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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顺老照片》

内容概要

作为一名泰顺人，你见过60年代的太平桥头是什么模样的么？你见过70年代我县农村农业生产的情况
么？ 几十年岁月转眼间消逝，而黑白影像背后的故事，却让我们久久难以忘怀。日前，一本以我县六
七十年代社会发展为背景拍摄而成的摄影画册《泰顺老照片》，即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作者是
曾在我县工作了27年的苍南籍70岁老人萧若驹。
正值《泰顺老照片》出版之际，记者专访了萧若驹老先生，了解到了那些黑白照片背后的难忘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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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顺老照片》

作者简介

最久照片  已有46年
萧若驹著作的《泰顺老照片》摄影画册收集的都是与泰顺有关的200多张老照片。他告诉记者，这些照
片大部分拍摄于1966—1977年间。这期间，他在泰顺县文化馆担任美术摄影干部。而收入《泰顺老照
片》书中的一张最老的照片已经有46年。
1965年下半年，萧若驹调入县文化馆工作，当时文化馆只有四个人，只要是群众文化的事，什么都得
干。若哪项不行就抓紧学，一定要达到相当水平。 1966年初，上级发下“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
宣传图片，县里要求补上本县学大寨先进典型图片资料，在文化馆举办大型图片展览。馆里安排萧若
驹协同县农林水利局组织班子，着手操办。当时还从县人民银行抽调来了一位叫管彦福的工作人员协
助工作。管彦福原籍浙江黄岩，曾是浙江青年报记者，既有文字水平又是摄影行家。
与管彦福老师的接触，萧若驹在摄影方面得到了提升。边学边实践，为本县章坑黄碧龙大队和三魁刘
宅大队拍摄了不少照片，充实丰富了展厅画面。
1972年前后，县文化馆开始专列摄影干部，萧若驹的工作便以此职为主。提到当时的情况，萧若驹说
：“那时候，上级不时组织业务培训、创作交流、作品展览等活动，受益匪浅。但那个年代讲政治讲
阶级斗争讲突出英雄人物，容不得“风花雪月”，否则就是“封资修”。思想受束缚，头脑更僵化。
故有时破格拍些自己实在喜欢的东西，也只能悄悄地存起来，自个儿欣赏。”
采访中，萧若驹回忆说，《泰顺老照片》一书中，收录的年代最久远的是1966年10月拍摄的，内容是 
“县阶级教育展览馆美工人员正在雕塑工人形象 ”（“文革”初始，为紧跟形势而作）。画面上的美
工人员名叫周民新，乐清的青年画家，当时请来帮助阶级教育展览馆布展工作的。

县阶级教育展览馆美工人员正在雕塑工人形象  1966.10.

加班加点   冲洗照片
如今看看这些保存下来的黑白老照片，实在是不容易。萧若驹告诉记者，当时他使用的是120相机黑白
胶卷，配备暗房，冲卷，印、放照片都是自己完成。萧若驹特别提起了一位叫贾尚志的人。贾尚志，
祖籍内蒙呼和浩特，12岁就投身革命，曾赴朝鲜抗美援朝，回国后在驻威海海军某部任职。1965年部
队裁员号召支援商业，他和夫人于珏明（浙江嘉兴人）转入浙江来到泰顺，他进医药公司，夫人进森
工站。他有照相机、放大机等全套摄影设备。
为开展群众摄影创作活动，萧若驹特意专门拜访了贾尚志，并邀请他一起参与拍照活动。没想到，贾
尚志立即应允，利用业余时间热情地协助萧若驹开展工作。
那些时光中，萧若驹和贾尚志结伴下乡采访，贾尚志为人率直、豪爽、热情，做事认真细致、不怕辛
劳。俩人一起冲洗胶卷，印放照片，切磋交流，坦诚相处，成为知心朋友。
萧若驹和贾尚志（左） 邵家业摄

回想起那些艰苦年代里的的摄影经历，萧若驹很是难忘。他说，部门单位及群众都很欢迎支持。而他
也是很敬业，不怕山高路远，无论寒冬酷暑，任务紧迫，还时常废寝忘食地投入到工作中。1976年春
，司前里光一带开山造茶园成绩显著，温州地区各县领导莅临，召开现场会并组织参观。他和老贾临
现场采风，上午拍片，下午即冲洗胶卷自行晒制幻灯片，当晚便在电影场上放映，观众反响强烈，他
们迅捷的速度和敬业的精神受到大家的赞扬。
萧若驹在乡村采风（1972.7. 贾尚志摄）

在摄影工作上，萧若驹不仅敬业，同时还非常细心。1977年，萧若驹调离县文化馆，他精心挑选出一
批自以为“好”的底片送交县档案馆保存，同时也留了一些个人喜欢和认为很必要留存的底片、照片
。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始终小心珍藏 ，至今保存比较完好。

情牵泰顺  整理老照片
1977年后，萧若驹先后在泰顺县文教局、宣传部、教育体育局担任一些职务，1987年调回苍南又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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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顺老照片》

