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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艺术：简单，三分钟可以学会；复杂，

一辈子都在路上。

从一台海鸥相机开始

相机，于我而言，不仅仅是一部摄影器材，可以这么说，相机就是我

的亲密战友，它忠实地记录我眼中的生活，同时又是我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在相机于中国还属于稀罕物的上世纪60年代，每到过年，

父亲总要用他的一台海鸥相机给我们几兄妹拍照，并亲自冲印。在父

亲的耳濡目染下，童年的我便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中学时，

我已经会用那台双镜头相机给同学们拍摄照片，并自己冲印胶片了。

八十年代初，在西双版纳的泼水节上，常常可以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

摄影家的身影，他们手中各种各样的长枪短炮令我眼界大开，垂涎不

已。机缘巧合，在某一年的泼水节上，我有幸结识了昆明摄影家黄国

强老师，并自此开始与黄老师书信往来。黄老师总是毫无保留地将他

的摄影技巧传授给我，同时，也会告诉我一些摄影资讯。当得知云南

张源：为摄影而生

文 / 张源 摄影家

［导语］在摄影界，张源绝对是个有天赋，有才略，有胆识的摄影人。他的摄影技术精湛，作为《中国国家地理》的签约摄影师，他总能创

作出精致、高质量的专题作品，在业内得到极高的评价和认可；他的摄影语言精彩巧妙，在面对多人同时拍摄的主题或场景时，他几乎总能

拍出更出色的画面，视角独到，构图精彩；他在国外的创作过程常常伴随着各种惊险的状况，堪比一部历险记，但每每都被他机智地化解掉；

他兼具品质和灵性的摄影作品别具一格，在竞争愈发激烈的摄影市场里做得有声有色，羡煞旁人，也令人由衷敬佩。

他的摄影之路如何走过，成就如何取得，不妨让我们听他讲述，一起领略他的摄影传奇经历。

省摄影家协会要举办一届为期一个月的摄影高级培训班的消息时，我

欣喜若狂，立刻报名参加。在那届培训班上，我得到了包括当时中国

最好的摄影家王志平、王苗等老师的教诲，获益匪浅，为我今后的摄

影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是在昆明上培训班时，我意识到一部好的相机对于摄影创作的重要

性，于是，我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1000 多元，购入一台亚西卡

单反相机，搭配一个 35-70 的镜头。1000 多元放到现在不算什么，

可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却是一笔巨款。然而，为了心爱的摄影，我还是

觉得非常值得。后来，这套相机也跟随我走南闯北了十余年，在它身上，

满满都是那些年摄影路上的种种记忆。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与西双版纳电视台的王艺忠经常一起创作，期间

也多次跟随黄国强和吴家林老师在西双版纳进行摄影创作，这些经历

都使得我在摄影实践上更得精髓，也更有自己的想法，作品也陆续开

始在《大众摄影》、《国际摄影》等专业、权威的摄影刊物上发表。

八十年代中期，我考入了武汉大学新闻学院艺术摄影专业。当时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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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都没有摄影专业，我们基本没有摄影专业教材，学校让我们自己

购买《纽约摄影学院》教材上下册。教摄影基础的是物理系教光学抽

调过来的刘祖荫教授，同时，学校也给我们聘请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师

资：国内有韩子善、狄源苍、朱羽君、丁遵新、易中天、彭国彰 ...... 海

外的有美国李元、香港陈复礼、日本黄金树等几十位国内外顶尖摄影

大师给我们提供了丰沃的艺术土壤。

第一次摄影展

在武大求学期间，我拍摄完成了《山里的孩子》和《武汉人》两个纪

实专题，作品分别发表在《中国摄影》、《人民摄影》、《艺术与时代》、

香港《摄影画报》等刊物上，并且在学校做了第一次《山里的孩子》

专题摄影展。

《山里的孩子》是 1988 年我在云南一个叫做西盟佤山的地方拍摄的

作品。居住在西盟佤山的佤族人非常贫困，家徒四壁，衣不蔽体，没

有电灯，甚至连烛火都没有，那种接近原始生活的状态深深地震撼了

我的心灵。短短四天，我不断地举起手中的相机，孩子们干净淳朴的

目光，直直地钉在了我的心上，30 卷胶片仍旧让我觉得还不足以完

整地记录下佤山的生活点滴。

《武汉人》拍于 1989 年，有一阵子，我痴迷于端着相机行走在武

汉的街头，希望用镜头记录下那别具汉味的市井生活。当时正值夏

末，秋老虎已经逐渐收敛了下来，一到傍晚，人们便从家里搬出饭桌、

竹床吃饭纳凉，平房巷弄里特有的热闹与和谐也就在这个时候体现

出来。家家户户都在屋前摆个小桌吃饭，夜里就在巷间或街边搬个

竹床睡下。十天半个月不在家，只在门上挂个小锁；平时整天整夜

敞开着门，邻里相互串门更是稀松平常……如今回想起来，那份穷

开心式的和谐友邻，哪里是现在铁门铁窗里各家自扫门前雪的高楼

别墅能体味得到的？

张源的“标签”

