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彭浦镇前身为彭浦人民公社，风
风火火的摄影活动缘于 !"#!年公社
文化站新添置的一台海鸥 $%型双
镜头反光照相机。这款在当年属奢侈
品的胶片相机在公社里引起一阵轰
动，一批富裕起来的年轻种田人被吸
引到了公社文化站，在站长程启明和
干事李为民的策划下，成立了公社
摄影小组，办起了第一期摄影培训
班，!"多位年轻人开始端起相机，将
镜头对准生养自己的这片希望的土
地。“拍照片”带来的新奇感觉让摄
影小组的成员渐渐入迷，摄影带来
的精神感受改变着村里的年轻人。
为学会放大照片，年轻人请农业机
械厂师傅帮助制作简易放大机；为了
给洗印好的照片上光，大家把湿嗒嗒
的照片一张张覆盖在不锈钢板上，用
煤球炉慢慢将照片烘干；四处漏光的
房子，到了晚上拉上布帘成了暗房。年
轻人白天利用空闲时间捕捉精彩瞬
间，晚上钻进暗房，自己调配显影、定
影水，自己动手印放照片。在当年的彭
浦公社，背上相机成了年轻人的一种
时尚和追求，摄影小组成员很快发展
到了上百人。为帮助摄影组学员扩大
视野，提高摄影技术，文化站经常利用
农闲时段组织各类摄影活动，让种田
人走出村庄，走向广阔天地：周庄、同
里、太仓……骑着自行车出行；新疆、
西藏、内蒙古……坐硬座火车、挤长
途汽车，睡一路大通铺、啃一路冷大
饼。追逐光影的过程让种田人兴奋，
五彩斑斓的影像世界让庄稼人着
迷。在执著的追求中，摄影作品从稚
嫩到逐步成熟，&"'(年，应中国摄
影家协会的邀请，彭浦农民摄影展
首次在首都北京的王府井展出，各
大媒体相继报道，彭浦公社的摄影
活动从此更是红红火火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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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彭浦镇农民摄影艺术活动

这是一群扛着锄头从田头走来的
摄影爱好者，这是一些把田园芬芳带入
摄影艺术殿堂的乡镇摄影人。

30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彭
浦公社农民热爱艺术的激情；30年来，
曾经的庄稼人用追求美的激情、用充满
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视角，拍摄了大量充
满乡土气息的作品，创造了在全国乡镇
文化中的“四个第一”：

在北京成功举办了全国第一个农
民摄影展；出版了全国第一本《农民摄
影作品选》；第一个走出国门将农民摄
影展办在国外政府的市政大厅；第一批
被国家文化部以摄影项目授予“中国民
间艺术之乡”。

2010年，国务院新闻办专题拍摄
了《中国式生活———彭浦影像》向国外
宣传；2011年彭浦镇摄影活动第三次
蝉联国家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

! ! ! !摄影! 从艺术殿堂走进了乡镇

寻常人家"在追寻光影的过程中!乡

镇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在寻找摄影题材的过程中! 百姓们

的知识结构和精神面貌起了可喜的

变化"从当年黑白影像到彩色胶片!

从老掉牙的胶片机到专业数码相

机! 摄影爱好者们以一幅幅生动画

面展示了彭浦镇风土人情! 记录了

彭浦人在迈向城市化进程中的珍贵

片段! 记录了彭浦镇精神文明建设

的累累硕果"

! ! ! ! )*年来，彭浦镇摄影协会培养
一大批摄影爱好者，成就了一批有
较高艺术造诣的摄影爱好者。至今，
已有数千幅作品发表于报刊杂志，
'**多幅作品入选全国、省市级摄影
展，+**多幅作品在国内各级大赛中
摘金夺银，其中部分佳作被选送到
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展出。在
这份荣耀背后饱含着昔日庄稼人 ,*

