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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王雁和司苏实嘱咐我为老摄影家顾棣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写序的时候，我不胜惶恐，也颇为难
。
原因是，首先，我对那一段历史知之甚少，虽然也翻阅过一些资料，查看过部分图片，但离从容讨论
所需要的知识背景，仍然有相当差距。
其次，对比顾棣老先生大半生持续不断的资料整理，尤其面对他写了六十多年的个人日记，以及日记
里所存留的珍贵史料，我无言以对。
我内心除了敬佩，别无杂念。
再其次，当我在山西太原司苏实的家看到他，还包括他夫人，是如何全力以赴地帮助顾棣老先生，如
何日以继夜把顾老先生的文稿输入到电脑，如何校对、查找和阅读相关文献，如何走访相关人士，我
便意识到，司苏实正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他不仅仅在帮顾老先生，他其实是在努力存留一段历史，一段可能已经出现许多空白、当中不少细节
鲜为人知的波澜壮阔的视觉的革命史。
正是这些原因，让我迟迟难以下笔。
我私底下以为，最有资格写这篇序言的，应该是沙飞的女儿王雁。
没有她的努力，沙飞不会重新回到他所热爱的人民当中，不会回到真实的历史当中。
没有她的努力，沙飞也不会成为今天整个中国摄影界的一份重要遗产，成为中国现代摄影，我说的不
仅仅是革命摄影，还包括以记录人类命运与民族苦难为使命的现实主义摄影的一面旗帜。
同样，没有王雁的努力，这个努力是具体而微的，并不是精神性那么抽象，司苏实也不会走进顾棣老
先生的资料库，更不会有眼前这本详实的文献为主的专著。
只是王雁谦逊，坚持要我来行文。
记得当年我第一次见王雁，亲自聆听她讲述沙飞的故事时，我就敏锐地发现，一场奇特的寻找，女儿
寻找父亲，中国摄影寻找沙飞，中国人民寻找一段残酷战争的苦难记忆，原来已经在默无声息地进行
了许多年。
当我把“寻找”这个关键词告诉王雁时，她马上心领神会，并决定，用她父亲作品的销售所得，支持
我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建立“沙飞影像研究中心”，通过研究而让沙飞精神得到落实，并且发
扬光大。
2008年11月，“沙飞影像研究中心”成功地在石家庄召开了第一次学术研讨会，我有幸在会上见到了
顾棣老先生。
他身体不好，但依然像战士那样，为了历史真相而奋不顾身地工作。
顾棣老先生在会上的发言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朴素地描述了当年的情景，回忆沙飞的每一个细节，讲
到激动时，竟会情不自禁，兴奋莫名。
他握着我的手，脸上流露着宽慰。
我知道他的宽慰是对“沙飞影像研究中心”的，因为他意识到历史可以延续下去了。
他明白，历史延续下去的动力来自历史的公共化，来自学术的有力推动。
他可以把这份历史交出去了，把他从15岁就开始的执着，把大半生的艰辛，托付给同样具有公共价值
的学术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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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上下两册，分《叙事篇》、《影像篇》、《档案篇》三篇。
其中《叙事篇》体现出完整、系统的特色，将中国战地摄影从开拓、发展，到形成第一个高潮的历史
脉络清晰、细致地勾勒出来；《影像篇》认真编选、精心制作，包括数百幅首次面世的一千余幅历史
图片，汇集成中华民族的一段珍贵影像记载；《档案篇》收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600余位战地
摄影人的详细档案；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至新中国成立10余万字的解放区摄影大事记；从顾棣300余
本日记中选出的近20万字的相关日记摘选⋯⋯这部巨著对人们了解中国摄影史，了解中国人民在追求
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而英勇斗争等历史进程方面，一定会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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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棣，1929年生于河北阜平，1940年投身革命，194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参加八路军，到晋察
冀画报社跟沙飞、石少华学摄影。
先后在晋察冀画报社、华北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从事暗室、通联、摄影档案工作15年。
荣立二、三等功各一次，1955年授大尉军衔。

　　1958年由北京转业山西，曾任《山西文化》、《山西戏剧》杂志和山西人民出版社专职摄影记者
兼编辑、《山西画报》总编辑等。
1987年被评为编审。
1989年离休。
曾当选山西省文联委员、山西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2004年在太原举办摄影生涯60周年回顾展，被山西省摄影家协会授予“人民摄影家”称号。

