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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玉东

“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作为青年摄影人，

一定要深入生活，走到群众中去，创作精品。”7

月19日，在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主办的“青未了”

第三届青年摄影人才高研班上，范长国向30名

青年摄影人提出了殷切期望。

范长国是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主席、新华社

山东分社图片总监，在新闻摄影一线奋战了

30 多年，先后参加过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

等国际国内大型体育赛事的采访，第一时间采

访报道了省内多起重大突发事件。2018 年、

2019 年，他创办了中国（日照）新闻摄影周和

泰山国际摄影周等摄影活动，在业界引起强烈

反响，目前这两项摄影活动已成为当地的文化

品牌。

作为新华社山东分社图片总监，范长国

紧跟媒体发展步伐，从 2020 年开始，大力推

进签约摄影师向“摄影、摄像”双能型人才转

型，并进行多渠道多层次业务培训，提升业务

水平。特别是为了适应融媒发展需要，聘请

业内专家，举办系列短视频业务培训班，培养

了一批热爱新闻事业，业务能力强、素质高的

新华社签约摄影师、摄像师。打造的《季录山

东》短视频品牌栏目，不断创出点击量过亿的

短视频，让山东分社成为全国对上对外宣传

的样板。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青年摄影人要有新作

为。范长国表示，青年摄影人要做有信仰、有情

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摄影工作者，以实际行动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更多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要坚守良知，坚守

