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缘何能成为摄影人的乐

土？”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数

位摄影家，有的说是因为注重挖掘新

人，有的说是因为活动丰富，有的说

是因为基础好⋯⋯他们各有答案，但

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我市为摄影爱

好者提供了相对开放、自由、多元化

的创作环境。

市摄影家协会每年都会举办各

种培训，从初、中、高级培训班，到老年

大学摄影班、农民摄影培训班、手机摄

影培训班、学生摄影培训班等，不一而

足。并在2016年开始创办纪实、新锐

工作坊，同时还邀请摄影名家为学员

作品点评，邀请书画、文学、戏曲等艺

术家为学员上课。

纪实摄影、艺术类摄影、新闻宣传

性摄影⋯⋯在这样具有包容性的艺术

创作氛围中，各种摄影艺术流派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各行各业的摄影爱好

者投身摄影风潮，我市摄影艺术发展

进入多元时代。

中 国 摄 影 家 协 会 会 员 楼 美 如

将镜头对准乡土、“ 三农”，出版了

《农耕》《永康味道》《记忆永康》三

本图文集，其中《农耕》获得平遥国

际摄影艺术节图书奖；项新平则聚

焦 社 会 问 题 ，他 创 作 的“ 招 工 难 ”

“ 解锁工程”“ 赤脚医生档案”等专

题摄影受到业界广泛好评，作品在

2018 年被评为第二届金像奖；徐建

儿用几年时间跟踪拍摄“下山脱贫

天 地 宽 ”、朱 军 拍 摄 疫 情 专 题 影 像

《红线》、林璟拍摄女性题材“ 新女

性”，徐金星拍摄的高速公路建设、

重 走 红 军 路 专 题 获 得 广 泛 关 注

⋯⋯当下，我市摄影界呈现出百花

齐 放 的 盛 况 ，有 态 度、有 想 法 的 我

市 摄 影 作 品 在 各 大 比 赛 中 崭 露 头

角，进一步提升了我市摄影文化的

知名度。

第三期纪实摄影工坊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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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其他地方，我市摄影文化萌

芽早。早在民国初期，便有了第一家

照相馆。

1983 年，本地成立了摄影家协

会，标志着永康摄影爱好者有了正式

的组织。成立之初，协会仅有张福、卢

儒美、许绍璋、王岳阳等14名会员。

摄影协会成立以后，摄影青年不定

期聚在一起，开展摄影沙龙活动，吸引

了许多摄影爱好者加入。当时的文化

宫连续举办了几期摄影培训班，培养了

一大批摄影爱好者。1984年，《人民画

报》高级摄影记者、著名风光摄影家何

世尧回乡举办风光摄影讲座，座无虚

席，这是摄影名家讲座首次走进永康。

“慢慢地，每月一期的摄影沙龙

制度固定下来，成了协会的品牌活

动。每期沙龙都会请一位本土或外

地的摄影家分享经验。”市摄影家协

会负责人说，每期沙龙通常参与人数

为七八十人，多的时候可达两三百

人。不管是刚入门的摄影新人，还是

有了一定摄影经验的摄影爱好者，都

能通过摄影沙龙学到东西、开拓思

路、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

1996 年后，市摄影家协会在三江

广场旁设立了 20 多米长的文化宣传

窗，用于展示会员优秀作品，由此激励

了摄影爱好者的创作热情。

把各地名家引进来，同时吸引本

土、外地的摄影爱好者加入到活动中

⋯⋯在我市摄影人心中，摄影沙龙制

度就像一条纽带，串联起了我市摄影

繁荣的历史、串联起了一个个素不相

识的摄影同好、摄影家。通过月度、年

度评选，市摄影家协会不断地吸收新

鲜血液，培养新生力量，为省摄影家协

会、乃至中国摄影家协会每年输送大

批人才。项新平、朱承、卢斌⋯⋯现在

活跃的新生代永康摄影人，许多就是

从摄影沙龙中培养出来的。

除此之外，该协会每年都会举办

一场摄影盛会，表彰摄影积极分子，将

会员的优秀作品编撰成册，大大提高

了协会的凝聚力。

“作为一家县级市的摄影组织，永康市摄影家协会能培养出数量庞大、活跃的摄影人群体，这
在全国范围内罕见。”上月中旬，中国摄影报社“影像天地”代表团走访我市，副主编柴选留下了这
样的评价。他说，希望能把永康市摄影家协会的成功经验推向全国。

