回忆:“先后共办10余期，
培养摄影人员300余人。”

据研究资料显示，晋察冀军
区先后建立摄影组，后逐步在各
分区形成建制，负责在各军分区
拍摄战斗、会议、民生、演练等题
材的照片，底片被统一寄往军区
摄影科。杜江介绍，红色摄影队

伍在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时达
150人-200人，到1950年人民解
放战争结束时，达 500 人-700
人，仅在战场上牺牲的红色摄影
师就有62名……

这个庞大的体系，仍然体现
出以广东人为骨干的特点：沙飞
在晋察冀立足没几天，广东中山
人赵烈就调到他身边，最终为了
他们的事业而献身；广东番禺人
石少华于 1943 年秋，在《晋察冀
画报》社最困难的时候来到沙飞
身边，最终代沙飞实现了他们当

年共同的理想——不仅在新中国
成功开办了全军、全国性大画
报，还在全中国建立起一套完整
的摄影组织系统，并一直延续到
今天。

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
院，常设展览“广东与中国红色
摄影作品暨文献展”正在布展，
杜江担任策展人之一。他告诉记
者，展览选取了首批红色摄影开
创者中的9位广东人，包括沙飞、
石少华、郑景康等奠定中国红色
摄影史的广东摄影家。

广东是近代中国最早传
播摄影术的地区之一。1844
年 8月 13 日，法国海关官员
于勒·埃迪尔在澳门拍摄了
一张银版照片，这是有史可
查的拍摄于中国土地上的第
一张照片。由此，摄影术自
广东传向全国，此后中国摄
影事业的启蒙和发展者，多
出自广东。邹伯奇、罗森、罗
元佑等广东人纷纷开设照相
馆，也开启了中国人的“照相
馆时代”。

著名摄影家、中国摄影
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顾
棣在《中国红色摄影史录》中
指出，广东地处沿海地区，商
贸发达，因此成为摄影术最
早传入中国的地区之一，同
时也是中国新闻摄影事业的
发源地之一。抗日战争以
后，中国新闻摄影的中心由
南方转移到北方，而华北的
摄影事业主要是由广东人开
创、领导、发展起来的。沙飞
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日前，“红色记忆——沙
飞摄影展”在广州政协文史展
示中心展出。展品包括《八路
军战斗在古长城》等六十幅经
典摄影作品。展览组织者、广
东省摄影家协会主席李洁军
认为，沙飞身上有很多“第
一”：他是中国革命军队里的
第一位摄影记者，也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新闻摄影
机构的第一任组织者。同时，
他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
份新闻画报，也是第一个提出
摄影武器论的人。

《人民摄影报》原总编
辑、沙飞研究会常务会长司
苏实在展览前言中写道：“以
晋察冀摄影团队为代表的红
色影像体系，为打败日本侵
略者、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
越的贡献。这种与西方同行
但风格迥异的摄影模式，正
是中国摄影人自摄影术传入
中国以来一直在追寻的东
西，沙飞他们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就已经很好地完成了。”

沙飞原名司徒传，来自
广东开平赫赫有名的“司徒
家族”。1933 年，沙飞夫妇
在蜜月旅行时购买了第一台
相机，开启了崭新的人生道
路。上世纪30年代，东北沦
陷，沙飞感觉摄影人应该发
挥相机的更大价值。

1936 年初，沙飞拿回一
本外国画报给妻子王辉看，王
辉清楚地记得：“沙飞激动地
说，有一个摄影记者的照相机
一直打开着，随时可以拍摄，
结果拍下了历史的场面，一下
子出了名。我要当摄影记者，
我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

当时，沙飞的好友、同样
毕业于广东省无线电学校的

李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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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长李桦
为沙飞提供了最关键的人生
参照。1936 年 8 月底，作为

“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
会”联系人的李桦，委托沙飞
前往上海捎信给黄新波。

沙飞借此留在了上海，
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并结
识鲁迅。就在那时，沙飞拍下
了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在一起
的珍贵场面，更摄得十余天后
鲁迅去世的重大影像信息。
在发表鲁迅照片时，他给自己
起了笔名“沙飞”，希望自己像
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
空中自由飞舞。

