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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里的屐痕——读王海宝新作 

《中国摄影先驱：从晚清到 1978》 

姜鲁宁 

无锡市机械工业联合会 

江南晚秋，透过楼窗我看到枫叶红了。正是在这枫叶红了的季节，我读到了光影里的屐痕。海宝兄的新作《中

国摄影先驱：从晚清到 1978》展现在我眼前，捧读这本 20 万字，浸满作者心血的精心佳作，我的眼前不禁幻化出

海宝兄腼腆的笑容，这笑容里有些许疲惫，更有无限激情。 

认识王海宝先生有近 30年了，日月穿梭，流年逝水，海宝兄在岁月的光影里，也像枫树一样，渐渐褪去青涩，走向丹红。

30 年里，每个人都有很多变化，不仅仅是老了容颜，转换了事业，成熟了心智。而海宝兄，却有两样始终未改：一是对摄影艺

术的痴情，一是一以贯之地爱折腾。 

自从 1979年进入无锡胶片厂，海宝兄就开始痴迷于摄影艺术，后来虽然事业转向经委、工商联，却一直在光与影的世界里

跋涉、探索，他年复一年地捧着相机，先是徒步，后来是骑行，再后来有了四个轮子，不停地东拍西照，乐此不疲地挥洒激情、

挥霍着大部分的业余时光。他喜欢折腾、乐于折腾，终于将一个业余“票友”，折腾成开过几次颇有影响的大型影展的摄影家。 

生命在于运动，事业在于折腾。在摄影艺术上，“小荷才露尖尖角”，他就一个转身又迷上了摄影史。这些年，他就像是

一只勤奋的蜜蜂，徜徉在摄影史的花海里，不辞辛苦地采集精华，酿成甜蜜，将一部部佳作奉献在世人面前。 

2014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其处女作《中国摄影史上的无锡影响》。著名摄影批评家鲍昆先生撰写了序言，“……祝愿

他从无锡出发，将自己的研究扩展到大江南，甚至全中国”。2017年和 2018年出版了 80多万字的《显影：无锡电影胶片厂 40

年影像志（1958-1998）》《定影：无锡电影胶片厂 40 年口述史（1958-1998）》两部著作，联合无锡广电拍摄播出了《光影四十

年》，三集 60 分钟的纪录片在国内做了四次大型全媒体展览，其中“《大自然的接管》———无锡电影胶片厂原址影像展”荣

获 2016年第 16届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优秀策展人奖。“显影：无锡电影胶片厂 40年影像志（1958-1998）”大型影像展，

荣获 2017年丽水摄影节的专家推荐展览奖。 

中国摄影史是块刚经开垦的处女地，无论从艺术角度还是史学角度，都是个冷门。未有成熟的理论指导，资料匮乏，许多

人和事，不是语焉不详，就是难显“庐山真面目”。为写好从徐寿开端，到何藩截至跨度 130多年的 71人传记，海宝兄用十多

年时间，从各个渠道淘来 1000多本与摄影史有关联的书，并且检索收集了大量的文献，而后用三年时间开始不厌其烦地实证田

野调查。王海宝自己说：“说实话坐冷板凳进行中国摄影文献的研究，实是一项苦活累活与费钱费神的活，但我想一些事总得

要有人执着地去做。”我猜想，为了写好这本摄影史上开创性的人物传记，海宝兄不仅赔上了节假日与业余时光，还赔上了所

有的私房钱。 

海宝兄编著的这本《中国摄影先驱：从晚清到 1978》，没有风花雪月的猎奇故事，没有《鬼谷子》般的神秘虚玄，有的只是

曾经回响在光影里平实的脚步，和传主们曾经的心灵脉动。这本书文字平淡，资料详实，求证谨慎，有的是认真专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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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哗众取宠之嫌。 

本书所跨越的这 100 多年，虽然短暂，却是波澜壮阔、千山万壑，几经山穷水尽，却又峰回路转。这 100 多年，中国社会

始终处在内忧外患、新旧嬗变的时代。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 1911年的大清帝国的覆灭，让民国横空出世，又仅仅在大陆只存在

短短 38 年，真正是“弹指一挥间”。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期间经过艰难探索，在 1978 年

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这本人物传记，通过 71位“中国摄影先驱”的风雨历程，将一个个生命个体的体验，链接成一幅波澜

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国这 100 多年的摄影史，就是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中国这 100 多年来用光影记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历

史侧面。 

胡适先生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上一条“时髦不能跟”。但是，

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学习的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从来就没有丢下世界上任何一项有用的时髦物件。1839 年浪漫的法国人，

