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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瑞

行走阡陌 记录时代
——记聊城市摄影名家王朝瑞

上世纪80年代，莘县张鲁农民摘棉花

上世纪80年代，莘县毛毯厂工人在加工毛毯

1987年正月初二，莘县妹冢农民推着自行车回娘家

2016年正月初二，生活富裕后，一家人买了家庭轿车

上世纪70年代，莘县十八里铺下乡知青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上世纪80年代，莘县方便面厂工人加工方便面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打打太极拳，压压腿，拉拉单杠，每
天锻炼两个小时，一身轻松。”4月20日，
在聊城开发区一居民小区，记者见到刚
刚健身归来的老摄影家王朝瑞。他精神
矍铄、思路敏捷、步履轻盈，让人很难想
到这是一位已经77岁的老人。

王朝瑞是莘县妹冢店子村人，新中
国成立前，父亲在朝城推着小车卖文房
四宝，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也许是受父
亲的影响，天天接触笔墨纸砚，王朝瑞自
幼便喜欢上了美术。初中毕业后，他跟
着父亲回到了老家。虽然当时农村生活
十分困难，但他依然每天步行20公里去
朝城学习美术。一年多之后，“文化大革
命”发生，王朝瑞不得不中止了学习。

那时候，画主席像非常流行。他和
邻村一位喜欢绘画的同学商量后，决定
一起去画主席像。经人介绍，他们被安
排在妹冢大街十字路口，画大幅的主席
像。两个人画了一个月，不仅管吃住，最
后每个人还得到了30元的报酬。王朝瑞
说，那个年代一个农民干一天活，收入也
就是几角钱，这30元对他来说简直是一
笔巨款。

后来妹冢供销社筹建毛泽东同志革
命实践活动展览馆，有绘画手艺的王朝
瑞被招进了供销社，成了一名每月有 30
元工资的合同工。两年之后，他被调到
莘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文革”期间，电影院放的电影都是
样板戏，王朝瑞的工作是画电影海报。
当时，电影公司有一台120照相机，王朝
瑞利用它学会了拍照。那时候，在放电
影之前，一般要放映“加片”，即全国各地
英模人物的幻灯片。1971 年，在莘县宣
传部工作的杨巨源找到王朝瑞，商议合
作拍摄图片制作成幻灯片，由王朝瑞拍
摄照片，杨巨源写文字，县广播站的马军
负责配音。从此，莘县电影院每次放电
影的时候，就会播放一段他们制作的“莘
县新闻”幻灯片。王朝瑞说，在他之前，
莘县没有人做过图片幻灯片，所以幻灯
片做出来后，收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并
获得了山东省幻灯片汇演一等奖，在全
省巡回播放。

后来，王朝瑞调至《山东科技报》莘
县发行站，开始拍摄新闻图片，为报社供
稿。1981 年，王朝瑞参加山东省首届高
级摄影培训班，专门学习摄影，拍摄水平
有了大幅提升。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春风吹到鲁
西平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让
农民的生活悄然发生了变化。有着敏锐
洞察力的王朝瑞，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农
业农村。1987 年大年初二，他在老家偶
遇回娘家的一家四口，自行车后座上驮
着两个筐，两个孩子坐在筐里，夫妻二人
推着自行车，步行20公里回娘家。王朝
瑞马上用相机拍了下来。2016年大年初
二，王朝瑞又找到这家人，在他们家新买
的汽车前，为他们拍了一张全家福。王
朝瑞用镜头定格了一家人灿烂的笑容，
也见证了中国农村30年的沧桑巨变。

多年来，王朝瑞一直深耕在纪实摄
影领域。莘县是农业大县、蔬菜大县，王
朝瑞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莘县几十年
的农业发展历程。董杜庄镇西瓜博物馆
开始筹建时，王朝瑞花费了几个月的时
间，专门拍摄了西瓜由种到收的全过程，
用数百张图片，展现了西瓜为农民带来
的富裕生活。《镜头中的历史 莘县老照
片》系列画册、《沃野莘州》、《舌尖上的莘
县》等图书，都收录了王朝瑞的经典摄影
作品。

半个世纪，摄影让王朝瑞的人生变
得充盈、丰富。谈起摄影，老人目光炯
炯，有说不完的话。或许这就是摄影的
魅力，留下了历史的瞬间，也留存了对生
活的挚爱与深情。

▼30年后

▲30年前

1975年，人民公社社员抢收小麦

（除肖像照外，其他图片均为王朝瑞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