在党史办、文化局、统战部担任职务，就很少拍片了。退二线及至退休以来，萧若驹被苍南老家两所
老年大学摄影班聘为教师，于是重拿相机，余灰复燃。教学、实践，不时与老年影友们出外采风。
2003年广东美术馆举办《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展览，这是建国以来全国最大型的纪实摄影展览，
共展出250名摄影师600余幅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个人角度记录了不同时期中国民众的生存状态，
再现了50多年来中国社会生活朝向人性化与个性化嬗变的进程。作为中国生活的纪实精品，这批影像
全部为广东美术馆所典藏。这次展览曾收到10万多幅稿件，温州地区只有萧若驹和他的儿子萧云集各
有3幅图片入选其中，并被邀请参加该展览开幕式活动。萧若驹告诉记者，他入选的3幅作品都拍自泰
顺。这次作品入选，对他来说，最深的触动有两点，一是大受鼓舞，二是对摄影的认识大有新的启发
和提高。
入选《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展览作品：在开山造田工地上架设用于宣传鼓动的高音喇叭  1975 冬  (
左)；山区养出特大肥猪 1974（中）；文艺宣传来之前，村民搭起简易舞台1983（右）

一位摄影家说，摄影要“为时代传神，为自然写照，为历史留真”，这应成为摄影人努力追求的目标
。牢记着这些话，萧若驹再次认真搜集整理留存的底片、照片（同时得到泰顺县档案馆接待支持，复
制了一些他当年送交的底片、照片）。目睹旧照，他发现过去拍摄纪录的重大事件或生活中的那些司
空见惯的、不为人们所注目的小角度，而今却成了一段历史的见证，让人思绪万千。后来，温州政协
文史委编纂出版的《温州知青的回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温州老照片》都向萧若驹征
集并选用他拍自泰顺的一些照片。
萧若驹在泰顺立业成家、工作生活了27年，和泰顺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经常在想，离开
了应该给第二故乡留下点什么，终于想到了珍藏在家中的那些老照片。
2011年年底，萧若驹回泰顺走访泰顺县史志办公室，谈及这些老照片，并讲述了自己的心愿，史志办
的一位负责人热情支持他整理成册，并商定参照《温州老照片》之名，就名为《泰顺老照片》 。由于
之前保护措施到位，资料原本比较齐全，萧若驹花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泰顺老照片》初稿，交由
上海文化出版社审定出版。

花一个胶卷   拍摄老街

摄影是比文字和绘画更直接、更真实、更形象、更可信纪录历史的工具。《泰顺老照片》最值得称道
的是，它记录了上世纪60—80年代中泰顺某些片段的历史瞬间。其中对“农业学大寨”“建设水电站
”“知识青年”“医疗下乡”“乒乓球”等农村生活生产中涌现出来的一些画面，用镜头的方式予以
充分展现。
冒雪召开全县党员大会，再掀农业学大寨新高潮 （1975年冬 罗阳）
开山造田 1975（左） 劈山引水 1972（中） 采草药 1976 (右)
乒乓新苗   １９７３ 罗阳

特别是书中，记录了1975年，城关主街道拆建中的状况，与现在的县城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了泰顺
社会经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人们了解泰顺的过去和历史，具有深远的意义。带着这些老照片，昨
天记者来到上述几个地点，重新拍摄如今的场景，与老照片成为鲜明的对比（文中配图）。
谈起这些照片的拍摄经过，萧若驹记忆很深刻。1975年前，县城主街道约仅7—8米宽左右。1975年,邓
小平复出大抓整顿，县委领导乘势狠下决心，发动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主街道拓展拆建，为旧街改造开
了好头。萧若驹突然意识到应该拍下旧街原貌，留存记录。
当年县城主要路段—太平桥东端（左）党政军干部参加大溪清理劳动（右）

“我现在想起还很后悔，当时仅拍了一个胶卷。这个胶卷当时冲洗后就没印相放大，也没张张剪开，
”萧若驹说，“我只是将整卷胶片密封在小盒子中保存至今，这次出书才开启扫描选用。早知道变化
有这么大，就应该更全面更详细地多拍几个胶卷以作记录。”
萧若驹当时之所以才花了一个胶卷拍摄，他解释说，首先是因为记录意识还不强；其次是吝惜胶卷
。120胶卷，每卷只拍12张，虽是公家的，但每揿一次快门他都很慎重，以免浪费。花一个胶卷拍“无
用的”旧街原貌，在当时的他认为，出手已经是非常大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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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   聚焦知识青年
知识青年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
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当时，我县先后在黄坑、下稔、凤垟、洪岭
头、红峰、大焦、刘宅、垟上、百丈口9个林、茶场建立知青点。
萧若驹回忆说，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总数估计约在1200万至1800万之间。
温州地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27500多名。泰顺上山下乡知青约350多人。
1977年，儿子萧云集未满16岁，没上山下乡义务，且刚患过一场大病，萧若驹就要他去大安洪岭头知
青点落户，他也很听话照办了。萧若驹认为陌生的生活环境、险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锤炼了这
一代人的意志品性，在逆境中成长，在抗争中奋起，成为知识青年群体精神的典型特征。以后，知识
青年中的确涌现了许多栋梁之才。
欢迎“知青”文艺晚会后合影1977 （后排右1为萧云集）

当时，萧若驹很关注知青状况，从1970—1977年，经常为欢送知青上山下乡或下到知青点（在黄坑、
刘宅蹲了多日）记录拍摄了不少照片，现留存有40多张。
迎接知青来山村插队落户    1975 下稔

采访结束时，萧若驹告诉记者，他知道《泰顺老照片》是很普通的一本小画册。如果它能为泰顺的史
志征编工作提供一些图片资料，能使图片中的当事人见此勾起回忆而珍惜收藏留存纪念，他就很高兴
啦！他也衷心希望借这首本《泰顺老照片》的出版，抛砖引玉，能使更多摄影人热情关注、尽力发掘
出更多更好的泰顺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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