1942 年 5 月，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广东人郑景康见到毛泽东
主席，毛主席问他“你做什么工作
的”，他说自己是“照相的”。在
一旁的周扬笑着补充道：“这是从
重庆国民党总统府来的摄影师，
曾给蒋介石照过相。”后来，郑景
康最为人熟悉的作品，莫过于
1949年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
正中悬挂着的毛泽东主席像。

郑景康是清末思想家、实业
家郑观应之子。1940年，郑景康
奔赴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
传部，担任摄影记者。1942 年，
他在延安军人俱乐部举办了个人

摄 影 展 ，名 为“ 抗 日 初 期 之 一
角”。据其侄孙郑克鲁所述，毛泽
东、任弼时、李富春等都曾前去观
看，“毛主席还称赞叔公的摄影作
品‘能抓住动态’。”

在皖南，广东大埔人邹健东
开创了新四军的摄影事业。“广东
与中国红色摄影作品暨文献展”
上，特别展出了叶剑英、陈毅、粟
裕等人珍贵影像，更为难得的是，
这些照片出自时任新四军军长的
叶挺之手。据杜江介绍，这些影
像均由邹健东所整理。叶挺对组
建军部的摄影工作机构非常重
视，让副参谋长物色人员，成立军

部摄影室，以拍摄新闻照片对外
宣传，同时为排级以上干部拍照，
建立照片档案。

叶挺自己也随身携带一台徕
卡相机，在前线或后方不时取景
拍照。据曾在新四军工作的广东
籍著名画家赖少其回忆，他到皖
南参加新四军，叶挺即把自己所
拍战地照片拿给他看：“（叶 军
长）说想编一本《新四军》摄影
集，送香港印刷，交宋庆龄、史沫
特莱作为海外宣传品，为新四军
筹集经费和医药，同时也为了粉
碎顽固派对新四军所谓‘游而不
击’的造谣污蔑。”

《虾球传》作者
曾赴朝鲜战地摄影

延
伸

黄谷柳先生闻名遐迩，始于《虾球传》这部
长篇小说。鲜为人知的是，黄谷柳还是一位战
地摄影师和战地记者，在解放海南战役、抗美
援朝战争中拍摄了数百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抗战胜利后，黄谷柳应夏衍之约，在《华商
报》副刊上逐日发表长篇小说《虾球传》，一夜红
遍香江。1949 年 2 月，经夏衍、周而复介绍，加入
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投身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1951 年和 1953 年，黄谷柳先后两次入朝，
亲临战场 420 多天，拍摄了大量摄影作品，并挂
职下连队参加战斗，荣立三等功，获军功章一
枚。1953 年底，随志愿军返国后不久进入广州
作协，从事专业文艺创作。

黄谷柳生前从未将自己视为摄影师，相机
在他手里纯属一件记录的工具，因为热爱写
作，所以记录成癖。他的遗物中没有钱财，多
是日记和笔记。但黄谷柳在解放海南岛战役、
抗美援朝战争中拍摄的 120 和 135 胶片，竟有
700 多张，这批宝贵的胶片分装在几百个蜡纸
袋中，被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多年之后，他
的外孙女黄茵发掘整理出版成书。

羊城晚报：广东近年来对“红色摄影”的挖掘
和研究有什么新的进展和成果？

杜江：近年来对“红色摄影”的研究思路逐渐
向全局研究、群体研究发展。就“广东与中国红
色摄影”研究而言，对沙飞以外的，如石少华、郑
景康、吴群等广东籍红色摄影家文献整理和研究
也越来越被重视。

实际上，我们所讨论的红色摄影群体，远不
止是几个闪耀的名字所能涵盖，“红色摄影”体系
的建立，自苏静、沙飞采访平型关战役为始，但此
条主线还应与同一历史时期的其他抗日根据地
及军队——如在延安的电影团摄影工作、新四军
摄影工作等——作整体性研究。就总体而言，近
年来对于“红色摄影”乃至中国摄影史的挖掘和
研究，仍然是有限的，我们希望未来可以长期化、
常态化研究。

羊城晚报：广东人在“红色摄影”的创建与发展
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与广东的地域文化有什么联系？

杜江：粗略计算，首批红色摄影开创者21人中，
广东人有9位，约占43%。广东人在“红色摄影”甚至
中国早年摄影史上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原因有
很多，而关键还是地利。抗日战争以后，中国新闻摄
影的中心由南方转移到了北方，甚至华北的摄影事
业主要也是由广东人开创、领导、发展起来的。