据了解，目前，市摄影家协会共有摄影分会 12 个、会员 1000 多人，其中包括中国摄影家协会
会员73名、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200多名，综合实力在国内名列前茅。

摄影沙龙制度形成群体纽带

现如今，在我市办影展观影展成

了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城区乡村、大

街小巷、高山田园，到处都能看到端着

相机、操着永康口音的摄影人。本土

摄影活动蔚然成风。

前不久，楼美如在市摄影家协会

的帮助下，举办了自己的首次个展。

“感谢摄影家协会为我们提供了创作

热土。”楼美如感慨道，艺术创作是孤

独的，如果没有一个展示交流的平

台，创作者很容易陷入故步自封的怪

圈，也就无从提高摄影水平了。

在摄影事业繁荣发展的当下，我市

摄影爱好者不忘根植本土，关注现实。

去年疫情期间，摄影人用镜头留下珍贵

的战“疫”记忆。去年年底，“摄影驿站”

走进舟山镇端岩村，吸引全国各地的摄

影创作团队前来采风，通过将摄影与文

旅有机结合，为乡村建设增色。

去年年底，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市

委宣传部主办的第 27 届全国摄影艺

术巡展（永康站）暨“工业遗风”摄影作

品展在四方集团老厂区开幕。当日的

盛况，令到场参观的省文联副书记吕

伟刚感触很深。

“永康繁荣的摄影生态形成了一

种独特的现象。”吕伟刚说。

擦亮“永康摄影现象”的文化名片

多元化的摄影方式、多样化的摄影人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多达73人

我市缘何成为摄影人的乐土？

□融媒记者 高婷婷

17 日上午，“在场——当代摄影中

的大画幅七人展”在我市明珠摄影馆开

幕。当天，浙江省摄影家协会大画幅专

委会第一次工作会议、摄影名家薛华克

讲座走进我市。

据了解，该展由浙江省摄影家协

会、市文联、明珠摄影艺术馆共同主办，

展出黄劲松、王若邦、王周稀、陈海波、

贾锦新、邵志坚、朱承七位我市摄影家

的大画幅摄影作品 36 幅，展期一个

月。展览作品在扩大尺幅的同时呈现

出惊人的细节，以其宽阔的视域、精致

的描写、细腻的影调层次，使观展者仿

佛身临其境，看见拍摄者眼中的世界。

据了解，大画幅摄影是专业性、技

术性要求比较高的摄影创作技法之

一。它的创作过程原始而充满仪式感：

将几十斤的设备扛到现场，架起相机、

构思画面、调整镜头焦距、对焦、装上滤

镜、选择胶片、计算曝光量、最终按下快

门，然后进行暗房冲洗处理和放大制

作、后期装裱。

“永康目前约有十多人在钻研大画

幅 摄 影 ，这 在 全 省 是 一 个 惊 人 的 数

字。”浙江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浙江

省摄影家协会大画幅专业委员会主任

王芯克说，大画幅摄影因门槛较高，一

直是摄影流派中的小众。在数字影像

迅猛发展的今天，这些永康摄影艺术家

“逆向行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传统

的大画幅照相机创作中，进行着当代摄

影的探索，展现出艺术创作的无限可能

性。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范顺赞说，在他

的了解中，永康是浙江省内首个举办大

画幅摄影展的县级市。“永康是一座摄

影创作氛围浓厚的城市，在这里可以看

到各种各样的摄影流派和摄影人。”范

顺赞感叹道，他与我市紧密合作了四

年，曾应邀为我市摄影人举办新锐摄影

工坊，策划了多次永康影展，由此与我

市、我市摄影师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18日，浙江省摄影家协会大画幅专

委会委员来到浙江四方集团老厂区进

行采风活动。浙江四方集团遗留下的

设备与老厂房，充满了时光的沉淀与岁

月的沧桑感，让来自浙江各县市的摄影

家们痴迷其中，不知不觉拍光了胶片。

他们意犹未尽，表示有机会还要再来取

景创作。

《东风-1》王若邦

大画幅摄影
七人展开幕

□融媒记者 高婷婷

18 日，市作家协会组织部

分会员前往花街镇开展“春满

桃花源”主题采风活动。桃花

源小镇是我省第二批“坡地村

镇”建设用地试点项目，依托花

街的特色旅游资源，规划发展

成为集旅游、休闲、养生、商务

为一体的特色小镇。

作家走读桃花源

融媒记者 高婷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