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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背包,拿着相机，清明假
期，一对父子穿梭在绍兴的大街小
巷，他们是 60 后摄影师王晓明和他
90后的儿子王时雨。父子俩对家乡
的山水、草木、片瓦，怀有深厚的感
情。历时 19 年、5 万多张照片、无数
次走村串户的拍摄，他们通过摄影
的手段将城乡改造建设前的风貌记
录留存下来。迄今为止已拍摄绍兴
66 个“消失”的村庄，出版《越村忆》

《最后的渔村——则水牌》《栖凫村》
三本影集。

《栖凫村》今年 2 月底出版。王
晓明父子特意把新书发布会放在
绍兴市越城区鉴湖街道栖凫村村
民文化礼堂。摊开这些照片时，王
晓 明 的 眼 眶 有 些 湿 润 ，他 告 诉 记

者，自 2019 年下半年开始，至 2021
年 5 月拍摄完成，父子俩多次走村
串户拍摄栖凫村。“大至空中鸟瞰
全景，小至台门老宅的一檐一瓦，
栖凫村的多姿风情、样貌形态，悉
数收入了镜头之中。”《栖凫村》赠
送给了越城区档案馆、越城区图书
馆等单位，以及部分栖凫村民。“虽
然村子拆迁了，但我还是能从这本
影集中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和生
活场景，要感谢王老师父子给栖凫
村留下的印记。”63 岁的栖凫村村
民丁国家激动地说。

王晓明喜欢摄影，他长期在绍
兴越城区房屋征收办工作。乡愁
是人们的一种普遍意识，是文
化传承、历史延续的心理

基础。在看不到旧址轮廓、古迹风
貌的情况下，如何才能记住乡愁？
在王晓明看来，通过摄影等手段将
城市局地改造建设前的风貌记录
留存下来，正是人们抒发乡情的极
好依托和载体。2003 年初，王晓明
第一次将镜头对准拆迁村，从那时
起，他就与拆迁村连接在了一起。
对于那些面临拆迁的村庄，王晓明
充满了感情，把这些村庄的面貌拍
下来，留作档案，这是他最初的想
法。在长年累月深入拆迁村的过
程中，他的拍摄初心也慢慢发生着
变化。“我开始从村庄旧貌延伸到
一些人文的记录，之后更是以创作

的 理 念 ，做 足

拆迁村的功课后再去拍摄、记录。”
他说。

王 晓 明 的 儿 子 王 时 雨 ，从
2015 年起也加入进来。儿子的加
入，给王晓明带来新的拍摄手段。

“从 2017 年开始，我们逐渐使用上
了航拍，并用航拍、陆拍进行多维
度立体式记录。”借助这些现代化
手段，王晓明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
角度、画面。“三本影集的航拍照片
都 是 时 雨 拍 摄 的 。”王 晓 明 自 豪
地说。

当然，拍摄的过程是艰苦的。
王时雨回忆，有一次，在一个拆迁
村，为了一个更好的
拍摄角度，他

父亲爬上了一面残墙，不料墙塌了
下来，人摔伤了，相机还牢牢地举在
手上，保住了相机机身，但镜头还是
碰坏了。“为了拍摄一张好的照片，
同 一 个 地 方 去 好 几 次 ，是 常 有 的
事。毕竟，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
点，不同的拍摄形式，定格的画面都
是不同的。”

王时雨告诉记者，好的照片需
要好的光线，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和
父亲经常“蹲守”在村里，抓住各种
机会和角度拍摄。时间最长的一
次，从早上

拍到天黑，所有的电池都拍到没电
了。“由于拆迁进度很快，经常是上
一回去拍到的一处建筑，下一次去
就不见了。我们就把拆后的场景也
拍摄下来，算是给这个地方画上一
个句号。”

“我想记录 100 个村庄，现在离
目标越来越近了。”王晓明说。父子
俩的拍摄还在继续。他们通过摄影
记录着绍兴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日新
月异的变化，也记录下人们越来越
美的生活。

用5万多张照片记录下66个“消失”的村庄，王晓明、王时雨父子——

悠悠乡情，在镜头里定格
本报记者 郑培庚 共享联盟绍兴中心站 徐霞鸿

背起相机，锁了店门，跨上电动
车，王光法出发了。当天，他要为坐
在 轮 椅 上 的 张 道 永 老 人 拍 张 证
件照。

到了后，王光法将老人推至一
处背景好、光线佳的地方，从口袋里
掏出一把梳子为老人梳头：“你这头
发乱糟糟的不行，拍证件照得有精
气神。”

