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 飞 和 白 求 恩 ，

一位是中国革命新闻

摄影实践和理论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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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 1938 年 6 月 到

1939年11月，他们在

晋察冀根据地相识相

知，在中国抗战前线

分别以相机和手术刀

为武器，并肩作战，

建立了深厚友谊，用

热血和生命为抗战胜

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期间，沙飞为白求恩

拍摄了许多照片，多

角度、全方位地定格

下了白求恩在中国抗

战前线的伟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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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飞和白求恩的摄影往事
周惠斌

光影
史话

GUANGYINGSHIHUA

沙飞镜头中的白求恩

1938年6月，白求恩率领医疗队
从延安抵达山西五台县金刚库晋察冀
军区司令部驻地。当时，沙飞正在五
台县耿镇河北村的晋察冀军区卫生所
因病休养。

白求恩是一位优秀的胸外科专
家，他多才多艺，喜欢文学、绘画，
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来中国之前，
特地购买了一架新型的带有柯达镜头
的“莱丁娜”照相机，后来成为八路
军的一名业余摄影师。

沙飞比白求恩小 22岁，但相同
的兴趣爱好，使两个异国影友很快成
为亲密无间的朋友。沙飞略懂英文，
能用并不流畅的英语同白求恩进行简
单的交流。沙飞给白求恩讲述中国军
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感人故事，
白求恩则给予沙飞人文启蒙和艺术熏
陶，他们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初到晋察冀根据地，白求恩就投
入到战地救治和医院新建等工作中，
每天除了开处方、做手术外，为了抓
紧把松岩口村的龙王庙改建为“模范
病室”，他亲自设计图纸，指挥泥
工、木工改装房屋，指导木工、铁
工、焊工制作各种医疗器械和设备。
同时，制订医务制度，给医生、护士
及护理员规定了个人职责；撰写战地

医生护士培训教材，传授医疗技术；编
写医疗图解手册，举办医务干部实习
周。由于日军封锁严密，根据地医疗物
资极其匮乏，白求恩因陋就简，亲自设
计制作医疗器具，他用猪油配药膏替代
凡士林，做成油纱布；用刮脸刀片代替
手术刀，用竹签、废棉球代替探针，用
竹片代替镊子，并自制石膏和绷带。凡
此种种，沙飞先后拍摄下了《白求恩在
模范病室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白求
恩为伤员检查身体》《白求恩和木工一
起制作医疗器械》《白求恩编写师野战
医院的组织与技术》，以及白求恩身着
八路军军装，精神饱满、神采飞扬的
《白求恩与晋察冀边区军政首长合影》
《佩戴八路军臂章的白求恩大夫》《白求
恩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白求恩和自
卫队员》等感人照片。

沙飞和白求恩经常一起交流、互相
探讨战场上使用哪种照相机效果最佳、
战地摄影与一般摄影的区别、怎样才能
拍摄又快又清晰的照片等问题。白求恩
对沙飞的摄影技术深表钦佩，赞赏不
已，沙飞对白求恩的艺术修养和思想见
解深感折服，获益良多。

白求恩非常注重对敌宣传工作，曾
用自己的相机为康复的日军战俘拍摄照
片，1938年10月27日，他为两名战俘和
自己的助手林大夫拍摄了一张合影《八
路军军医林金亮与日本战俘伤兵在河北
平山县》，反映了八路军优待战俘的人道
主义精神，以及日寇残暴扫荡的罪行。

当时，军区摄影记者使用的是大底
片相机，冲完胶片就可以直接印制成较
大的照片。可白求恩的“莱丁娜”相机
使用的是135胶卷，由于根据地条件艰
苦，没有放大设备，135胶卷只能印制
同底片一样大小的照片。为帮助白求恩
解决底片冲洗后的放大问题，沙飞和同
事们一起研究，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
成功地将 135 底片放大制作成 6 寸照
片。白求恩同沙飞等战地摄影记者想方
设法将拍摄的照片寄往延安、重庆、敌
占区和国外的新闻机构，刊发在各地的
报刊上，旨在让全中国乃至世界上更多
的人了解八路军热爱和平、坚持抗战，
救死扶伤、优待俘虏的精神。

