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链接

2014年10月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应霁民 版式：吴雄伟

2014年10月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应霁民 版式：吴雄伟 ZHEJIANG DAILY 55新中国 华诞特别报道
1949—20141949—2014

本报记者 陈翔

一份职业，你能坚持几年？
30 年，从学校毕业踏入社会，直
至退休？徐永辉说，不，那只是工
作，不是职业。职业，要有规划，
还要有永不磨灭的热情和责任
感。

摄影这份职业，徐永辉在浙
江日报社干了整整 65 年。从 20
岁的毛头小伙，到如今的耄耋之
年，用他的话说，是党培养了他，
让他从一名普通的青年工人，成
为新中国第一代著名记者。

徐永辉对自己的定位，是一
名跑腿的摄影记者。现在虽然
退休了，但他从未想过要把手上
的“武器”——相机放下来。他
坚持到基层，为老百姓拍照，始
终把镜头对准广大群众。用他
的话说，“永远要把群众当做亲
人看待。”

65 年间，徐永辉把他的镜头
对准了形形色色的人。

日前，记者有幸跟他一道，进
入 他 跟 拍 了 60 年 的 贺 金 财 家
庭。这也是唯一一户五代人皆被
记录在他镜头内的人家。

1955年简陋的草棚前

他与孤儿寡母结缘

1955 年，徐永辉入新闻一行
已有5年，拍过不少过着苦日子，却
依旧不哭不怨、勤劳善良的农民。

当年 4 月，浙江日报一批青
年记者，在杭州笕桥镇农村参加
义务劳动，徐永辉也在其中。

在劳动休息时，徐永辉发现
近处有一间草棚。他走去一看，
才知道原来住着一户人家。这户
人家家里只有两口人，年过半百
的妇女宋玉英，和她 25 岁的儿子
贺金财。两人相依为命，简陋的
草棚里就是母子俩的家。

徐永辉和贺金财同龄，对这
对母子的遭遇很是同情。之后的
日子里，他一有空就跑到笕桥，提
着自己掏钱买的食品，来看望宋
玉英。

说来也巧。当年，徐永辉成
了家，贺金财也娶了妻，名叫沈定
凤。原本人气凋零的家，因为多
了一个人，而变得生气勃勃起
来。第二年，徐永辉特意为这一
家三口两代人，在草棚前拍了一
张合家欢照片。

1959 年，徐永辉来看望宋玉
英时，看到贺金财在拆自家的草
棚子。条件好了，要重新盖草
屋？徐永辉上前问个究竟。贺金
财说，要搬进楼房了，政府给他们
在村里造了一批新房子，叫农民
新村，很快就要搬进去了。

徐永辉真心为这一家人感到
高兴，举起相机，“咔嚓咔嚓”，拍
下了又一组照片。

失联近二十年

辗转六年找到那家人

1963年，贺家添了个小子，叫
贺来法，三代人的日子十分美满。

1966 年，宋玉英去世。临走
前，她把儿子、儿媳叫到床边，告
诉他们，一定不能忘了徐记者。

然而，“文革”期间，徐永辉被
剥夺了摄影报道的权利。这一
来，也断了他与贺家人的联系。

1984 年，徐永辉辗转几道，
终于在村民的带领下，找到了贺
金财。此时，贺金财的孙女贺卡
娜已过周岁。

故人见面，分外感慨。
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大地，

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1994 年，
得知贺家盖起了二层楼房，徐永
辉在二楼阳台上，为他们拍下了
第一张三代人的全家福。

从第一代拍到第五代

他从不留下吃一顿饭

之后，每过五年，徐永辉就要

跑去笕桥，拍贺家人的幸福生活。
虽然 1997 年时他已退休，但他不
肯闲下来，决心将他的跟踪摄影进
行下去。

1999 年，新农村发展日新月
异，贺家搬入了五层楼高的小洋
房。

2003 年，正在读大学的贺卡
娜入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
员。

2008年，贺卡娜结婚。
2010 年，贺卡娜的儿子周贺

伟出生。这一桩桩事，徐永辉记
得清清爽爽。虽然不能时常跑去
叙叙旧，但每隔一段时间，他总会
打电话给贺家人问好。

2013 年，新房造好，贺家人
再次搬家，住进东港嘉苑，邀请徐
永辉前去做客。徐永辉聊完天，
拍完照，说什么也不肯留下吃顿
饭。“我是长辈，怎么能吃你们小
辈的饭呢，该我请你们吃才是
嘛。”

