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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环绕，暖若初春。初冬虽至，垂柳还
绿。笼罩在淡淡薄雾中的北京雁栖湖迎来一批
“特殊”的摄影者，并在他们的镜头下，被定
格成一张张独具风采的明信片。侯贺良，就是
这群摄影者之一。他现任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主
席，曾任山东省委外宣办副主任兼《走向世
界》杂志社社长、山东画报总编辑。

作为第十一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纪录摄影类
别的获得者，侯贺良受邀参加本届艺术节，在
雁栖湖畔与同业好友共话摄影心得，并抽空接
受本报采访，回顾四十六年来的摄影之路。

“用艺术俯瞰家乡”

“他从事摄影创作四十多年，著作等身。
作为知名摄影家，此次获得中国摄影金像奖这
一殊荣，可谓实至名归。奥古斯特·桑德说过，
照片就是你的镜子，就是你。摄影者之内在禀
赋决定了其摄影的态度，该摄影之态度又决定
了其作品的样子。一个摄影者的诚恳在其作品
中是能看得出来的。侯贺良讷于言而敏于行，
温良敦厚，文如其人。”凭借50张展现历史纵
向跨度的摄影作品，侯贺良获得本届金像奖组
委会认可，将中国摄影艺术最高奖——— 金像奖
收入囊中。

大屏幕上一一闪过的参评作品，清晰地记
录下时代的变迁，映射出摄影者侯贺良的内心
世界，其中一组“飞越齐鲁30年”的照片格外
引人注目。碧海为布、浪花为笔，清新的色
彩、流畅的线条，从高空俯瞰，捕捉到烟台不
曾被发现的美丽。这只是侯贺良“飞越齐鲁”
航拍系列的一角。

“作为一个摄影人，不能不拍好自己的家
乡，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一种本分。”
将家乡作为拍摄作品主题，源于侯贺良内心对
于家乡的热爱和朴实的坚持。“山东是中国的
缩影。这片齐鲁大地，有山有海，有平原有丘陵，
有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有文化意蕴浓厚的
泰山，有养育了华夏儿女的黄河，有儒家文化圣
地曲阜。山东的美丽风光应该被更多的人看到，
山东的精彩应该被更多的人知晓。”

“山东的每一个城市都各具特色，对每一
个城市我都充满感情。举例来说，我生在济
南，济南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它的泉
水文化渗透在济南人的品性之中，待人宽厚。
我记得有杂志票选中国最有特色的二十个城
市，对济南的评价是最具包容性的城市，无论
家乡在哪里，在济南生活的人都不会有一种疏
离感。东部威海、烟台是中国最美的海岸线之
一。这两座城市的海岸线山岩礁石林立，激起
壮美的浪花，山海相连、山城相接的景象有种
特别的美。青岛是我们的骄傲，它把城市自然
风光的优美和现代设计的风韵很好地结合在一
起。济宁很有‘文化’，在济宁人的言谈话语
中能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我也拍摄过聊城
的江北水城，在北方有这一片水域很难得。也
是这独特水城风貌，让聊城自然和文化的品味
有了北方城市没有的味道。东营，是全世界人
都应该知道的地方，因为它是大河黄河入海的
地方。在入海口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缓缓流淌
的大河与源远流长的文化相融在一起的震撼。
东营还有种欧洲小城市的感觉，人少路宽，空
气好。沂蒙山区是红色革命根据地，那里人的
朴实就如同山的厚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拍摄山东四十六年，航拍至少三十年，侯
贺良对山东十七地市进行了全面“画像”，成
为“三十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对一个省进行连续
航拍报道”的第一人。

他不仅脚踏实地走遍乡镇村野进行地面拍
摄，并且从高空“用艺术的角度去俯瞰”山东
精彩，挖掘山东“不为人知”的美丽与魅力。

“我坚持以山东家乡为拍摄的根本素材，
一部分是关注山东改革开放的进程，除了程式
化的拍摄，更多的是通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展
现山东的历史变革，从自己的视角、用自己的
眼光去留意、展现山东故事。比如我拍摄的
《工厂里的大锅饭年代》《年轻人的喜事新
办》《光棍村的婚礼》等作品，都是记录山东
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是打动我心灵的作品。还
有一部分是对外宣传的作品，从我做记者开
始，工作本身就具有对外宣传的工作任务，我
的作品随着外贸活动的开展，也走向了世界各
地。”