1939年夏日，白求恩邀请沙飞一
起去唐河游泳。白求恩在水中尽情地嬉
戏追逐，欢快的脸上焕发出勃勃的青春
活力和气息，全然不像一个年近半百的
随军医生……浪花飞溅中，沙飞拍摄了
《白求恩在唐河逐浪》等游泳、戏水的
照片。随后，又为白求恩拍摄了坐在河
边卧牛石上，以及躺在山坡上晒日光浴
的一组照片，真实地记录了白求恩在晋
察冀根据地紧张、活泼的战斗和生活
场景。

白求恩遗嘱交代赠送相机

白求恩医术高明，但他手术时不戴
橡胶手套，后来他患上败血症，就是在

清除病人体内化脓伤口时，手指不慎被
碎骨刺破感染细菌，又因缺少抗生素药
品而造成的。

1939 年 11 月 10 日，八路军战士
和乡亲们抬着手术感染后病重的白求恩
来到河北唐县黄石口村。第二天下午，
白求恩在写给聂荣臻司令员的信中专门
留下遗嘱，其中有一句“照相机给沙
飞”，意指将他心爱的“莱丁娜”相机
赠送给沙飞。12日凌晨，白求恩不幸
去世，年仅49岁。

噩耗传来，沙飞悲痛万分，他星夜
驰马，于17日下午赶到于家寨，在白
求恩的遗体前，拍摄了白求恩的遗容、
灵堂等珍贵的历史镜头。其中，《白求
恩遗容》照片有两张，一张的场景是白
求恩宁静安详地长眠在两个桌子并在一
起做成的台子上，身上盖着白床单，周
围摆放着松柏花圈，聂荣臻正肃立瞻
仰；另一张的场景是白求恩躺在一副担
架上，身上盖着他从加拿大带来的鸭绒
被，头发凌乱，满脸胡须，脸颊瘦削，
身后是一块缀满星星的黑布。

当沙飞手捧着白求恩馈赠给他的遗
物时，不禁泪如雨下。这部相机是沙飞
短暂一生中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它见
证了白求恩与沙飞间跨越国度的深厚情
谊。沙飞特别珍爱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
礼物，此后一直随身携带，并用它拍摄
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大量历史画面，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940年1月5日，晋察冀边区在唐
县军城，为白求恩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
会和遗体安葬仪式。4月，晋察冀边区
军民再度集会，举办了白求恩之墓落成
典礼，沙飞用白求恩赠送给他的“莱丁
娜”相机拍摄了多幅珍贵照片。11
月，白求恩逝世一周年之际，沙飞在军
城策划举办了《纪念我们的国际朋友白
求恩摄影展览》，展出他和战友拍摄的
50幅白求恩工作和生活的照片，以及
白求恩的摄影遗作28幅。沙飞同样用
白求恩的“莱丁娜”相机，拍摄了这次
影展的实况。

1942年7月7日，八路军晋察冀根
据地编辑出版的第一本向国内外公开发
行、以摄影作品为主兼中英文说明的画
报——《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沙飞
精心编选了一组 《纪念国际反法西斯
伟大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博士》 的专
题摄影报道，借以表达自己对异国战
友的深切缅怀之情，以及中国人民对
白求恩的无比爱戴和崇敬。当时，由
于时间紧、任务重，沙飞一度累至吐
血。在放大照片时，因没有电源，沙
飞把白求恩送给他的放大机，改成日
光放大机，以致每放大一张相片，几
乎要用一个小时。

1945年 4月 30日，沙飞又在主编
的 《晋察冀画报》 第 8 期上，推出了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专刊，刊登了
包括内科、牙科、外科手术，以及为美
军飞行员治疗、为百姓和战士看病等
10幅照片，反映了白求恩创建的“模
范医院”在不断发展壮大，它们都是沙
飞在住院期间拍摄的，寄托了他对挚友
的无限追思和沉痛怀念。

（作者为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
究馆员）

电 视 在 中 国 开 播 始 于 1958
年，那时全国只有一家电视台——
北京电视台，即央视的前身，覆盖
范围小，内容也很少，直到“文
革”晚期，才稀罕物般地进入社
会。当时，北京像京西宾馆这样大
而高级的宾馆，一层楼也只有一台
电视。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
管理员，每晚由管理员按时开关。
观看者众，都是在那里开会的“住
户”，我曾是其中的一员。在十多天
的会期里，一定按时或提前找好位
置，按时进退。电视都是黑白的那
种，那时我们国家根本没有彩电的
生产能力。

