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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摄影的路上
讲述：沈天法 整理：赵凯怡

背起相机包、拎上三脚架，过

年期间，资深摄影师沈天法和往常

一样，穿梭在江山的大街小巷，拍

下一幅幅充满年味的画面。

“我希望为日新月异的家乡留

下更多记忆的底片。”关于这场与

摄影的不解之缘，沈天法说，故事

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那台海鸥203折叠式相机

可是当时的稀罕物

1954年，我出生在江山市城关镇一个普
通的工人家庭里。16岁时，我就在江山虎山
水泥厂做电炉砌炉工了，还参与建造了江山
的第一个铁合金厂电炉。和摄影接触，是我
工作以后的事情了。

1976年，一位上海的亲戚来江山探亲，
随身携带着一台海鸥 203折叠式相机，我觉
得挺新奇的。在此之前，除了在照相馆见到
过罩着黑布的座机，小照相机在当时还算是
稀罕物。亲戚来江山的那一周，我天天跟着
他学拍照片，用他的相机拍了好几卷胶卷。
还学着冲洗胶卷，自制了一个木头的简易印
箱印制照片。

见我如此喜欢摄影，身为南下老干部的
岳父，给当时月收入只有 29元 6角的我“赞
助”了300元钱。在他的支持下，我拥有了一
台海鸥DF相机。

我特别兴奋，拿着相机在家里、厂里、街
上，到处拍。为了提高摄影水平，我到新华书
店买了一些专业书，学构图、学用光。

后来，我到厂工会办公室工作，单位就买
了一台双镜头海鸥4B相机。领导比较重视，
就在我们办公室的楼梯底下搞了个暗房，我
开始自己做印相放大。恢复工会组织后，全
厂几百人的工会证照片都是我拍的。

暗房里没有窗户，又很潮湿，夏天热、冬
天冷，但我在里头捣鼓得很开心。

拍的照片多了，我就慢慢融入到江山老
一代的摄影圈子里。我觉得，摄影就是要有
群体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大家凭兴趣慢
慢集聚，才会有摄影氛围。为了搞活气氛，我
还组织了江山第一个职工摄影兴趣小组。后
来我调到工会工作，担任江山市总工会常委、
工人文化宫主任后，又成立了江山市青年摄
影协会，有 20多号人，这也是江山市职工摄
影协会的前身。大家都说，我带动和影响了
一批人。

1991年，我担任了江山市摄影协会主
席，后又调到江山市文联工作。为我的摄影
提供了更好的平台，也为我用相机记录江山
的变化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江郎山外形奇特，雄伟壮观，吸引
了许多摄影爱好者，我也不例外。从上
世纪 80年代末开始，我经常往江郎山
跑，为家乡这座标志性的大山拍照片。
我“追”了江郎山快40年，也看着它变得
越来越好。

最早的时候，江郎山只是百姓口中
的“三爿石”和一棵大樟树，周边都是田
地和土坡，还是比较荒凉的。1988年，
我看到有位老人坐在樟树下放牛，我觉
得这个农村风光很有意思，就拍了下
来，这是我比较早拍的江郎山照片。

后来，江山市对江郎山旅游资源进
行开发，计划把盘山石阶道开辟到三爿
石主峰的山顶。年近 50岁的石匠徐日
位带着几个徒弟，投入到了凿石阶的浩
大工程中。我还记得，那是1995年的一
天，我跟着徐师傅一起，记录他的工作，
并为他拍下了一张照片——戴着草帽
的他正在休息，身旁是工具箱，身后是
待凿的石阶。我觉得很有意义。我把
洗出来的照片送给了徐师傅，我称他是
江郎山“开山第一人”。他很是开心。

我觉得摄影最原始的功能就是记
录，而“守株待兔”是摄影的基本功。

有一张彩虹下的江郎山的照片，就
是我“等”到的。

当时，我正在江郎山南边拍照，原
本打算拍日落时的丹霞。下午三四点
钟，一阵大雨后，山顶出现了一道彩
虹。我急忙赶到江郎山脚下大樟树的
位置，找好角度、调好光圈速度，咔嚓咔

嚓，抢拍了几张。
这是我唯一一次在江郎山拍到了

彩虹，所以觉得很是珍贵。后来，彩虹
下的江郎山还被制作为江郎山旅游宣
传的常用图，简直随处可见。那时，江
山每年都会出一些含有江山元素的明
信片，连续几年都用了我拍的照片。

2021年，我和几个朋友到江郎山拍
初雪。天蒙蒙亮赶到霞客亭，就在我们
准备无功而返的时候，一缕阳光产生的
芒线透过雾层突然喷出。一刹那只听
到一片快门声，我再次等到了满意的画
面。

2010年8月，在巴西举行的第34届
世界遗产大会上，江郎山被评为浙江省
内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在中国丹霞地
貌联合申遗过程中，我一路跟着专家组
考察。专家组要求我们有针对性地做
一本江郎山画册。回家以后，我马上开
始翻底片、照片，找出相应的照片，积极
参与画册制作。我用自己拍摄的江郎
山系列照片做了一本申遗的画册，也因
参与江郎山丹霞地貌联合申遗项目拍
摄等工作，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二等
功。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拍
江郎山也是这样，瞬息万变的自然界，
不会有一样的照片。现在，江郎山景区
的环境越来越美了，把大樟树旁的小水
塘修建为倒影湖也是我提议的。作为
记录者的我，感觉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情。