通过对光与影的研究，以及对光学、化学、物理学的探索，发明了达盖尔摄影术，1842 年，中国人就用上了这洋玩意儿。法国

人卢米埃尔兄弟在 1895 年放映了 20 部每部 1 分钟的短纪录片，中国人在 1905 年就拍摄了自己的艺术电影《定军山》。在这光

与影开始参与记录人类历史的 100 多年里，中国人从未缺席，也并不落伍，不断涌现出一代代摄影大师，如今中国的智能手机

制造已经是世界上当仁不让的第一大国，寻常百姓，也越来越多参与进来，热情地用家国情怀记录下新时代的家国历史。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绵长的历史，中国人在久远的时代就对光与影有着明确的认知。战国时代的墨子在其著作《墨经》中，

就有许多关于光与影，以及“小孔成像”原理与技术的论述。他对光影的认知当列人类前茅。 

海宝兄在《中国摄影先驱：从晚清到 1978》中，写了 71位中国摄影史上先驱的传记，展现出自 1842 年 7 月第一架银版照

相机来到中国后，摄影史上无数的故事与传奇。这些故事和传奇都指向一个坚定的信念：文化自信。 

从本书第一位传主徐寿开始，摄影技术本身经历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性发展，从湿版到干版，从玻璃版到胶片，从黑白

到彩色，光与影的嬗变在推动摄影技术进步的同时，也推动了新闻学、传播学乃至人类历史的发展。一幅照片就能述说一个故

事，一系列影像，就能展现出历史的维度和深度，一本专题影集能够让人们直观地看到历史的纵深与跨度。 

历史以时间为序，影像却可以让人回望历史纵线上那个特定空间的瞬间。《中国摄影先驱：从晚清到 1978》以齿德为序，图

文并茂，透过 71位人物传记的文字叙述和所配的历史照片，介绍他们的业绩，描摹他们的行状，让我们将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

有的重大事件一览无余。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都清晰地展现在光与影里。 

尤为可贵的是海宝兄在《中国摄影先驱：从晚清到 1978》中，不仅记录了摄影技术的进步，也在注重宏大叙事的同时，细

致地将近现代中国寻常百姓人家的经济生活、文化教育、风土人情、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通过文字和图像录入其中，让我们

从细枝末节中，感受到了岁月在嬗变中的历史脉动。中国史学界一直都有左图右史的良好传统，这本书，以其大量丰富且少见

而珍贵的历史照片，为中国 100多年的摄影史，提供了宝贵的佐证。 

通阅全书，最令我感慨的是海宝兄下了真功夫、深功夫。无论是写裕勋龄为慈禧照相这种宫廷故事，还是写王小亭拍摄硝

烟弥漫的淞沪战场，乃至侯波拍摄激动人心的开国大典场面，都写得平实有据，朴素无奇，让人觉得忠于事实、真实可信。作

者在对 71位传主的生平叙述中，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对有争议、真假难辨的史料和说法，采取了尽量搁置，对人物作者本

身不予褒贬评论的方法，突出表现了作者真善美的审美取向，不溢美、不虚妄的文化追求。 

作者在序言中说，“《中国摄影先驱：从晚清至 1978》是一部所选的 71位摄影先驱的生平事迹的史料汇编，不是纯学术性

研究著作”。这既表现了作者谦逊的品质，也暗示这本开创性著作的不易。给中国影像史中的先驱人物作传，目前是一项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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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工作。不仅要通晓摄影语言，有丰富的摄影实践，还要熟读人文经典、近现代历史。有历史文献学、文化学、新闻学、传

播学的基本知识，要有对中国近现代影像史的史学思维理解能力，《中国摄影先驱：从晚清到 1978》在这些方面的探索是基本成

功的。当然，我不是史学家，对摄影知识懂得的也很肤浅，对本书的成就不敢妄议。我只是期待着海宝兄在今后的中国影像史

的著述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历史是个玄妙的东西，它永远只是接近真实。我想历史的魅力不仅在于传承和铭记，更多的是在于解读。对于中国影像史

也一样，不同的读者能够从中读出不一样的意义。但愿每位读者都能从《中国摄影先驱：从晚清至 1978》中，汲取对自己有用

的知识。 

回望历史长河，就像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岁月画卷，在这幅色彩斑斓的长卷中，曾经奔走着无数才子佳人、英雄豪杰。《中

国摄影先驱：从晚清至 1978》或许就是这长卷中的一个短幅，71位曾经在历史的光影中行走的传主，用激情和梦想谱写下属于

他们自己的故事和传奇，在那些风云变幻的岁月里，用生命符号，为后人留下值得铭记的精彩瞬间。让我们用晚辈应有的敬畏，

向他们致敬，也向将他们从历史深处钩沉出来的本书作者，致以深深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