“捕捉转瞬即逝的美”

不同于现在广为使用的无人机航拍技术，
侯贺良的航拍则是“真枪实弹”，“拿着单
反、上机拍摄”。“我对航空摄影产生浓厚兴
趣是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偶然机会。记
得那次，我与几位同事一起登上了一架军用
‘运五’型飞机，共同执行航拍沂蒙山区的任
务。那天天气晴朗，但气流很大，飞机颠簸得
厉害。几个小时下来，同机的几个人晕的晕、
吐的吐，而我却没有丝毫不适的感觉，完全被
眼下的山间景色迷住了。从几百米至上千米的
高空俯瞄绵绵群山，那恢宏的气势，那丰富的
色彩，还有那蜿蜒曲折的线条，所构成的视觉
效果上的美感，都是我在此前从未感受和体验
过的。但那次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手中那台
不带马达的机械相机无法迅速地把我想要表现
的景色连续记录下来。”

航拍为侯贺良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他满怀
期待与兴奋地开始了别样的拍摄之旅。“此
后，我参与航拍的机会越来越多，我登上过诸
如国产‘运五’、苏制‘米八’、美国产
‘R—22’、‘R—44’及法国产‘EC135’直
升机等多种机型，也逐渐积累了一些航拍经
验。许多美丽的景色都是转瞬即逝，所以摄影
师必须冷静观察，敏捷发现能够突出主题的
‘有意味的形式’，然后迅速果断地按下快
门。航拍对摄影师捕捉美的能力、快速反应能
力和对时间的把控能力要求都比较高。摄影，
就是一门观察的艺术、一个选择的过程，拍摄
要符合主题的需要。切忌‘胡子眉毛一把
抓’，杂乱无章，恨不得把整个地球都收纳进
自己的一张画面里。”侯贺良说道，“我的航
拍作品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自然风
景，另一部分是自然与人文景观相结合的，还
有就是城市、乡村及反映基础建设和人们劳动
成果的。我一直追求在忠实记录的基础上，打
破人们传统的平面性的视界限制，在好似熟悉
的‘风景’中增添更多的内涵和更强烈的形式
感，把人们‘劳作的痕迹’转化为审美视觉上
的‘有意味的形式’。”

平凡之景另有山水。航拍确实是不少摄影
师的心头之选，但是，伴随高品质摄影作品的
诞生，航拍的危险系数也非常高，有时“甚至
要把生死置之度外”。

“有一次，初春三月，我在淄博拍摄，那
天天气很冷，航拍时飞机舱门要卸掉，我要将
身体探出舱门外拍摄，不一会儿全身就冻僵
了，感觉冷风真的钻到了骨头缝里。两个多小
时下来以后，我已经挪动不了脚步，一屁股坐
在地上晒了好长时间太阳才能动弹。回到驻地
后蒙上两床被子躺了3小时，才觉得身上有了点
暖和气，找回点活着的感觉。其实，我这些经
历并不算多危险。和我合作过的，有几位机长

都因为事故不在了。曾和我一起拍摄沂蒙山区
的一个机组，因为撞到高压线，整个机组都坠
落了。与我合作航拍山东最多的是一位张姓的
飞行员，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五’。因
为考出‘飞行驾照’，他成为西安公安局特警
支队警航大队的民警。2013年的时候，我看到
新闻，说西安有一架警用直升机坠毁，当时我
就心慌了，立马给他打电话，手机不通了。我
又给他儿子打电话，得知他出事了。在航拍青
岛的时候，我和一位王姓女飞行员合作过，她
是我国第一代女直升机飞行员。当时给飞机加
油时，她女儿来送冰淇淋，我还留下了她们母
女二人的合影。后来，她在宁波拍电视节目的
时候出事故，飞机坠落到竹林里，据说竹子穿
透了身体。听到这些与我一起航拍的朋友离
世，让我很痛心，我时常想起与他们的合作。
但这些事故丝毫没有影响我对航拍山东的热
情、决心和执着。”侯贺良缓缓地说道，眼神
却坚定无比。“从农用撒农药的小飞机‘蜜
蜂’，到法、美、俄产的军用武装直升机，再
到三角翼飞行器，我都跟着上过蓝天。”