年来始终如一的执著追求与坚持，
同时也饱含着这支队伍的领头人李
为民老师满腔热忱和心血。

李为民是上海农民中第一个成
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的资深摄影
家，这位获奖无数的摄影人有着上海
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艺术摄影
协会副会长、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员等“头衔”，以
及“全国优秀社区文化辅导员”的荣
誉。作为彭浦镇农民摄影活动的创始
人和引领者，李为民亲身经历和见证
了彭浦镇摄影从稚嫩走向成熟的历
程。,*年来，他多次放弃可以调到大
企业、国家单位的机会，踏踏实实扎
根在彭浦这片热土上，勤勤恳恳在基
层文化工作园地里耕耘。

&"''年-在公社领导的支持下，
李为民发起创办了镇摄影协会，彭
浦摄影人从此不再是散兵游勇，协
会成了他们的家，规范的培训，丰富
的创作活动，各种展览、比赛深深地
吸引着广大摄影爱好者。新成员不
断增加，新作品层出不穷。为了开阔
眼界，促进交流，提高技艺，协会多
次与外省市群众摄影活跃地区进行
交流、学习，江西贵溪、浙江丽水、河
南确山、北京花乡，交流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除了展览，协会还互派摄
影骨干异地创作，对群众性摄影活
动的蓬勃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彭浦农民摄影作品不仅走出上
海，还走向国际。在上海市摄影家协
会的推荐下，公社领导出访期间，在
日本泉佐野市市政大厅里办起中国
彭浦“农民摄影作品展览”，日本各
大媒体相继报道。作为摄影协会主
要负责人，他始终把培养新人放在
主要位置，从曝光到取景，从模仿到
创新，耐心的教诲，手把手传教，一
批批新人茁壮成长，一幅幅新作品
崭露头角。

付出的是对摄影和摄影人的
爱，回馈的是发自内心的信任和由
衷的敬佩，今年就要退休的李为民
淡定朴实的为人、认真扎实的工作
为大家所折服。因此，在他的身边也
聚集起一支乐于奉献、热心助人的
摄影志愿者队伍，正是因为有了这
样一群不计报酬、志愿为大家服务
的积极分子，彭浦镇摄影活动才得
以蒸蒸日上地展开着。

! ! ! !随着彭浦镇群众摄影活动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摄影爱
好者被吸引进来。$年前，镇里一批肢残人士相约来到文化站
要求学习摄影。镇里为此专门举办了摄影培训班，量身定制了
适合肢残人的摄影活动———新农村摄影之旅。镇政府广场上
简单而隆重的出发仪式预示着彭浦摄影大军中又有一支新兴
力量的加入。公路、码头、渡船、海岛……在队旗的引领下，十
几辆残疾车一路风尘。尽管不少学员连用餐、如厕都得有人相
助，有的学员连卡片机都难以端稳，但在“一对一”摄影辅导员
的指导下，田野风光、桔园美景、海岛落日、港区装卸等题材尽
收镜头。在桔园，陈玉梅、薛忠伟、李伟健等学员收获了摄影处
女作；落日时分，重度残疾人计密娃的一幅“海岛剪影”成了这
次活动的满意收获。返程时天色已晚，尽管一会儿这辆车陷入
泥坑，一会儿那辆车出了故障，等赶回旅馆大家又饿又累，但
每个人都沉浸在摄影的兴奋中。晚饭过后，马上又聚拢在一起
交流拍摄体会、聆听摄影辅导。

张文军，彭浦镇残疾人摄影小组的领头人，这位左手、左
脚高位截肢的肢体残疾人，硬是扔开轮椅，靠着拐杖平衡身
体，坚持单手端着单反相机对焦、取景，摄影创作有了很大进
步；不少家庭从刚开始的夫拍妇陪，逐渐变成夫妇双双学摄
影，全国五好家庭高启恩、张玲麟夫妇，自从喜欢上摄影后家
庭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夫妇俩白天互相搀扶着去摄影，晚
上坐在电脑前学做 ./$!"#$#%"#&图片修饰软件%；心灵手巧
的薛忠伟，经常义务为居民维修家电，迷上摄影后，迅速掌握
了相机各部件的使用，并能娴熟运用 ./修饰照片，他的作品
《聚精会神》还在摄影比赛中获得了优秀奖；计密娃克服种种
困难，坚持摄影创作，作品在彭浦镇摄影季赛中，获得优秀奖。
残疾人摄影队伍还在不断扩大，最近，镇里一批听力障碍的残
疾人也纷纷加入了摄影队伍，无声世界中静静体会摄影的魅
力让听力障碍者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最近，“彭浦镇残疾人
摄影作品展”正在镇文化中心展出，一本出自彭浦镇残疾人摄
影爱好者之手的《“阳光·闪烁———彭浦镇残疾人摄影作品集》
集中反映了残疾摄影爱好者的精神面貌。中国肢残人协会主
席徐凤建欣然为作品集题词：彭浦镇残疾人摄影小组的活动
持续了多年，其精美作品反映了上海的发展与变化，反映了残
疾人生活的改善与充实。