底线，让体现主流价值观、弘扬正能量、崇尚真

善美的作品牢牢占据上风，让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优秀作品具有不可撼动的价值定

位，让植根于新时代生活沃土、带着泥土芬芳、

透着民族文化元素的优秀摄影作品成为新时代

中国的风向标。

在谈到青年摄影人如何突破创作瓶颈

时，范长国认为，青年摄影师要深刻把握时代

主题，领悟人民心声，感悟艺术脉动。一幅好

的摄影作品，必然是有灵魂的，一个好的摄影

师，一定是善于思考的。摄影需要技术而不

止于技术，还要有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只有

技术而没有灵魂的摄影作品，徒有一具“空

壳”，没有艺术生命力。范长国从事新闻摄影

几十年，经常思考如何让摄影作品更有温度、

更接地气，并且时时提醒自己，要从现场发现

不一样的亮点，从常见的新闻事件中寻找不

寻常的拍摄视角。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

人，在 2009 年 10 月 25 日第十一届全运会 110

米栏的赛场上，范长国经过细致观察，拍下了

体育摄影佳作《蓄势待发》。画面中，透过蓝

白相间的栏杆，长镜头聚焦在起步线上的刘

翔，如弦上之箭，蓄势待发，背景是看台上翘

首期待的万千观众，激战前的寂静，传递出紧

张的气氛。范长国说，他通过冷静思考，在拍

摄刘翔飞跃跨栏的常规动作之前，他还选取

了刘翔在起跑线上等待发令枪响前的瞬间。

这是一个非常规的视角，低角度、长镜头，压

缩了空间，让刘翔成为画面的绝对主角。当

时的比赛，刘翔以 13 秒 34 夺得冠军，成为全

运会历史上第一位 110 米栏三连冠选手，这

也是刘翔伤愈复出夺得的第一个冠军。而范

长国的这幅《蓄势待发》也成为当时各大媒体

的主角，至今依然是体育摄影的经典之作。

眼力是摄影师专业素养的外化，表现为对

拍摄主题的敏感度和发现力。优秀的作品，往

往有着独特的视角，从常态的生活与实践中挖

掘出新意。摄影师要综合运用直觉思维和理

性思维，善于发现事实及其背后的深层逻辑与

问题，选择独特视角，减少重复画面，创作题材

新颖、形式独特、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

范长国说，勤奋是摄影人必备的基本素质。如

果只停留在观察、思考阶段，不去脚踏实地实

践，也无法创作出令人满意的摄影佳作，每一

张摄影精品必然是无数辛勤汗水凝聚的结

果。因此，摄影人要到一线去，到基层去，在火

热的生活中，在鲜活的新闻现场拍摄感人的光

影瞬间。

范长国认为，摄影作品能够有长久生命力，

摄影人还需坚持“三性”，即人民性、时代性、创

新性。摄影人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群众、

深入生活、深入实际，行动上接近人民，情感上

与人民相通，虚心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用

心、用情创作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

歌英雄的摄影精品。

心中有百姓，脚下有泥土。只有扎根基

层，心系百姓冷暖，才能拍出反映时代变迁、

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摄影作品。摄影与时代

紧紧相连，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摄影作品一定

要及时反映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各

行各业取得的可喜成就。像当前生态建设、

乡村振兴、科技强国等内容，都是摄影人关注

的题材。作为一个有思想，在摄影艺术上有

追求的摄影师，在摄影手法、表现形式上，还

要有创新性，用恰当的形式去深刻地把握主

题。

1994 年，范长国在西藏工作期间，为了采

访报道青藏公路分局当雄公路段退休老党员

顿珠自筹 12 万元建设希望小学的新闻，在海

拔 5000 多米的顿珠希望小学住了一个星期。

有付出就有收获，范长国拍摄的《顿珠和他的

希望小学》组照经新华社播发后，被多家媒体

整版刊用，该希望小学收到了很多来自内地

和香港的捐款。20 多年后的 2015 年 8 月 13

日，范长国带着一批捐助物资重返顿珠希望

小学，让西藏人民再次感受到来自山东人民

的关爱。

丹麦著名摄影师托马斯·尼尔森曾经说过，

摄影是一个心理过程，真正优秀的摄影师应该

把视线从漂亮养眼的照片上移开，把讲故事放

在最前面。把镜头对准新时代普通人的生活、

老百姓的生活，挖掘身边感人故事，用高质量的

摄影佳作进行呈现与传播。

范长国说，在短视频和流量为王的信息时

代，青年摄影人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用执着

和坚守，洞察时代和民生，找准方向、精进技能，

寻找突破，用努力创造可能，创作出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时代的摄影精品。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聊城是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之一，是著名的
“江北水城·两河明珠”，与运河有着割不断的历
史渊源。隋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从聊城境内西
侧穿过，元代会通河纵贯聊城腹地，为聊城带来
了数百年的经济和文化繁荣，积淀了丰富的运
河文化资源。灿若繁星的运河文化遗存，为众
多摄影爱好者提供了大量拍摄素材，创作出许
多摄影佳作。在“青未了”第三届青年摄影人才
高研班上，聊城市摄影家协会主席、聊城市图书
馆馆长林虎，向参加高研班的青年摄影师详细
介绍了聊城的运河历史沿革和运河文化遗存。

大运河纵贯千年，是一条积淀丰厚的历史文
化长廊。京杭大运河聊城段是古代会通河的一部
分，全长97.5公里，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运河见证了聊城的辉煌历史，也是聊城历史记
忆和聊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林虎说，聊城境内的大运河，遗迹众多，被列
入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点段就有
8个。建筑景观、运河水利工程、古城镇民居、商业
老字号、节庆活动、手工艺、饮食文化、传统技艺
等，这些都是摄影师钟爱的创作题材。

始建于明洪武七年（1374 年）的光岳楼，在
东昌湖围绕的古城之中，与鹳雀楼、黄鹤楼等并
称中国十大名楼，是全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
楼阁之一，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有着重要地
位。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曾多次登临并题词，
光岳楼的每一块牌匾、每一副对联都有浓厚的
文化气息。如今，屹立了 650 个春秋的光岳楼，
是聊城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摄影师必拍的地
标建筑。

山陕会馆是聊城运河文化遗存另一个重要
代表。曾经担任过聊城山陕会馆馆长的林虎介
绍，运河西岸山陕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
年），由山西、陕西的商人集资兴建，集中国传统
文化之大成，是聊城漕运发达、经济繁荣的见
证。山陕会馆是一处神庙与会馆相结合的古建
筑群，有山门、戏楼、左右夹楼、关帝殿等亭台楼
阁 160 余间。作为我国古代建筑的杰作，山陕会
馆集房屋构造、木雕、砖雕、石雕、书法、建筑彩
绘为一体，是清代乾隆到嘉庆时期中国会馆建
筑的代表作之一，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商业史、经
济史、古建筑史以及运河文化具有极高的史料
价值。其中，大量技艺精湛的木雕最让人惊叹，
特别是关公殿前四根檐柱的上方分别镶有三块
木质透雕额枋，堪称会馆木雕之精品，布局精
巧，繁而不乱，构图紧凑，疏密相间。所包含的
史学、美学、文学、民俗学价值十分宝贵。林虎
说，近几年他对山陕会馆进行了系统拍摄，精选
了部分图片结集出版。