第一次听说彩电，是在“四人
帮”垮台后的一个月左右。国务院
国防工办开了一个揭批“四人帮”
破坏军工事业的座谈会，只有中央
和军工各部(三、四、五机部)的部长
和各省国防工办主任参加，加上工
作人员也不过百十来人，都挤坐在
华侨大厦二楼的大会议室里。时任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分管军工，时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因是陕
西军工企业出来的，也参加了会议。

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四机部)是井
冈山时期的老红军、电子专家王诤将
军，他在会上谈到一件事，即“蜗
牛”事件：他们打算从美国一家企
业进口一条彩电生产线，遂派人前
往考察和商谈，主人热情地送给谈
判者每人一个“蜗牛”模型，主人
认为这是最珍贵的礼物，发扬蜗牛
精神嘛！岂知代表团中的某人认为
这 是 讽 刺 中 国 像 “ 蜗 牛 ” 一 样 爬
行，遂写信向江青告状。“四人帮”
如获至宝，大肆追查，上演了一场
闹剧。王诤将军没有说明这条彩电
生产线后来引进来了没有、放在哪
里，会场上也没有人问。

电视机入户，大约是在“四人
帮”垮台前一两年。那时我家是全院
坝第一家有电视机的，黑白的、11寸
的那种。消息震动了全院坝，每到晚
上，左邻右舍的朋友们都到我家来围

着黑匣子看电视。看国家发生的大
事、看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等等。后来
院子里又陆陆续续有人家买了电视，
也就不那么新奇了，但都是黑白的。
至于彩电，那已经是改革开放后才出
现的了。

贵州是军工大三线建设的重点地
区，不算总后所属的工厂，便有分属
航空、航天、电子系统的三大基地和
兵器系统的工厂，以及省内各个可各
自为战的小三线企业。算起来共有县
级工厂、科研和物资供应仓库 250 余
个。改革开放后，军工企业纷纷转搞
民品开发，到深圳开拓新出路，也就
是办窗口企业，吸收来自香港的市场
信息和发展新的科技产品。那时深圳
初建，除了“西丽湖”等一些度假区
外，还是荒原一片，仅有零星建筑。
香港那时还未回归，在我们眼里是既
繁华又神秘。

有一位黄先生，本是香港人，经
过这些年的打拼已成富商。他是一位
爱国者，改革开放后他看中我们基地

在深圳的一个“窗口厂”，愿意与其合
作引进一条彩电生产线，唯一的条件
是由他控股。有这样的好事，我们何
乐而不为之，遂当一件大事来抓，并
在深圳举行了一个浩大的开幕式，各
方“诸侯”都请到了。

开幕式很简单，来宾都站在院子
里，由当时基地副主任王奇和对方各
讲了几句话，不到十分钟。

时隔半年左右，传来消息：第一
台样机已经出来，正在测试，是带遥
控器的。这就不简单了。现在有电视
必有遥控器，那时开关电视一般是需
用手按机器本身左右侧的电源开关的。

过了半年左右时间，又传来消
息：告知已进行批量生产，销售很
好，供不应求。省国防工办机关职工
都想有一台彩电，我们几位领导分
析了一下，觉得可以合规地满足每
名职工对彩电的迫切需求。于是一
边协商购彩电事宜，一边作出两项规
定：一是工办几个领导，一次付清现
款购买，其余职工也可一次付款，或
者根据本人情况作出付款计划分期付
款购买；二是不可挑选，随机取机，
也就是靠“碰运气”，以避免不必要
的矛盾。

很快，彩电如数运至贵阳，也即
时分发到户。时令已快过春节，各家
各户有了彩电，兴高采烈地称赞省国
防工办为职工办了一件好事。

(作者为贵州省政协原主席)

