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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洪波：本土摄影的守望者
多年痴迷楚长城拍摄 在文化的绿洲中不断行走

冯洪波最近可谓喜事连
连：十一长假前夕，他的专题
摄影作品《遇见》入选并参展
2017年第 17届中国平遥国际
摄影大展；长假后，他得到一
本刚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摄影集《鹰城故事》，书里收
录平顶山2006年至2016年十
年间的国家、省和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图片 56 项，其中他
个人拍摄的图片就有 17项之
多。

10月16日，冯洪波给记者
发来他用“美篇”制作的《遇
见》组照，他说，“前两天参加
市里一个摄影活动，大家一致
让发平遥参展作品，这是我刚
编发的。”

《遇见》精选了冯洪波平
时抓拍的16幅普通人物照片，
各自内容互不相关，但都充满
生活气息。他在这组图片前
这样写道：摄影最基本的属性

是记录，它既反映现在，又成
为将来的历史。

冯洪波就职于平煤神马
集团坑口电厂，工作之初曾在
矿井下当矿工十多年，其后辗
转成为一名新闻干事，渐渐喜
欢上摄影并一发不可收拾。

身为一名业余摄影师，冯
洪波在工作之余，用手里的镜
头常年致力于本土纪实摄影，
在近二十年时间里相继拍摄
出数万张照片、三十多个摄影
专题，真实记录鹰城大地上演
的故事和变迁，留下许多不可
替代的乡土影像，其中《楚长
城》《乡村茶馆》《棚户区的母
亲》等多个专题在《平顶山日
报》以专版形式刊出，引发广
泛关注。

多年来，冯洪波为何对本
土摄影情有独钟，以一个守望
者的姿态苦苦坚守？执着追
求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与我市很多颇有成就的知
名摄影师相比，尽管冯洪波年
龄偏大，但他进入摄影圈的时
间较晚，而他最初的梦想也与
摄影无关。

“我参加工作十几年后才
开始学习摄影，那时已经三十
好几了。”10月16日，在鹰城广
场附近，记者面前的冯洪波个
头不高，着装普通，肤色黝黑，
但精神矍铄，看上去完全不像
年近花甲。

冯洪波性格开朗且健谈，
“我本来就黑，这些年经常外出
摄影，风吹日晒就更黑了。可
因为搞摄影，我身体更好了，外
出活动，一些小伙子也不一定
跑得过我。”他开朗的笑声中有
着自嘲更透着自豪。

谈及业余时间从事摄影的
初衷，他坦言自己从上学到工
作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喜欢
文学，心底也一直有个文学梦，
而摄影，是他后来才渐渐爱上
并欲罢不能的。

1963年，年仅四岁的冯洪
波随父母一起从湖北迁居我
市，他父亲在石龙区高庄矿工
作，他作为矿工子弟在当地上
学。1976年他高中毕业时赶上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末班车，到
附近的南顾庄村当了两年农
民，两年后知青返城，他进入父
亲所在的高庄矿成了掘进队的

一名矿工。
“我在井下干的是打巷道

的活儿，可以说是又苦又累。
衣服头一天是湿的，第二天穿
时凉冰冰的，再暖干。”冯洪波
说，在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里，
他一直干了十多个年头。

1989年，他所在的高庄矿
需要招一名临时通讯干事，矿
上有50人参与竞聘。根据所
写的文章，冯洪波和其他两位
矿工被确定为暂定人选。

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原来就
有的文学功底，他很快就在报
纸上发表了不少新闻稿件。两
三个月后，他被正式借调到机
关，成了一名编外通讯干事。

几年后，他采写的《工人给
矿长点歌》经当时的《平顶山工
人报》发表后，获得全国工人报
刊好新闻二等奖。他写的新闻
稿曾在《工人日报》《中国煤炭
报》《中国环境》等报刊发表，还
连续12年被《平顶山日报》评
为优秀通讯员。

冯洪波说，稿子写得多了，
有人建议他拍一些新闻图片。
恰在此时，一位搞新闻的朋友
送给了他一台华夏牌照相机，
他由此开始拍些花草、人物等
图片并开始在报纸上发表。

冯洪波没曾想到的是，渐
渐地，他痴迷上了摄影，尽管他
那时已经三十好几了。

因为稿子发得多，冯洪波能写
的名声开始在百里矿山相传。
1996年，他被调入坑口电厂从事秘
书工作，但他的新闻情结没有丢，
闲暇之余还继续写稿，一年最多时
还能发五六十篇新闻，其中不乏图
片报道。

冯洪波清楚地记得，有一次，
他看到同在坑口电厂工作的同事
陈继业在报纸上发了一些在云
南、青海拍摄的风景和人文照片，

“那些照片很有美感，艺术性很
强，比我拍得好多了。”冯洪波说，
自此他不断向陈继业讨教拍出好
照片的方法和技巧。两人逐渐成
了好朋友，他由此开始认识很多
摄影圈的朋友。

在学习、研究众多摄影圈朋
友的作品时，冯洪波渐渐有了自
己的想法，那就是要拍自己最为
熟悉的领域。

有了这种想法，他决定拍专
题作品，“我选择的点都是平顶山
地区”。但具体拍什么，他一时无
从下手。“搞专题摄影选题非常重
要，要选就得选能在全省、全国立
得住的专题作品。”