除了物质文化遗存，底蕴深厚、门类众多的
非物质文化遗存更让人眼花缭乱。东昌毛笔制
作技艺，是由浙江湖笔经运河传承而来，历经
72 道工序做成，素有“千万毛中选一毫”之说，
被誉为聊城一绝。在明代中叶至清代道光年
间，曾创造了“东昌作坊 书笔两行”的 500 年繁
荣景象。“年画来路不用问，北到东昌府，南到
朱仙镇”。东昌府与潍坊杨家埠并称山东两大
民间画市，代表着山东木版年画的东西两大系
统。东昌府木版年画距今近三百年历史，是国
家级非遗项目。在运河名镇张秋镇有着 600 年

历史的张秋木版年画，不但自成发展系统，其
制作方式也有别于其他年画。张秋木版年画只
套色不手绘开脸，造型圆中见方、横向夸张、流
畅有力、豪迈大方。它独特的艺术风格充分展
现了鲁西人民刚劲、朴实、豪迈、大方的人文气
质。

“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临清依运河而生而
兴，明清时期成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繁荣达五
百多年，有“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之美誉，
是完整体现运河文化的典型。繁盛时期的临清
有 500 多条街巷，人口近百万，绝对是一个大都
市。现在，200 多条老街巷被保存下来，锅市街、
竹竿巷、柴市街、牛市口街……拿起相机，走街串
巷，仿佛可以穿越数百年的旧时光。鳌头矶位于
临清市区元代运河与明代运河分岔处，“鳌矶凝
秀”是临清最繁华的景象，登临鳌头矶，可望“粮
艘麋集，帆樯如林”。临清舍利塔建于明朝万历
三十九年（1611年），距今已400余年，是山东省内
唯一一座明代塔式建筑。“塔岸闻钟”为古代临清
八景之一，登塔望远，运河如带，塔檐上有铜铸的
小钟铃，被风吹动，发出清脆的悦耳之声。位于
会通河临清段西岸的运河钞关，是大运河沿线也
是中国现存唯一的钞关旧址，作为明清时期运河
八大钞关之首，鼎盛时期税收占全国四分之一。

说到临清，不得不说临清的美食。当年漕运
把南辣北咸、东甜西酸等各种口味的小吃汇集到
临清，多种菜系交融，形成了什香面、八大碗、烧
麦、托板豆腐等特色鲜明、色味俱佳的百余种美食
小吃，流传至今，盛名在外，引得全国各地的食客
慕名前来。始于1792年的老字号济美酱菜，同样
是运河繁华时期的产物。创始人王永春是安徽
人，来到临清后，融合了南方菜的口味，独创了酱
腌方式，腌出来的酱菜晶莹剔透，口感清脆，略带
甜味。至今，济美酱菜依旧是当地市民的佐餐必
备。

“临清的贡砖，北京的城，紫禁城上有临
清”。当年修建故宫时，地砖和墙砖，大多是临清
生产。临清贡砖烧制技艺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现在，临清市有多家贡砖生产企
业，其中魏家湾赵庆安的贡砖文化传播展示基地
被确定为“北京市古建筑青砖材料基地”，这里烧
制的贡砖，依然用于北京故宫等古建筑修缮。林
虎说，每年都有不少摄影师拍摄临清贡砖烧制过
程，制坯、修坯、烧窑、出窑等环节，是摄影师们拍
摄的重点。

京剧与临清的结缘是运河文化繁盛的见
证。当年，徽班沿运河进京，戏曲班子经常在临
清驻足、演出。由于交通便利，京津一带京剧繁
荣、流派纷呈的景象波及临清，京剧也因此成为
了临清人生活的一部分。临清深受京剧文化的
熏陶，除了专业剧团外，群众性的京剧协会、票友
联谊会等京剧爱好者组织层出不穷。而且临清
的京剧票友专业素养极高，唱念做打，可与专业
京剧演员同台竞技。每年还会定期举办京剧票
友大赛，切磋技艺。2007 年临清被授予“梅兰芳
教育基地”，2008年，临清市被国家有关部门命名
为“京剧之乡”。

林虎说，数百年的运河繁华盛景，为聊城留下
了无数文化瑰宝。古韵今风，大运长歌，希望更多
的摄影师走进聊城，聚焦运河，用影像解读运河文
化的前世今生。

范长国

脚下有泥 眼中有光
林虎

影像里解读千年运河

7月19日至21日，由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主办，聊城市摄影家协会、聊城市图书馆承办的“青未了”第三届青年摄影人才
高研班在我市举办。业内多位专家采取多种方式传经送宝，努力为我市培养记录时代脉搏、善于艺术创新的复合型摄影人
才。本报记者对几位专家进行了专访，现整理如下，以馈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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