彩电轶事
龙志毅

作为大文豪，鲁迅的文章可谓一
绝，却少有人知道鲁迅还是一位地道
的美食家。

作家萧军回忆说，鲁迅对北方的
面食和菜品非常喜欢，回到上海后还
念念不忘。许广平甚至曾想为其请一
位北京厨师到上海，因为厨师薪水太
高，才打消了这个念头。鲁迅把吃这
件事看得很重，因为人生的快意，似
乎就在这吞吐之间。

北京是鲁迅从日本归来后居住生
活了长达14年之久的城市，从1912
年至1926年。鲁迅在日记中记载自
己去过的餐馆不下百家，其中有名的
餐馆就有65家。如：广和居、致美
楼、集贤楼、杏花村等。

鲁迅最青睐的是广和居。广和居
是北京“八大居”之首，这里是当时
文人雅士常常聚会的地方，每一道菜
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广和居有一副著
名的楹联：广居庶道贤人志，和鼎调
羹宰相才。这副楹联很好地概括了当
时风雅人士、群贤毕至的广和居的名
气。

鲁迅最喜欢广和居一道叫“三不
粘”的菜，是河南安阳地区的一道传

统美食，是用鸡蛋黄、淀粉、白糖、
清水加工烹制而成的，非常美味，据
说出自陆游表妹唐琬之手。“三不
沾”一不粘盘、二不粘勺、三不粘
牙，清爽利口，还有很好的解酒功
效。

鲁迅也是一个好酒之人，每餐必
饮。鲁迅和郁达夫喝酒的次数最多，
鲁迅的酒量不大，酒水在他的口中就
犹如茴香豆一般，借味而已。他从不
劝酒，让友人喝到适可而止。但在鲁
迅看来，不会喝酒的男人，绝不是一
个好作家，不会喝酒的作家，也不是
一个好诗人。

作为绍兴人，鲁迅最爱的绍兴菜
当数梅干菜扣肉，这是浙江菜的代表
之一。绍兴人很喜欢吃腌菜，梅干菜
就是由芥菜腌制而成的。这种菜咸淡
适中、清爽适口，用它煨肉可以收到
清淡、油而不腻的效果。鲁迅请朋友
时必点这道菜。

鲁 迅 对 于 吃 ， 是 从 骨 子 里 喜
欢，在他的文章里，不乏关于美食
的文字，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
在动荡不安的时局里文化人的生活
状况。

鲁迅爱美食
张 雨

梁实秋无论在作品中，还是生活
中，都显示出一代大师的幽默。

新婚之夜的梁实秋就闹出了一番
笑话。梁实秋与夫人韩菁清举行婚
礼时，婚房选择在韩家，步入洞房之
时，梁实秋因为近视且不熟悉环境，
竟一头撞在墙上，韩女士将他抱了起
来。梁实秋笑她是“举人”（将他

“举”起来），韩女士笑他是“进士”
（近视）、“状元”（撞垣）。然后两人
相视大笑。

有一次，台湾师大校长刘真请一
位名人到校演讲，该名人因故迟到。
刘校长见会场上的师生都等得不耐烦
了，便请在座的梁实秋上台讲几句
话。梁实秋本不愿充当这类角色，但
又怕伤了校长的面子，只好无奈地走
上台，慢吞吞地说道：“过去演京
戏，往往在正戏上演之前，找一个
二、三流的角色，上台来跳跳加官，
以便让后台的主角有充分的时间准
备。我现在就是奉命出来跳加官

的。”一席话，引得师生们哄堂大
笑，现场的不快气氛很快消失了。

一天，梁实秋和朋友们一起吃
饭。甜熏鱼端上来了，梁实秋没有动
筷子，他说他有高血糖，不能吃太
甜的东西。冰糖肘子端上来，梁实
秋又没有吃一口，他说，这道菜里
面加了冰糖，他更不能碰。什锦炒
饭端上来，梁实秋还是说不能吃，
因为淀粉会转化成糖。最后，八宝
饭端上来了，朋友们都猜他一定不
会吃，就没有放到他面前，没想到
梁实秋居然急不可耐地说：“这个我
要。”此时有朋友提醒他：“里面既
有糖又有淀粉呢！”

梁实秋马上笑着说道：“我当然
知道，就是因为知道有自己最爱吃的

‘八宝饭’，所以吃前面的菜时我才特
别节制。我前面不吃，是为了后面能
吃啊！因为我血糖高，得忌口，所以
必须计划着吃含糖的东西，把最大的

‘余额’留给最爱的食物。”