照片后的朴实人性

“……一年学业完成，老侯的课外摄影作
品陆续面世。大众日报周末版开设专栏，名为
《世纪之光》，山东画报每期封三推出《名人
近影》栏目，均连续刊出这批作品。臧克家、
季羡林、王朝闻、刘开渠、吴印咸、张仃、李
德伦、华君武、朱乃正、钱绍武……很有分量
的中国文化名人肖像系列。而且每篇都配有一
篇短文，图文并茂，这些短文多是老侯夜深人
静时分完成的。二十年后回头看，老侯当年决
不是随见随拍，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预谋在
先。这一年，他把周末全部利用起来，不仅拿
到了中央党校毕业证书，更比其他同学多了一
份沉甸甸的收获：采访拍摄了50多位当代文化
名人。”侯贺良中央党校的同窗好友许衍刚先
生在《同学老侯》一文中，这样写道。

侯贺良不仅专注于自然景观与城市文化的
拍摄，在人物摄影方面也多有积累，他曾为200
多名中国及世界当代名人留下了传世经典影
像。“在采访、拍摄这些优秀人物的时候，我
的处事行为、做人做事受到很大影响。”

“白天的时间，我和其他同学一起去上
课，认真学习听讲。业余时间，我借了一个自
行车，去城里采访约好的名人，比如季羡林、
臧克家等人。从1992年到1993年一年的时间，我
采访了几十位名人。通过采访，我发现在社会
上影响力最大、在专业内最有名气的人，往往
都十分朴实、真诚。其实，名人是一群最优秀
的普通人。他们为人随和，又很有个性，但他
们的个性表现在对专业的执着追求上，在其他
方面反而表现出不可理解的一面。从这一点映
射到我自己的身上，我这一辈子能把摄影做好
就够了，不强求事事都好，我很知足。”

说起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优秀人物”，侯
贺良认真思索了一阵，说：“要说专业成就和
为人朴实对比最强烈的，当属季羡林。季羡林
是著名学者、北大终身教授，见到本人后，发
现他是一位亲切朴实的家乡老人，他是聊城临
清人呀。他当时穿着一件有点发旧的中山装，
很谦和地说，你是侯贺良呀，欢迎你来了。然
后说，你想怎么拍，尽管说，我按你的要求
来。季羡林先生的朴实态度，让我一下就放松
下来，不紧张了。”

关于季羡林的朴实和谦和，曾有这样一则
小故事。上世纪70年代，一位刚刚考取北大的
年轻人兴高采烈地到北大报到。由于初进京
城，人地生疏，战战惶惶。一个人肩扛行李好
不容易找到新生报到处，注册、分宿舍、领钥
匙、买饭票……手忙脚乱中把行李托付给一位
手提塑料网兜路过的老者。东奔西走，待忙过
一切，已时过正午。这才想起扔在路边托人照
看的行李，当即吓得灵魂出窍。一路狂奔找回
去，只见烈日下那位老者仍站立路旁，手捧书
本，悉心照看着地上行李。年轻人对老者万分
感谢。第二天在开学典礼上，年轻人看到昨天
帮他看管行李的那位慈祥老者，竟端坐主席台
上。一打听，才知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
长季羡林。“在采访前，我查了许多关于季羡
林先生的资料，也看到这则故事。原本我是有
点怀疑的，但是见到本人后，我相信这个故事
是完全真实的。”