2000年前后，冯洪波从报上
看到一篇介绍楚长城的文章，作者
是二矿退休职工李典芳。“我们平
顶山境内也有长城？”这篇文章引
起冯洪波的极大兴趣，他当即前往
拜访李典芳老人，询问楚长城在什
么地方，随后约着对方一起到舞钢
的长城遗迹处查看，并开始着手对
此进行研究。

后来，在得知叶县境内也有
长城遗迹时，他开始独自前往查
看，由此认识多位叶县古长城研
究者，其后，他又相继独自赴鲁山
查看古长城遗迹。

对于地处我市鲁山县、叶县、

舞钢市一带的楚长城遗迹，冯洪
波多次前往查看、拍摄。他越拍
越有兴致，越拍也越有信心。

2009 年 4月，得知中国长城
研究会会长成大林先生到叶县考
察，他不顾妻子刚刚做完手术，安
排亲友照顾后就紧急赶往现场。

“当时是机会难得啊，那时只能牺
牲照顾家人了。”采访中，他不无
伤感地说。

关于楚长城，他断断续续拍
了十几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冯洪波因
拍摄楚长城而渐渐有了名气，如
他在长城小站网站发的楚长城系
列图片，一经发布，引起多方关
注。国家相关部门出版的《万里
长城》大型画册里，收录有他拍摄
的楚长城图；他拍的楚长城一组8
张照片，后来被平顶山博物馆作
为一级收藏品收藏。他也于2014
年成了一名中国长城学会会员，
这一年，第三届薪火相传——中
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贡献奖在北
京颁奖，他榜上有名。

而最让他兴奋的一件事是，
经过更多人的努力，2010年3月8
日，河南省文物局对外宣布，找到
了被称为中国“长城之父”的楚长
城。他说，当看到这一消息发布
时，他觉得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
是值得的。

“我眼中的摄影语言，应该反
映社会的变化，她的变，你拍下来
了，凝固的瞬间就有意义，变化越
大，意义越大。”冯洪波说，这也是
他一直以来特别喜爱专题纪实摄
影的原因所在。

连续多年痴迷拍摄楚长城专
题作品，让冯洪波在我市摄影圈
开始崭露头角。随后，他连续拍
摄的多个题材的专题作品，也为
他赢得了更多的荣誉和关注。

在多年的摄影中，冯洪波渐
渐有了自己的拍摄习惯和原则，
他说，“我的摄影大都关注我们平
顶山的人和事，我觉得我们这里
有太多要拍的东西，只不过需要
你有发现的眼光。”他不会跋山涉
水去平顶山以外的地方拍摄，往
往只身一人在鹰城的山水间流
连。

“我想做一个有自己思想的
拍摄者，希望自己能拍出有别于
他人的作品。”他说，当他没想法
时，是不会拍的。而重中之重，是
他立足本土，想拍出富有地方特
色的有分量的作品。

为此，当他想拍摄我市郏县
一带的茶馆时，他在工作之余，几
乎每月都要抽出四五天时间去郏
县泡茶馆。

他拍摄《乡村茶馆》专题时有
他独到的方法。“如果你冷不丁地
去拍人家，人家不一定会让你

拍。你也不一定能拍出你想要的
自然状态。这时候咋办？”他自问
自答，“你得和他们交朋友才行，
去得多了，慢慢都熟悉了，你跟人
家贴近了，你才能拍出更真实动
人的作品。”

当然，为达到这样的状态，他
也需要为此付出。他说，他每次
去时大都不空手，有时会带去一
些好茶，有时人家孩子办喜事，他
也要凑份子。

近些年，冯洪波更关注一些
即将消失的拍摄对象，如一些传
统企业因故拆迁等，他为此去了
一些停产的棉纺厂、我市周边的
兵工厂等地。“这些都见证过我市
的发展，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历史，
等你回头再拍，可能就没有了。”

近年来，冯洪波拍摄了多个
专题纪实作品，其中《乡村茶馆》
《棚户区的母亲》《渐行渐远的半
扎寨》《千年炉火话汝瓷》《古风流
韵临沣寨》《蒸汽机车——逝去的
风景》《打起铜器闹新春》《瓦屋高
桩闹元宵》等20多个专题相继在
《平顶山日报》以专版形式刊出。
他也是在我市党报序列发表专题

纪实作品量最大的摄影师之一。
对此，采访中他特别感激地

说，这些刊发的作品不仅让很多
人通过作品认识了他，也让他获
了很多奖项，这对他一直坚守本
土拍摄给予了极大的鼓励。

此外，他的《农村电影场》《被
子晒出新村风》《古寨魅力》《告别
棚户区》等多个摄影作品相继在
《中国摄影报》《大众摄影》等专业
报刊上发表并获奖。

身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的
冯洪波常年坚持本土拍摄的行为
也深受多方肯定，他曾三次跻身
平顶山摄影十佳，并获得市五一
劳动奖章、第三届薪火相传——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贡献奖等
荣誉称号。

“你站在历史的高地，关注着
本土文化，不断地行走，常年的坚
守，用心探寻鹰城的文化，用影像
延续历史的记忆，你看到的这里
不是沙漠，而是文化的绿洲。”这
是市艺术摄影学会给冯洪波颁发
年度文化奖时的颁奖词，也是他
作为本土摄影守望者的一个真实
写照。

从文学梦到摄影梦

寄情专题纪实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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