梁实秋的幽默
李云贵

1935年，严文井两次高考失利
后来到了北京图书馆。他少有文才，
此时文思如潮，一连写了好几篇文
章。但是，他不知道到哪儿去发表这
些文章。

他想到了沈从文。高中时期他读
过沈从文的一本选集。沈从文富于浪漫
色彩，幻想风情的小说和散文，和谐雅
丽，五彩缤纷，艺术上达到令人惊异的
诗意和真实，以及他在湘西浓郁的少数
民族生活中寄托的对美的人性的追求，
也深深地感染和吸引着严文井。

于是，他把这些文章一股脑儿全
部寄给了沈从文。想让他看看自己的
文章，了解自己的情感和思绪。当时
沈从文正在主编天津 《大公报》 的
《文艺》副刊。事后，严文井又为自
己的幼稚和冲动而后悔。未曾想，过
了些日子，忽然接到了沈从文的一封
短笺。他批评严文井写得太多太快，
劝导他多动手修改自己的文章，学会

修改自己的文章，但没有提到他那些
小文章的下落。

这封短笺对严文井的一生可是一
件大事，对那几句近乎冷冰冰的话他
一连看了好几遍，反复玩味他那唯一
的要求。从此以后，他就照沈从文的
话做，写了文章不急于寄出，先挑挑
毛病，修改几遍再说，也渐渐从修改
中体会到了写作的艰难和乐趣。

沈从文并没有在自己主编的报刊
上采用严文井的文章，但没过多久，
他的那些小文章就在萧乾和凌叔华主
持的报刊上陆续发表了，显然，这是
经沈从文的手转去的。

此后，严文井牢记沈从文的劝
导，文章写好后，斟酌再三，改了又
改，接连在萧乾接编的 《大公报》

“小公园”栏目频频发表，又在天
津、上海、武汉的报刊上不断亮相，
也把原名严文锦改用笔名严文井，正
式步入文坛，并小有名气了。

沈从文的劝导
崔鹤同

据夏衍自述，1949年时他被评定
为“兵团级”，成为自己虽不习惯却必
须带警卫外出的高级领导了。可先前
的夏衍，一直以写作、翻译为主业，
参加许多活动，几乎没叫谁给过经
费，主要靠稿酬过活。所养成的也是
文化人自在、随意的积习，在性格上
也是知识人的特征，与官员的习惯有
距离。这一点，他在文章中也有过
分析。

夏衍曾在一篇《谈自己》文中说
自己“幼年僻处乡间，不懂社交的缘
故”，从小就怕“示众”：“小的时候偶
尔穿了一件新衣，买了一双新鞋，也
唯恐被大家注意，就尽可能地避开在
人多的地方走动。”随着年纪的增长，
这样的心理并未改变。夏衍说只想做
一个不为别人注意的“常人”，不注意
别人也不被别人注意，就觉得“心安
理得，舒畅无比”。

夏衍说自己有一个“小小”信
条：宴会不猜拳，开会不演讲。不猜
拳的理由，是看到一些猜拳人“筋突

面红”“声嘶力竭”的不好看表情；不
演讲是除去不曾学过“讲演术”外，
还“害怕那百十双一时集注在自己身
上的眼睛”。

这样的信条不易坚持。譬如他
一次收到一个帖子，让去参加一个
集会。夏衍当时有记者的身份，相
关活动应该参加。可出席后，便被

“指定”发言。前面主席或先说话
的，都说了很多，自己以为没有更
多意见，便表示不发言。可是，后
来传出的，却是“某人不肯讲话”。
这叫夏衍不爽，一些人会由此理解
成他有“不赞成”甚至“反对”的
意思。

夏衍是剧作家，自己也爱看戏。可
倘若是友人圈子里的作品，看过后就要
求你“说几句”。夏衍希望“自由地”
观赏。高兴就看下去，厌倦就走。可夏
衍当时已经有了名气，参加集会、观看
演出，都会有说话的不自由，真是无
奈。其实，夏衍这里说自己，也说出了
现代许多不得不为之事的情形。

夏衍谈自己
杨建民

沙飞拍摄的《白求恩在模范病室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193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