! ! ! !杨瑞德，当年开着拖拉机在田野中驰骋，如今
驾驶四驱吉普走南闯北。他用大画幅胶片相机拍
摄的《藏路》系列摄影作品在艺术殿堂上海美术馆
展出时引起轰动，多幅作品被市美术馆收藏。
这位数十年来潜心磨砺、佳作频出的摄影家，

凭着对摄影的热爱走出了一条不寻常的艺术道
路。杨瑞德年轻时酷爱玩摩托，迷上摄影后，杨瑞
德毅然卖掉了“很拉风”的摩托车，换回了海鸥 01

单反相机，添置了放大机，还订阅了 2*多种摄影报
刊杂志。杨瑞德把业余时间和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
摄影上，每次出车，他都会带上那架沉甸甸的“海
鸥”，利用工作间隙捕捉美好瞬间。在后来创办乡镇
企业中杨瑞德获得了较好效益，赚了钱后的杨瑞德
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摄影的同时，更是以一
颗感恩之心回报社会。去云南采风时，目睹山区孩
子光着脚丫、顶着寒风跋山涉水去上学的背影，杨
瑞德的心是沉重的。回上海后，他发动企业员工捐
钱捐物，并采购了满满一卡车的生活用品和文具，
亲自随车送到云南。穿上新衣、新鞋，背上新书包
的孩子们脸上绽开的笑颜让杨瑞德欣慰，“拍照片
的上海叔叔”的善举在当地成为了美谈。
长期来，杨瑞德坚持用摄影艺术打造企业文

化，他将精心制作的摄影作品送给有业务往来的
客户：气势恢宏的布达拉宫、气象万千的朗木寺、
刚毅坚强的康巴汉子……精湛的摄影作品赢得客
户对他的尊重，改变着乡镇企业的形象。杨瑞德还
在自己的办公楼中辟出了一间精致画廊，长年免
费给彭浦镇摄影人举办影展。2**"年，他还腾出
近千平米的办公场所，提供给镇摄影协会，连续 #

个月免费举办“今日彭浦”、“祖国风光”等九个主
题的摄影系列展。

! ! ! !随着彭浦镇从乡村到城市的日
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彭浦摄影人也
渐渐由当年的种田人变成了乡镇居
民，镜头关注点也逐步从田头转向
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彭浦，他们穿
街走巷，敏感捕捉着社会变革中的
点点滴滴。
陈海涯曾经是一位与算盘打交

道的生产队记分员，当年为记工分
而往返穿梭的田头，如今早已成为
大宁灵石公园和成片新建小区。陈
海涯的家也随之从自然村落搬进了
公园隔壁的“农民小区”。陈海涯一
直很庆幸当年选房时的好手气：为
能随时拍摄公园美景，在填写《动迁
选房意向表》时，陈海涯特意填写了
紧靠公园的“小区最后一排高层”。
也许是命运眷顾她多年来对摄影的
执著追求，在众多房源的“摸彩”中
她居然如愿以偿！自 2**3年入住公
园隔壁以来，趴在窗口用长焦镜头
关注大宁公园几乎成了她每天的习
惯：桃红柳绿的春天、荷花盛开的夏
季、金色璀璨的秋日、大雪纷飞的冬
天……镜头时时跟踪和反映着大宁
公园的变化。功夫不负有心人，她以
大宁公园为题材的摄影组照《春夏
秋冬》荣获上海市第五届“市民终身
学习周”摄影比赛一等奖、闸北区摄
影比赛一等奖。

! &今日彭浦'摄影展开拍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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