“这说的哪里话，以前还不
都是您自己掏钱买东西给我奶
奶和爸妈吃的。”贺来法怪徐永
辉太客气。

虽然见面并不多，但说来也
怪，贺卡娜的儿子周贺伟，对徐永
辉特别亲近，一点不怕生，一见着
就黏上去叫“阿太”。徐永辉很喜
欢这个小不点，“这是贺家的第五

代了。我拍了那么多户农家，贺
家还是唯一一户，镜头里装下五
代人的。”

几十年交情

他与贺家亲如一家

前些日子，贺来法邀请徐永
辉来家里做客。

记者同徐永辉一道前往贺
家。

贺来法刚从临安出差回来，
见到徐永辉，脸都来不及擦一把，
就把他迎进屋里，忙着叙旧。妻

子汪定兰见到徐永辉也很高兴，
一口一个“徐叔叔”，说起当年拍
下的一张张照片。

徐永辉打量贺来法家里的布
置，一个劲点头。“现在日子好了，
农民真正翻身做主人了。”

“是啊，共产党好啊！没有共
产党，哪有这么好的日子？以前哪
里敢想，农民能住上那么好的房
子。”贺来法指着老照片里的草棚，

“连草屋也住不起啊。所以我叫卡
娜一定要争取入党，保持先进性。
希望孙子也像他妈妈一样，一直传
承下去。”

要是不说，谁能猜得到，徐永
辉和眼前这一家子并非一家人。

60年持续拍摄

镜头记录10余户农家

从 1955 年至今，徐永辉与
贺家人结缘已有 60 年。这 60 年
里，他用相机，记录下一个个历
史的镜头。他开创了富有特色
的跟踪报道摄影，历经 60 多年
的锤炼检验，已成为中外新闻摄
影史上一面独一无二、历时最
长、跟踪最集中、主题最鲜明的
旗帜。

类似的跟踪报道还有十四
组。徐永辉掰着手指数了下，“跟
踪 50 年以上的，有 5 组；40 年以
上的，也是5组；30年以上，还是5
组。”这些家庭中，除了贺金财一
家外，有的他还在跟踪。

叶根土、汪阿金、周寿根、黄
渭兴、李招娣、钟兆年、胡香、陈启
达⋯⋯一个个名字，一户户家庭，
都被几十年如一日地记录在徐永
辉的镜头里。不管工作多忙，他
都要定期去看望这些农民，为他
们拍下一组组照片，然后仔细地
把照片积累起来，分阶段记录情
况。

徐永辉一心扑在他的跟踪
摄影上，是浙江日报有名的有
家不聚的“单身汉”。他和妻子
都是上海人，从 1956 年结婚，直
到 1995 年妻子退休才到杭州和
他一起生活，夫妻两地分居长
达 40 年。

徐永辉的工作作风深受采
访对象的好评。他和被采访对
象亲如一家，经常从自己工资中
抽出一部分资助他们。几乎所
有被报道的跟踪对象，都视他如
亲人，家里的婚丧喜事都要请他
到场。

85 岁的徐永辉，目前正在积
极准备新中国成立65周年的跟踪
摄影报道。“我的跟踪摄影的脚步
不会停下。我会继续用我的镜
头，记录下新时代农民的幸福生
活。”

（摘编自《钱江晚报》2014 年
6月24日第A10版—A11版）

（本版图片均由徐永辉提供）

徐永辉：60年聚焦笕桥人家
被誉为新中国跟踪摄影第一人，其作品已成为重要历史见证

本报记者 陈翔

《钱江晚报》报道《徐永辉：笕桥人
家 60 年光影记录》（详见 2014 年 6 月
24日A10—A11版）一经刊登，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