羊城晚报：沙飞、石少华等广东摄影家的实
践对今天有怎样的影响？

杜江：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家的重大
新闻摄影报道及对外发稿任务，如全国政协、开
国大典等，都是石少华、吴群所领导的华北画报
社承担，摄影记者多来自华北部队。

石少华、吴群、高帆在 1949 年 7月在北平召
开的文代会上提出了“创办全国（《人民画报》）、
全军大画报（《解放军画报》）的提案”（此提案是
沙飞在冀西养伤时提出的），周总理亲批廖承志
办理；石少华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新
闻局及新华社摄影部，筹建中国摄影学会（中国
摄影家协会前身）。石少华、郑景康、吴群等人在
摄影理论、摄影史研究方面也有特别贡献。

羊城晚报：回顾广东“红色摄影”前贤的历
程，对今天的摄影理论及创作有怎样的启示？

杜江：首先，以沙飞、石少华、郑景康、吴群等
广东人为主体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所创
立的红色摄影体系，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年
代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今后这个体系仍然会
继续发挥作用；其次，他们所开创总结的方法论
和摄影运用，仍然可以用于指导具体摄影实践，
例如此前一段时期“脱贫攻坚”摄影纪录以及抗
击疫情中大规模的肖像摄影拍摄运用等。

“红色摄影”群体
远不止几个闪耀的名字

以相机为武器救亡图存
广东先辈开创红色摄影

1937 年，沙飞参加八路
军，并于1942年入党。沙飞
后人王平在接受羊城晚报记
者采访时，展示了 1942 年 7
月 7日《晋察冀画报》的创刊
号（复制品），画报封面是沙
飞于 1937 年跟随杨成武支
队生活和战斗期间所拍摄的
长城组照。

记者留意到，《晋察冀画
报》创刊号中的文字稿件均
以中英双语两个版本同时发
布，有意识地向国际反法西
斯盟友宣传中国抗战的艰难
实况。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
学院副教授杜江认为：“在延
安和其他解放区中，《晋察冀
画报》脱颖而出，根本上是因
为沙飞和他的同志们解决了
印刷所需的铜版技术问题，
这说明了他们对科学技术的
重视。”

沙飞曾以“艺术修养”
“科学知识”“政治认识”三方
面阐释了自己的摄影理念和
方法：“决定站在革命的前进
的立场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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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改造自己。”

沙飞和战友们的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1939 年 1
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在河
北省平山县蛟潭庄举办了敌
后第一次新闻摄影展，于乡
野路边展出抗战照片 200余
幅。沙飞的战友罗光达回忆
道，很多乡民是头一次看到
照片，对这种形似绘画、却比
绘画细密精致百倍的图像充
满了好奇：“画面上有几门
炮、多少支枪、多少匹大马，
都要数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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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摄影图像所承载的历
史、记忆与情感，仍在不断回响。
解放战争期间，身处华东野战军的
邹健东大放异彩。他所拍摄《我送
亲人过大江》已经成为渡江战役的
标识图像。1949年 4月 22日，支
前船工送部队自扬中过夹江，一位
身材瘦弱、梳着大辫子的小姑娘拼
尽全力划桨。邹健东迅速用相机
把这动人一幕拍摄下来。半个世
纪后，邹健东与照片中的“大辫子
姑娘”颜红英相聚北京。

《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无疑
是沙飞最为著名的作品，也是“红
色摄影”的经典之作。李洁军为考
证出前贤拍摄的具体地点场景，特
意赶赴浮图峪羊栏沟村，实地搜索
七天无果，最后在沙飞当年拍摄的
杨家庄慰问演出的戏台旁，由当地
人带路，从杨家庄村后面的甲沟进
入云盘沟，花了约一个半小时登上
长城，才真正找到当年的拍摄地
点。他创作了其荷赛获奖作品《复
制战争》系列中最为重要的《八路

军战斗在浮图峪长城》。
在“红色记忆——沙飞摄影

展”开幕当天，年过七旬的陈静女
士专程来到了展厅。不久前，她
偶然在网上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出
现在一张旧照片上，而这张照片
正是沙飞拍摄于 1941 年初河北
阜平县沙河畔的“八路军女战士
在大生产中积肥”的场景。为此，
她特意赶来与沙飞后人见上一
面，并告诉他们：“沙飞镜头里，
有一个就是我母亲。”