和摄影打交道的时间久了，我慢慢
发现了自己的“偏好”，就是人文纪实摄
影。《贺村牛墟》就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
专题。

耕牛是我国传统农耕的主要蓄力
之一，《后汉书·董卓传》上有“卓为杀耕
牛”的记载，可见我国早已在使用耕牛
为农业服务。尤其在土地严重不平整
的南方山区和半山区，草木丰盛，饲养
方便，耕牛更具蓄力优势。我国进入市
场经济以前，牛墟也是在江南广泛存在
又十分发达的集市之一。

江山市的牛墟形成于清同治年间，
至今已有 140多年的悠久历史，鼎盛时
期曾先后在新塘边、须江、石门、四都、
三十二都、长台六个乡镇设立过耕牛交
易地，原定为五日一墟，各乡镇相间穿
插就形成了“天天有牛墟”的习俗。

“贺村牛墟”是位于贺村镇溪淤村，
是当时本地最繁华牛墟，1949年以后，
其他牛墟渐渐淘汰，“贺村牛墟”最终成
为当地唯一牛墟。

我就是冲着这个名头到贺村接触
牛贩、拍摄牛墟的。我不仅拍了他们的
交易过程，还抓到了中间人交易成功后
兴奋的表情等细节。这些都很有意思，

抓取人物微妙的表情变化、心理变化，
非常锻炼观察能力、摄影能力。

就这样，我一直拍到 2005年。后
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需要，
原先繁盛的牛墟已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了。实际上，牛墟的中间人大多数是贺
村人，现在贺村的经济发展很快，也正
是这批有经商经验、头脑活络的经纪人
起到了带头作用。对于摄影人来说，最
宝贵的就是记录了历史。记录了对乡
村经济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的贺村人
的故事，我感到很荣幸。

地方上的变化，吸引着我去追寻、
去拍摄，这也是人文纪实摄影充满温度
的地方。朋友经常调侃我，说我是“江
山第二档案库”，我也乐意为有需要的
部门、个人提供我拍的照片。

2011年，我的摄影专辑《老城记忆》
出版了，收录了 80多张照片，1987年的
解放路、通宁门城墙，1988年江山撤县
建市，1992 年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
……“当别人淡忘的时候，我关注到了；
当别人放弃的时候，我坚持下来了；当
别人回归的时候，我已有所积累了。”
写在前言中的这段话，最能代表我的感
悟。

今年，我已经 70多岁了，还是喜欢背着相
机出去转悠。以前用的是机械相机。2004年，
我开始用数码相机，现在家里有 20多台相机。
2015年，我也赶时髦，学起了航拍，还买了三台
大疆航拍器。

记录当下就是记录历史，这是摄影的意义，
也是我的追求。我有时翻看自己拍下的照片，
也挺感慨的，我的百余幅作品曾在《大众摄影》
《摄影世界》《摄影之友》《香港摄影画报》等专业
摄影报刊上获奖和发表，它们带给我很多国家
级、省级荣誉，也让我想起了自己经历过的时
刻。

廿八都，曾被著名作家汪浙成比喻为“遗落
在大山里的梦”。曾经，那里交通非常不便，早
上出发傍晚才能到。

那时廿八都没有民宿，我就住在镇政府有
限的客房或村民家里。几十年来，我记录了廿
八都的变迁，记录下小文昌阁、文昌宫、浔里、花
桥、枫溪老街，还有老屋的牛腿、花窗、门楼。我
还出版了廿八都第一本画册和廿八都文昌宫壁
画的画册，江山的第一张邮票《廿八都东升桥》
也是以我的照片为原始素材。我为廿八都的保
护和开发利用做了一些工作，也有幸与谢晋导
演一起获得了廿八都镇政府颁发的“荣誉镇民”
称号。

在江山市举办的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主
会场活动，我参与拍摄了9年，留下了许多具有
历史意义的资料。前几年，一个发小问我要一
张1983年拍的市心街的照片，他的母亲正好被
我“抓拍”到，据说这是她的第一张快照。

几十年的摄影生涯里，我的相机被偷过，机
身、镜头都摔过，现在还经常做梦相机丢了。拍
摄时，左手拇指骨折过，脚也骨折过。但我还是
热爱摄影，不曾放弃。

我还总结了摄影的三大好处，一是锻炼身
体，二是积累资料，三是让我永远可以在学习的
路上。我参加过中国摄影函授学习，中国摄协
副主席朱宪民是我的辅导老师，订购学习过美
国纽约摄影学院教材，也学过上海复旦大学的
摄影技艺单科教程，并考取了高级摄影师技术
等级证书。

如今，我结交了很多亦师亦友的摄影师、摄
影爱好者，我也喜欢到老年大学和大家分享摄
影经验。

最近，我打算将手上的老照片再整理一部
分出来，再出版一本关于江山的摄影集，算是
《老城记忆》的续集吧。希望一张张老照片，可
以再一次唤起大家的集体记忆，发挥出更大的
社会价值。而我，也会继续奔走在摄影的路上，
为家乡留下更多记忆的底片。

“追”了江郎山快40年，我见证它变得越来越好

人文之美，吸引着我不断追寻、拍摄

记录当下就是记录历史
这是摄影的意义，也是我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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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天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