面对各种感谢、鼓励和褒奖，徐永
辉摆摆手，显得很淡定。“无论是我，还
是像贺家一样的农民朋友，要感谢的
都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培
养我的浙江日报。我还是那句话，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我们那么美好
的生活。”

修镇志向他要资料
9月12日，《钱江晚报》H2—H3版

报道了笕桥镇要修镇志一文。贺卡娜
看到后，就和父亲贺来法商量，“我们
家有徐爷爷拍的老照片，从侧面反映
了笕桥的历史，正好可以作为历史资
料，提供给镇志编纂委员会。”

贺金财笑笑，“哪用得着你说，我
们家和徐叔叔的故事被报道后，镇里
的工作人员早就找上我，希望我提供
一些老照片和资料了。”

“钱江晚报的报道刊登后，很多朋
友、同学、同事来跟我说，非常感动。”
贺卡娜告诉记者，“一是没想到会有记
者跟拍普通的农家长达半个多世纪，
而且徐爷爷 80 多岁了还在继续他的
新闻事业；二是觉得我们家和徐爷爷
之间的这种感情，很特别，难能可贵。”

粉丝要送黄鱼给他
徐永辉也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

信，赞扬其将一生奉献给党的新闻事
业的精神。8月1日，他前往临安天目
山神龙川度假村休养时，竟然还被粉
丝追上了门。

消息传到了阮兆先老人的耳朵
里，老人拿出一条从家里带来的黄鱼，
就去找徐永辉。

徐永辉不在房间，阮兆先把黄鱼
放到了前台，委托转交。徐永辉得知
后，赶紧找到阮兆先，要退回黄鱼。

“徐记者啊，我是你忠实的老读者
了，我看《浙江日报》已经 50 多年了。”
阮兆先先来了个自我介绍，“我看到你
写的第一篇报道，叫《陪嫁的传家宝》，
写的是农民叶根土一家，当时应该是
1962年，对不对？”

徐永辉一听，也愣住了。他遇到
过不少读者，可像阮兆先这样，把报道
记得如此清晰具体的，也非常难得。

为了感谢阮兆先的一片好意，徐
永辉举起相机，为阮兆先夫妻俩拍下
合影，并冲洗了一张 12 寸的照片，送
给他们作纪念。

中央媒体采访了他
9 月初，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也

先后找上了徐永辉。
9月5日，新华社记者商意盈一行

三人来到徐永辉家中，听他讲述与贺
来法一家 60 年的故事，以及他持续了
65 年的跟踪摄影，一谈就是一个下
午。几天后，他们又随徐永辉一道，去
东港嘉苑贺来法家中。

贺来法告诉新华社记者，他们一家
都赶上了农村建设的好时代。2008年
拆村建居，农村户口变成了城镇户口，
2013年一家人搬入电梯公寓新房。在
拆迁过程中，为了补偿农民的房子和土
地，人均补偿55平方米，总共330平方
米，就有了现在的4套公寓。

“我自己还在上班，妻子已经退
休。现在房子 3 套用来出租，一家人
还统一纳入了城镇医保，看病自己只
要掏20%，村里给老人每月都发补贴，
年底还有分红，这样的好日子以前想
都不敢想啊。”贺来法说。

9月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
两位记者采访徐永辉和贺来法一家。
中午，大家聚在一起，提前过了个中秋。

“做新闻容易，做一个新闻长达
60 多年不易；和采访对象打交道容
易，和对方建立深厚的感情却不易。”
中央电视台记者徐梦感慨，“徐永辉老
师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太多。他不仅
是在做新闻，更是在记录历史。”

徐永辉：

新闻镜头
记录历史

徐永辉：

新闻镜头
记录历史

新华社记者一行三人专程去徐永辉家采访。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杭州市郊笕桥农民贺金财夫妇和
母亲宋玉英住在这间草棚里，过着艰苦的生活。

贺金财一家祖孙三代住进了 100 多平方米的新楼房。
1994年，全家在新楼房的凉台上拍了一张“全家福”。

2013 年，贺金财儿子贺来法全家搬入杭州东港
嘉苑的新楼房居住。图为贺来法一家散步归来。

杭州笕桥镇一批农民新村即将建成，贺金财一家
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分到了40平方米的新平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