沙飞《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

石少华《地道战》

叶挺《新四军女军医为新四军战士疗伤》

摄影术从广东传遍全国，广东摄
影家在其中发挥先驱以及主导作
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摄
影”体系的建构、发展过程中，广东人
更扮演着重要角色。奠定中国红色
摄影史的四大摄影家沙飞、石少华、
吴印咸、郑景康中，除吴印咸外，其他
三位都是广东人。

羊城晚报讯 记者谭铮报道：7 月
15日，由越秀区委统战部、团越秀区委
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基
地（越秀）、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国际文
化交流中心（越秀）（以下简称“青创基

地”、“交流中心”）正式揭牌。
交流中心负责人邓京干表示，该基

地总面积1035.32 平方米。自今年3月
试运营以来，基地开展了包括“越青杯”
等活动在内的粤港澳青少年交流活动
累计 20场，共计吸引 2000名全国各地
及港澳地区学生，超过100所港澳学校
和海内外名校积极参与。记者在现场
看到，多功能室、项目路演中心、共享办
公区、大湾区青少年活动沙龙区、会议
室一应俱全，有约40个开放工位，可容
纳150人活动交流。

香港青年章诗清告诉记者，当前她
正在广州进行与医疗行业相关的创业，
越秀这一青创基地让她有了更多的安
全感。“我在香港出生长大，一开始来到
内地不知道怎么面对新的环境。有了
这个平台，我们能发现更多的创业条

件，这在香港是难以想象的。”章诗清
说。

“加强青创基地建设是越秀落实青
年创新创业服务的重要抓手。”据团越
秀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张诗怡介绍，
越秀区委统战部、共青团越秀区委员会
充分运用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
作用，以“政府提供场地、机构筹资建
设、专业团队运行、公益服务为主”的模
式共建青创基地、交流中心。

她还提到，青创基地将以打造“一
心三地”服务功能体系为目标，加快建
成“越秀区青少年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主阵地和“越秀区粤港澳大湾区青
少年文化交流基地”“越秀区粤港澳大
湾区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越秀区
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公益项目策源
地”。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豪、林桂炎，
通讯员谢子亮摄影报道：7月 15日，广
州市南沙区举办了“创享湾TIMETA-
BLE 粤港澳青创基地”和“港澳新青
寓”启动仪式。当前，南沙落户各具特
色、各有侧重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
地 8家，签约入驻创业团队超 300个，

其中港澳青创项目 240 个，促成青创
项目与区内企业开展合作，建设了一
批港澳青年创业乐园。

据南沙开发建设集团副总经理黄
敏介绍，南沙区创享湾基地由南沙区
属国企南沙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
责开发建设运营，总共8200平方米。

记者了解到，去年以来，知名青创
运营品牌TIMETABLE、粤港澳（南沙
城）国际青创社区相继落户；南沙粤澳
青年商务中心、新华工合空间和高锋
集团相关青创项目等也将于近期落户
创享湾。

当天揭牌的南沙“港澳新青寓”首
期位于南沙区中铁建环球中心8号楼，
共22套房源，建筑面积28.98平方米至
51.76 平方米，长租公寓 16套，短租公
寓 6套。港澳青年凭区统战部发放的

推荐入住卡入住公寓。
据介绍，长租公寓主要面向来南

沙区就业、创业的港澳青年，租赁期限
为 1 个月及以上，提供“省心套餐”服
务，房间家私齐全，配有空调、电视、洗
衣机、冰箱、电磁炉等。短租公寓面向
在南沙短暂停留、面试或考察的港澳
青年，租赁期限为 1 个月以内，提供

“贴心套餐”服务，入住港澳青年享受
一站式酒店式公寓服务，可直接拎包
入住。记者了解到，南沙将继续深耕

“港澳新青寓”品牌，推动项目二期和
三期建设。

“环境很赞，地段很棒，配套很全，
价格很好！”当天领取港澳新青寓钥匙
的香港青年孙弘睿对此赞不绝口。他
在南沙工作生活多年，十分看好南沙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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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越秀）正式揭牌

大湾区青少年交流又有新去处
南沙启用“创享湾青创基地”和“港澳新青寓”

港澳青年实现拎包入住

基地内景 胡强明 摄

港澳新青寓内部十分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