　　2009年获第二届沙飞摄影奖特别贡献奖。

　　发表过摄影作品6500余幅、文章百余篇。
参与了《中国解放区文艺大辞典》、《中国解放区文艺发展史》的编写工作，与他人合作编著的图书
有《中国解放区摄影史料》、《崇高美的历史再现》、《中国摄影史》、《沙飞纪念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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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付出血的代价　　    四、爱护器材视如生命　　    五、千方百计节约器材　　    六、自力更生修
理相机　　  第四节  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　　    一、出版摄影刊物（画报、画刊、画册）　　    二、
出版“土画报”　　    三、晒印蓝图画报画刊　　    四、放幻灯　　    五、折叠式小影集　　    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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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国统区展览、出国展览　　    五、规模最大的摄影展览　　  第六节  对外对内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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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提供照片稿件　　    五、为新解放大城市新闻单位提供照片　　    六、解放区互相发稿　　  第七节 
出版摄影书籍与业务刊物　　    一、不断总结经验　　    二、创办业务刊物    　　三、出版摄影著作
和小丛书　　  第八节  摄影理论建设　　    一、党政军各级组织及领导人与广大摄影工作者对摄影理
论建设的贡献　　    二、沙飞、石少华、吴印咸、罗光达、郑景康等人对解放区摄影理论建设的贡献
　　  第九节  爱护底片保存史料　　    一、统一保管底片　　    二、用生命保护底片    　　三、成立专
门组织进行保管整理　　    四、人城以后资料工作进一步加强　　  第十节  摄影暗室工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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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歌    　用相机记下的历史脚印——看高粮摄影作品展览有感    　沙飞教我学摄影    　邓颖超关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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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料地点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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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八路军第129师、晋冀鲁豫军区举办的摄影训练班1.太行山第1期摄影训练班1940年，延安电
影团徐肖冰到太行山拍摄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活动的影片，受师政治部委托，于12月在政治部驻地河
南涉县王堡村举办了第1期摄影训练班。
学员由各部队选送，有王中元（新10旅）、任保俗、王惠连（第385旅）、肖忠信、赵凤池（第386旅
）、王若、曹建纯（决死三纵队）、白福元（野战军政治部）、黄瑞林（新10旅）、张琪、马存喜
等11人。
徐肖冰用在太行山拍摄的战斗照片做教材讲摄影技术以及冲印放大等暗室技术。
学员们用王中元带来的一台刚从百团大战中缴获的蔡司F3·5相机实习拍照。
学期5个月，结业后不久，学员们在全师举行的纪念“九·一八”运动大会上完成摄影报导任务，受
到表扬。
之后他们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开展摄影工作。
2.太行山第2期摄影训练班1944年冬，第129师政治部从事美术兼摄影工作的高帆受太行一分区秦基伟司
令员委托，在王堡村举办第2期摄影训练班。
驻河北赞皇县的太行一分区从军区宣传队抽调白丙寅、王作亭、张宏、薛正魁4人来学习，二分区送
来陈山一人，全班共5人。
高帆和熊雪夫担任教员，分别讲摄影知识和暗室技术，教材自编。
暗室技术理论讲得少，主要介绍工作经验，边讲边操作。
秦司令员经常在晚饭后去看望鼓励大家。
实习中5个人发2个胶卷，高帆带领大家到村外池塘边和田地里拍摄农家生活，回来后由学员自己洗印
照片，然后进行讲评。
因形势发展迅速，部队急需摄影人员，1 945年初摄影训练班结束。
白丙寅留到分区政治部宣传科任摄影员，王作亭分到司令部任参谋兼摄影，张宏、薛正魁分别分配到
第10团、第31团任摄影员。
从此，太行一分区的摄影工作开展起来了。
3.晋冀鲁豫军区第1期摄影训练班（总第3期）1946年春，裴植、袁克忠、曲治全、孔宪芳等4人由晋察
冀画报社调到晋冀鲁豫军区，与高帆、艾炎等一起创办《人民画报》。
由于摄影人员严重短缺，举办了军区第1期摄影训练班。
袁克忠主持，教员、班主任、暗室辅导员均由他一人担任。
学员从各战斗部队抽调，人民画报社也有一部分人参加学习。
经过短时间速成训练，学员又回到原部队，少数人留画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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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是个绝无竞争意识的人，似乎只能被命运推着走，也似乎命运总眷顾我。
无论办报，搞全国新闻摄影年度评选，还是创办平遥摄影节，再多的不说了，都是有人找到头上，或
机遇堆满在身边，自己不做，对不住大家，便顺水行舟，借力发力。
倒也不无收获，只是紧俏些，有人想要，马上拿去，绝无半点吝惜。
搞文字如此，组织项目如此，接触历史——摄影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我早就研究摄影，不过是从影像语言方面，研究拍摄方法，趁着脑袋还不糊涂，把研究的东西归纳出
来，把自己也够热闹的经历整理出来，已够我忙呼，哪里有史学研究的兴致和条件？
因办平遥摄影节的关系，2002年认识了沙飞的二女王雁。
她多次提及顾棣及其档案史料的重要，要我找个懂电脑的人，帮助顾棣完成他编写《晋察冀画报史》
的心愿，她来资助。
我因坚持教学，学生不少，但想找个人往这方面钻，谈何容易？
既枯燥，又无利可图，学生们想的是学好本领，找个好饭碗。
美国的王瑞对此事非常关心，沙飞研究，他属我们这一楂儿中最早的，也很有成绩，自己就想干。
可他远在天边，没办法深入。
2005年，他曾动员一个太原的大学生介入，我办个人摄影展时还遇到这个人，但那时他已是一家电脑
公司的雇员，问了问，他无暇顾及。
到2006年底，作为首届沙飞摄影奖提名人，我与王雁联系较多，她又多次提起此事。
一日突然冒出一句：“为什么你不做？
”并为这一提议欣喜若狂：“这是天意，老天让你早早退下来，好好休息一段，就是让你干这件事的
！
”“你是中国当代摄影史的亲历者、记录者、研究者⋯⋯”“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历史的重担
，落在你的肩上⋯⋯”“还记得吗：蒋齐生于1983年9月1日在贵报发表文章：《从（摄影报）的出版
想到沙飞，从忆沙飞想到（摄影报）的未来》。
20多年前，你与沙飞们已经联在了一起！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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