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现实用影像叙事

如果以摄影年表来做划分，27岁对于
吴正中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节点。在
此之前，他随着时代的洪流就业、入伍，退
伍复员后回到第九橡胶厂，也即后来大名
鼎鼎的双星集团。吴正中告诉记者：“因
为我从小爱画画，有点功底，在部队的时
候被推选到浙江美院（中国美术学院前
身）解放军学习班进行深造。退伍后，我
进入企业工会成为一名宣传干事。”

当上工会宣传干事的吴正中没有太
多机会进行绘画创作，他干的最多的工作
是提着红色油漆，在工厂车间的墙面上写
标语，“一个大字将近一米见方，写一面墙
的标语要耗费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样的
日子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1981年一
位同事因岗位调动，将自己负责的工作和
一台海鸥牌相机一同移交到了吴正中手
中。作为厂报《双星报》的“御用摄影师”，
吴正中在随后的10多年中，用这台相机记
录下了工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历程，
在如今的双星鞋文化博物馆里，仍能见到
吴正中拍摄的作品。

吴正中的摄影热情并没有局限于宣
传工作的本职需要，而将更多的镜头对
准了生活本身。吴正中不愿“公物私
用”，为了严格区分工作需要和摄影爱
好，每个月只有30多元钱工资的他花费
400元购买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理
光 R10。工作之余，他用这台属于自己
的相机对准了胶鞋流水线上最累的“炭
黑工”，拍摄他们的生活和故事，这是吴
正中自发式纪实摄影的起点。

当时，摄影行业出现了大量以沙龙
美学为标准的比赛，这对吴正中而言并
非难事，无论是集锦摄影，还是在海滩上

捕捉温情浪漫的画面，参与这样的摄影
赛事并获得各种奖项，吴正中驾轻就熟，
俨然成为个中高手。他拍摄的《母女情》
获得中日联合举办的“劳动与生活”摄影
展唯一金奖，《龙的传人》获得华东六省
市摄影比赛一等奖……正当大家以为吴
正中会继续在沙龙比赛中乘风破浪时，
他却转向了纪实摄影的探索道路。他敏
锐地感受到时代的快速变化，将镜头对
准城市年轻人的种种时髦行为，将自己
的立场和态度融入现实观察与影像采集
的过程中，创作了大量充满冲突、幽默意
味的照片。

1992 年，吴正中离开工厂，开始了
他作为自由摄影家的纪实摄影实践。
作品《海滩情》是他从沙龙摄影转向纪
实摄影的过渡之作，他怀揣着《海滩情》
带来的创作反思和经验，向着拍摄“小
人物”的道路进发了。“在我的照片中，
可以看到在胶州路与观象二路交叉口
卖红薯的姐妹，在安徽路上推着馄饨车
的父亲与孩子，在福建路上做棉被的夫
妻。”这些“小人物”处境艰难却不言放
弃，历经磨难仍自得其乐，吴正中毫不
掩饰对他们的敬意与尊重，并努力展示
出他们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他通过强
调影像的叙事性营造出一种氛围感与
空间气息，从而赋予作品一种超越视觉
感官的意义。

通过影像记录城市变迁

出生在老城，拍摄的是老城，离不开
的也是老城。如今的吴正中依然住在上
海路，走过中山路，抬脚便可抵达老里
院。吴正中最新出版的个人摄影集《他
的城：1978—2024年的青岛》，展示了他
在40年里走过的青岛老城的各条街道，

也见证了青岛的城市发展和变迁。“我很
幸运赶上了两个节点，第一个是2000年
至2008年期间，青岛开始有规模地进行
拆迁，许多熟悉的老街和老院落一夜之
间消失了，我觉得有些东西需要留下来，
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对特色建筑和老街进
行抢救性拍摄，将从前对一群人、一条街
或一个院落的拍摄，扩大到对一个社区
乃至一座城的记录。第二个节点是
2021年到2023年的老城改造期间，我用
相机记录下青岛的变迁。”

伟大的摄影作品在意的不是景深，
是情深。组照《波螺油子路》是吴正中的
代表作之一，“我住的地方离波螺油子不
到一站路，我小时候在附近的上海路小
学上学，和小伙伴经常到波螺油子玩，滚
铁环、踢毽子……下雪的时候，我们把老
人买煤、拉菜的滑轮车翻过来底朝上，坐
在上面顺着坡道往下滑……”时至今日，
吴正中仍然记得当初获知波螺油子要拆
除时的内心波澜：“当时我只觉得心里

‘咯噔’一下，只有一个想法：时不我待，
得赶快拍！”那时候吴正中在济南工作，
每次回到青岛，他都要跑去波螺油子转
悠着拍上几张照片，“有一年冬天，青岛
下了一场十几年不遇的大雪。早晨一起
来，我拎着相机就去了波螺油子，一直拍
到晚上才回家。”

在吴正中看来，通过影像记录青岛
的发展变迁，自己既是生活者，又是旁
观者，“我乐此不疲且矢志不渝，用摄影
排解忧虑，用摄影留住记忆，用摄影记
住乡愁。陈旧的东西必然要为建设现
代化城市让路，只要能及时将那些‘曾
经’记录下来，让我的照片成为见证历
史、铭刻时代的窗口，让未来之人不至
于完全忘记过去，就尽到了我作为一名
摄影师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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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老照片搭起时光档案馆
从橡胶厂宣传干事到自由摄影家的吴正中40多年来致力于探索图像的社会学功能

吴正中的摄影初心淡泊且质
朴，却让社会学者看到了更为深层
的意义。影像评论家、中央财经大
学文化与传媒学院艺术系教授刘树
勇在《图像的社会学功能——从吴
正中的“老青岛”说起》一文中写道：

“从目前中国一些摄影家的工作方
向来看，以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身份
而不是摄影家的身份，从社会学的
角度来从事摄影工作已经成为一种
新的趋势。人们已经不再过多地迷
恋于那种徒慕虚名式的得奖，也不
再满足于那种按下快门就走的浮躁
浅薄的工作方式，而是审慎地选择
一个村庄、一条街道、一条河流、一
类流动人群或者一种人文景观作为
观照对象，然后沉下心来，积数年之
工夫，一方面大量采集图像资料，一
方面通过长时间的调查访谈，取得
大量一手的文献资料，然后集结成
一个内容丰厚的有一定学术纵深和
持久价值的文本。”

法国摄影家安德烈·柯特兹
曾经说过：“相机是我的工具，经
由它，我给予我周遭所有事物一
个理由。”青岛摄影家吴正中也
是如此，他在日复一日的拍摄中
走遍了青岛的街道、社区和院
落，记录着老街的变化、城市的
变迁，为随时都有可能消失的它
们留下珍贵的影像，并塑造着老
街、老城区的新记忆。从工厂车
间走来的他，在40余年的摄影
生涯中不断探索图像的社会学
功能。以吴正中为代表的“老青
岛”用图片搭起了一座永久的时
光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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