“看镜头，哎，笑一笑。”王光法
按下相机快门。

“多少钱？”看着相机里的照片，
老人很满意。

“要什么钱，回去处理下就给你
送来。”王光法把老人推回餐桌旁，
背上相机离开了。

今年 69 岁的王光法是安吉县
鄣吴镇鄣吴村人，个子不高，说话爽
快，思路清晰。退伍后，他当过村干
部，务过农，办过面粉加工厂，最后
选择了摄影师这份职业，在小镇上
开了一家照相馆。他的照相馆有条

“规矩”——残疾人、孤寡老人和低
收入村民，拍照免费。

这个决定，源于 2000 年夏天的
一次经历。当时，王光法学会了数
码摄影、电脑冲印以及图像处理技
术，设备购齐后照相馆就开业了。
第一单生意，是去给一位山村独居
老人拍半身照。当他把洗好的照片
带给老人时，那场景深深触动了王
光法：“老人一直盯着照片看，神情
特别专注、欣喜和满足。”王光法至
今还记得老人跟他说，一辈子只拍
过两次照，一次是拍身份证照片，另
一次就是这张。王光法慢慢了解
到，当地不少老人一辈子都没拍过
一张生活照。能有一张记录生活的
照片，对他们来说非常珍贵。

此后，王光法开始了公益行动，
到偏远山村，为老人拍照。有生活
照，有结婚照，也有全家福。2008
年冬天，他还冒雪进山，徒步
到各村帮 10 多名独居老
人拍摄房屋受损情况，及时
向镇里反映⋯⋯

不止于温暖他人，王光法
还通过相机表达着对家乡的爱。从
摄影之初，他就有意识地用相机记录
着鄣吴镇的发展变化。“近些年家乡
变得越来越美，来游玩观光的人也多
了起来，我用拍照这种特殊的记录方
式，不仅留住了鄣吴发展的各个节
点，也向游客展示了家乡的美。”

王光法约 20 平方米的照相馆
里，有一台电脑，11个硬盘里存储了
超6000G的照片和影像资料。这里
面，许多都是王光法持续拍摄的，不
同季节、不同角度的鄣吴镇。拆建
前的小学、改造后的归仁里老街、无
障碍小镇建设⋯⋯点击鼠标，翻看
这些照片，犹如在看一段段珍贵的
历史画面。

鄣吴村党委副书记黄潮洪是这
家照相馆的“常客”，不为拍照，而为
寻照。“他平时注重收集、整理，有关
村子发展的照片和视频资料齐全，
村里要申报项目，我就到这里来找
照片，他都无偿提供。”黄潮洪说，在
村党群服务中心的过道、楼梯、接待
大厅，就挂有很多王光法拍的照片，

“老百姓前来办事其间，看看照片，
也能了解乡村变化。”

让老百姓了解日新月异的乡村
变化，王光法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办
法。他每年都会把拍摄的鄣吴镇

“大事件”或“大变化”打印出来，用
胶带贴在两块可移动黑板上，放在

照相馆门口，布置成一个简单的摄
影展，供大家观看。“不仅帮我免费
拍照，还提供展览，他很用心。”这些
年，74岁的周亚民一直靠轮椅出行，
在看了王光法的摄影展后才明白，
自己能够方便出行，全靠鄣吴镇在
全国率先开展的无障碍特色小镇建
设。目前，鄣吴镇相关部门正着手
准备，打算为王光法举办个人摄影
展，让更多当地百姓从中欣赏到家
乡的变迁以及风土人情。

采访快结束时，王光法的手机
响起一连串微信提醒音。打开一
看，原来是村民许仁国用手机拍
了几张自拍照，想让王光法帮
忙修下图。他爽快地答应了。

“现在流行手机摄影，
上门拍照的人少了，我
就帮他们修图。”王光
法说，只要他还干
得动，就会一直
把 这 项 公 益
活 动 做 下
去。

20年来免费为特殊人群拍照
公益摄影师王光法——

6000G影像
满满都是爱

本报记者 李世超 通讯员 梁 波

“ 太 阳 出 来
了，这些电影藏品

放在仓库很久了，需
要晒一晒。”3 月 28 日上

午，在丽水市莲都区一居民楼
楼下，陈红龙一边麻利地将几箱电
影藏品铺开，一边热情地和记者打
招呼。

作为丽水当地知名的电影元素
收藏家，陈红龙已收藏电影海报 4

万多张，电影拷贝 1.6 万多部，各
种电影资料及放映机等 1 万余
件，其中不乏精品、罕品、孤
品。这些资料记录了中国电
影的辉煌历程，也反映了社会
的变迁，有着独特的艺术价
值。“它们就像散落在各处
的珍珠，我就是那个串珍
珠的人。”陈红龙说。