“还有一位，就是山东大学的校长潘承
洞。我去他家里采访，他告诉我他家在三楼哪
一间房间。当时我爬到三楼一看，房间门口堆
着蜂窝煤和一堆杂物，很简陋。我觉得这肯定
不是中科院院士、一校之长住的地方，然后我
就下楼了。在楼下问了一位路人，他说那就是
潘校长家。我采访他的时候是大年初一，跟着
他去给数学系和留校职工拜年，后来留在他家
一起吃饭。他夫人做的豆沙很好吃，我就夸赞
她厨艺很好。吓得潘校长赶紧说，我们家一年
就做一次。意思是说，我不要想着总去吃。潘
校长是一个很真性情、很可爱的人。吃完饭，
我们闲聊的时候，潘校长就进书房看书了，我
轻轻拉开一道门缝，透过门缝拍下他学习的真
实自然状态。”回忆起与潘校长的交往，侯贺
良脸上一直微笑着。

山东好故事讲给世界听

山东的好故事不只讲给家乡人，更要走出
国门、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曾任山东省委
外宣办副主任兼《走向世界》杂志社社长的侯
贺良，努力将“山东精彩”绽放在世界的天空
之上。

“为了庆祝中法建交40周年，2003年9月，
山东省和法国布列塔尼大区两个友好省区共同
发起了一次摄影家交流活动——— ‘交流的目
光’，这次活动是由我策划的。活动是中法两
国各选三位摄影师，前往对方的国家省份，从
外国人的视角拍下异国的美丽。每位摄影家提
交包含本国和异国景象在内的十张摄影作品，
用于巡回展览。摄影在法国得到迅猛发展，法
国纪实摄影表现也十分突出，所以，这次交流
活动能够反映出山东不同的美。来山东的一位
法国摄影家选了一个主题是拍摄‘中国的家
庭’，用黑白大页片为一家人拍摄家庭人像。
这种返璞归真的拍摄视角，折射出中国家庭的
生活状态，这正是摄影文化的一种更高追求。
在法国举办展览时，这组照片反响最大。许多
法国人，对于中国家庭四世同堂和睦相处感到
特别吃惊，看到中国家庭有大电视机、大沙发
感到很惊奇。其实，有不少外国人对中国的了
解还停留在历史上，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还没有
火车。这种交流特别重要，用影像将山东故
事、中国故事直面地展现给世界。影像记录历
史、反映现实的功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
的。”

通过影像讲述山东故事，是“最生动、便
捷、迅速的形式”。为了更好地对外宣传家
乡，侯贺良不计报酬、不加署名地将自己的摄
影作品呈现给外界。“2007年，为庆祝山东省
与德国巴伐利亚州缔结友好关系20周年，在巴
州举办了‘山东周’系列活动，并在州政府办
公大楼二楼进行了一场名为‘孔子故里——— 魅
力山东’的图片展，图片展中有我拍摄的120多

幅作品。我也没有署名，因为我的作品能够被
选中展现家乡美，我就很开心了。在悬挂照片
的时候，德方的一个负责人询问这些图片都是
谁拍摄的，在德国一同举办活动的中国同事就
说，是侯贺良拍摄的。后来，在活动的开幕式
上，由于我当时正在拍照，也没有带同声传
译，听同事说，在州长讲话中，特别提到展览
照片是由我拍摄的，并表示感谢。”说起这些
令人骄傲的“小故事”，侯贺良开心地笑着。

“就像《走向世界》杂志的创办宗旨，世
界了解山东的窗口，山东走向世界的桥梁。我
希望我的作品也承担起这样的作用，用镜头语
言讲好山东的故事，也能为亲人、家乡讲好世
界的故事。”

“工作成为爱好”

走上摄影这条路，是侯贺良没想到的，但
也是命中注定的。从上小学开始，侯贺良就担
任大队学习委员，负责黑板报宣传、期刊征订
等工作。进入工厂工作后，凭借一手好字好
画，被厂里的宣传科借调从事宣传工作，并
“第一次真正使用了相机”。

“我清楚地记得我上班的日子，那是1970
年8月10日，我进入工厂工作。在那个月的31
号，我就被借调到该厂的宣传科。因为工厂隶
属于公安系统，宣传科室配备了用于刑侦工作
的两台照相机，一台是禄来福来双镜头120，另
一台是上海58-1型135照相机。因为工作需要，
我也开始学习摄影技术。”