1989 年毕业后，我便随大流南下海南岛，在《海南特区报》做了半

山里的孩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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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习记者。后来到广州外资金马广告公司做专业广告摄影师半年。

1990 年进入深圳《现代摄影》工作。1992 年自创深圳巨匠摄影设

计有限公司至今，从事商业摄影 20 多年。

2009 年，我协助深圳福利基金会拍摄一本关于广西巴马的画册《生》，

当时拍摄到几位百岁老人。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作为摄影人

能为那些生活在闻名世界的长寿之乡的百岁老人做些什么。终于在

2011 年，在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我与深圳市社会福利基金会合

作，探访巴马百岁老人，前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用 8x10 的黑白

胶片拍摄了 120 位百岁老人。回来编辑画册过程中，我选择了 100

位百岁老人入册，100 位百岁老人年龄总和超过 10000 岁，由此萌

生了《巴马万岁》这个创意。《巴马万岁》画册有幸得到我的老师易

中天题写书名，旅法艺术家王志平老师写“序”，中山大学邓启耀教

授还据此撰写了 5000 多字的论文。

2010 年春节，我与王艺忠再次进入金三角一星期，拍摄了大量纪实

摄影作品。这些作品通过同学贾玉川在深圳《晶报》发了对开两个版

面的纪实专题报道。《中国国家地理》编辑王杰亲自来到深圳，准备

据此深度报道金三角专题，为此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撰写了大量图

片专题报道。遗憾的是，最终因为题材敏感，该专题未能发表。由此，

我又重新开始了纪实摄影创作。

二十余载的商业摄影经验赋予了我比纪实摄影更高的艺术性。经过这

6 年的纪实摄影的磨练，也让我的作品风格贴上了一张名为“张源”

百岁老人——黄妈坤 乘凉

的标签：艺术 + 纪实。拍摄时我更偏重艺术，同时也尊重纪实的属性。

多年商业摄影的经历让我的纪实摄影作品更偏重唯美，只有在光线、

色彩、构图条件兼备的情况下我才去完成拍摄，同学焦胜曾调侃我的

作品应该归类为新纪实摄影。

2010 年至 2014 年，我先后 6 次进入缅甸，基本走遍了缅甸全境。

拍摄结束后，我开始了《缅甸》画册的选片、编辑、设计工作。中

国摄影出版社原计划这本画册于 2014 年春节前出版，结果当时正值

缅甸政府与多个地方武装发生军事冲突，出版之事也因此一拖再拖。

直到 2015 年底缅甸政府与多个地方武装签署停战协议，缅甸大选随

之尘埃落定，中国摄影出版社才重新启动《缅甸》画册的出版程序，

真乃好事多磨也！

2014 年完成《缅甸》专题以后，我在春节开始了一个人南亚云游的

旅程。经过孟加拉拍摄了 10 天，再进入印度拍摄了 12 天，也由此

对这两个南亚国家有了初步认识。我决定先拍摄孟加拉专题，经过两

年6次进入孟加拉全境拍摄，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孟加拉专题的拍摄，

目前正在专题后期制作中。

2016 年，我又开始启动印度专题的拍摄，现在已经进入印度 3 次，

准备 10 至 15 次拍摄印度。在我看来，我就是为摄影而生，注定一

生在摄影路上跋涉的人，这其中，有数不清的、难以预料的困难，然而，

我却从未想过退却，因为我从中得到的快乐是巨大的，是任何其他事

物无法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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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看张源的作品，总会被其精彩的瞬间捕捉和构图所折服，

精致、细腻的画面令人感动，而其严谨不苟、敢于冒险的创作态度更

是令观者的敬畏油然而生。他就像是其作品的影子，低调，远离关注，

虔敬地在他的人文纪实世界里呈现精彩。

缅甸系列 105

缅甸系列 139

缅甸系列 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