为何会喜欢上收藏
电影物件？还得从陈红
龙小时候说起。

1962 年，陈红龙出

生于缙云县壶镇镇，家附近就是壶
镇大会堂，这里经常会放映电影。

“当时家里兄弟姐妹多，很难拿出
多余的钱去看电影，有时我就躲在
大人堆里，偷偷地钻进去，或者趁
电影快散场大堂门打开时溜进去
看最后几分钟。”陈红龙说，“我当
时特别羡慕电影放映员，觉得他们
真幸福，可以不停地看电影，如果
长大了能够做个电影放映员就好
了。”

有了电影的陪伴，成长似乎就
在转瞬间，然而梦想与现实总有差
距。随着外出读书、工作，陈红龙与
电影渐行渐远。直到上世纪九十年
代初，一次外地出差，让他与电影的
缘分再次重续。

那时，陈红龙在出差地的一家
古董店里看到了几十张老电影海
报，当即就把它们买了下来。

这一次的心血来潮，花费了陈
红龙半个月的工资。回到家后，陈
红龙反复翻看着这些印制精美、承
载着童年记忆的电影海报，儿时对
电影的热爱与梦想再次被唤醒。虽
然不能当一名电影放映员，收藏老
电影海报也不失为另一种追梦的
方式。

“我记得当年为了一张海报，
在冬天最冷的时候，我专门坐十几
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黑龙江。”陈
红龙告诉记者，当时他跑遍了东三
省 ，就 是 为 了 收 集 最 原 始 的 电 影
藏品。

初涉收藏圈子，陈红龙没有人
脉、没有消息来源，根本不知从何着
手，于是，他就用最笨的办法——不
停地走、不停地问。

为了找到一两张海报，他时常
穿行在各地的大街小巷、古玩市场，
虽然常常一无所获，但从未放弃，有
时看到好的海报他便如获至宝，激

动之心难以言表。
渐渐地，陈红龙在电影海报收

藏圈子里有了些名气，收入囊中的
精品海报也越来越多。比如《普天
同庆》《方珍珠》《渡江侦察记》《白毛
女》《鸡毛信》《平原游击队》等电影
海报都是极为难得的精品、珍品、
孤品。

虽然不时有人想花高价求购，
但陈红龙从没有出售过一张电影海
报。对于他来说，海报是不能单纯
用金钱来衡量的藏品，虽然是一张
纸，但背后有着丰富的文献价值和
史料价值，但凡出售一张就会打破
收藏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近几年，陈红龙在收藏方面有
了 更 高 的 追 求 ，为 了 让 藏 品 更 丰
富、更完整、更有系列性，他开始收
藏电影台本、电影杂志、电影拷贝、
电影放映机等。丽水市档案局曾
根 据 陈 红 龙 的 收 藏 ，专 门 出 版 了

《新中国电影海报选编》和《流金岁
月的痕迹》两本书，并在丽水市档
案局一楼大厅举办了为期两年的
展览。

“我现在已经拥有一个偌大的
宝库。但是，当把这些‘珍珠’捧在
手心的时候，却发现数量太多，无处
安放。”陈红龙告诉记者，随着藏品
大量增加，后期的保管和维护开始
跟不上。现在他的电影藏品一部分
藏于家中，一部分寄存于丽水市档
案馆中，还有一部分存于丽水绿谷
信息产业园库房中。

眼下，陈红龙正在考虑这些电
影 藏 品 的 去 处 。
他说，“我想为这
些藏品在丽水找
个‘家’，比如建
个 电 影 博 物 馆 ，
发挥它们应有的
社会文化价值。”

30年收集4万多张海报，1.6万多部拷贝
电影元素收藏家陈红龙——

“光影宝库”中
细品流金岁月

本报记者 杨世丹 邱建平 通讯员 雷晓燕 共享联盟缙云站 张晋恺

时 凡人歌代

越城区东湖街道则水牌村拆迁前全景 王晓明父子在越城区皋埠街道攒宫村拍摄宋韵遗存

王光法平时喜欢走街串巷，拍摄家乡
的变化。 通讯员 潘天 摄

陈红龙与妻子整理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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