兴趣不一定是天生的，也可以慢慢培养。
工作和爱好不一定就是冲突，也可以两者有机
结合。“刚工作的时候，我才17岁。一腔热情
和干劲都放在工作上，对摄影这门新技术也想
着赶紧学好。其实，最初我酷爱美术，那时候
我对摄影也谈不上兴趣还是爱好，更多的是出
于对工作的责任心和责任感。后来，我发现摄
影能够迅速、直接地展现生产的形势，记录当
时的历史，和同属于造型艺术的绘画相比，反
映更生动、更真实。这一点，我确实被摄影深
深吸引了，再加上工作的需要，原本的摄影工
作成为了我的兴趣和爱好。”侯贺良认真地
说，“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人的一生能全力以
赴做一件事的时间也就几十年，一转眼就过来
了。所以，这一生能够认真做好一件事就不错
了。对于我而言，摄影就是值得我要做好的这件
事，我只想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摄影路。”凭借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与日益精湛的摄影技术，侯
贺良来到《山东画报》，他从摄影记者做起，到编
辑室副主任、主任，总编室副主任、主任，总编
助理，副总编辑，并担任近八年的总编辑。
“这一路走来，一步一个台阶，在每一个位置
上我都很安心。对待职位的变动，我都怀着顺
其自然的心态。”2000年，侯贺良被调到《走
向世界》杂志社，担任社长。

2001年，侯贺良向中国摄影金像奖提出申
请材料。“原本申报的是创作奖，后来组委会
给我打电话，询问我可不可以改申图片编辑
奖，因为我编辑过数百本画册。其实，我对于
奖项没有太大的欲求，于是就同意了。结果，
没想到获得了那一届图片编辑奖，成为中国摄
影金像奖图片编辑奖第一位获奖者。”加上今
年所获的中国摄影金像奖，侯贺良成为该奖项
图片编辑与作品创作奖双项奖的获得者之一。主
持策划、创办中国第一本对韩月刊《金桥》、空中
杂志《新航空》，将《走向世界》由双月刊改为周
刊，对中国山东网进行改革升级，这是侯贺良在
摄影之“外”的工作与努力。

上天从不辜负每位一辛勤者。今年，侯贺良
迎来属于他的“花开时节”：第十一届中国摄影奖
金像奖、十杰人民摄影家、2016北斗之星中华
艺术金马奖终身摄影成就奖、传奇摄影师……

从17岁拿起相机的那一刻起，这四十六年
的摄影追求，便是侯贺良的心中所向与心中所
乐。

“他讷于言而敏于行，温良敦厚，文如其人。”第十一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组委会对侯贺良给出这样的评价。他在纪实摄摄
影与艺术摄影方面成就有目共睹，曾为200多名中国及世界当代名人留下了传世经典影像；并凭借包含“飞越齐鲁”专题航
拍系列在内的五十张摄影作品获得中国摄影金像奖。11月4日，本报记者特赴北京，采访了正在参加第十一届中国摄影艺术
节的侯贺良先生———

侯贺良：用光影聚焦山东好故事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卢昱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2016年第十一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纪录摄影类别的获得者侯贺良，受邀参加本届艺术节，在北京
雁栖湖畔接受本报采访，回顾四十六年来的摄影之路。

伦敦广场被布置成火星
展现未来移民场景

近日，为拍摄最新纪录
片《火星》，美国《国家地
理》杂志将英国首都伦敦一
块广场空地布置成火星模
样，意图展现未来人类移民
火星的场景，极具想象力。

白俄罗斯时装周
模特持枪走秀

白俄罗斯时装周
期间，模特T台持枪
走 秀 ， 展 示 设 计 师
Tatiana Efremova的服
装。

母亲逼3岁女儿
参加儿童选美比赛

一名英国的28岁妈妈
Sami Bushell自女儿3岁起就
为她报名参加儿童选美皇后
比赛，以赢得一个“让人垂
涎的头衔”。她表示虽然女
儿可能会因此恨自己，但是
她渴望看到女儿取得胜利。

秘鲁萨满举行
宗教仪式预测美大选

1 1月 7日，秘鲁利
马，萨满用美国总统候选
人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海报
举行宗教仪式，预测大选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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