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序

我和张峻大哥一见如故。我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常晶副总编如约

来到鞍山，来到张峻大哥的家。我们不仅得到张峻大哥诚恳的欢

迎，也受到他家人的热情接待；给予我很高礼遇。

张峻大哥敞开了心扉，深情地回忆往事，我迅疾笔记并录音。

从为雷锋拍摄的第一张照片说起，一张一张地说，一直说下

去、说下去……

这本书就是这样来的。

说起这本书，我忽然想到某知名品牌水的广告：“我们不生产

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富有诗意的语言，给人无限开阔

的想象，令人记忆特别深刻。我想模仿这则广告向亲爱的读者说一

句：“在这本书里没有我的创作，我只是张峻大哥口述史实的一名忠

诚的记录员，我只是原生态地记录，只是他讲述的一个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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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2012年2月26日上午，我带着我与我的老科长陈广生合作出版

的新书《雷锋传》，随着春风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常晶，出席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个学雷锋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这个仪式上，

春风文艺出版社捐赠给大会500本《雷锋传》。在仪式正式开始之

前，人们纷纷请一些著名的学雷锋先进人物及出席仪式的雷锋班22

任班长签名或拍照，与出席仪式的顾秀莲等领导合影。这时，我发

现了一位老者，他步履维艰，稍呈老态，但精神仍很健旺，说话声

音十分响亮。这就是年逾八秩的著名雷锋摄影家张峻。我和张峻都

在沈阳军区政治部工作过，我到机关时他已离开，因此尽管这么多

年过去了，我们俩始终未曾见面。这一次，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场合

相会，我们都很兴奋。张峻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世宗啊！我一直

在找你啊！我想请你帮助我，把我拍的雷锋照片的真实往事写成一

本书，用我第一人称也好，用你的第三人称也好，总之，太希望你

帮助我一下了！”我说：“张峻大哥，我对你慕名已久，这也是我学

习的机会。我听你的就是了，咱们回去联系。”我们当场交换了名

片。在场听到我们对话的常晶副总编很及时、很热情、很诚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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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本书由我们‘春风’来出吧！这将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

一本书。”我和张峻同时说：“好！”

这就是这本书的缘起。

张峻住在鞍山，我住在沈阳。他和我都有太多的社会活动和自

己想要做的事。我们总是阴差阳错，采访时间安排不到一块。一直

到了2012年秋高气爽的时候，我才得到采访之机，终于了却了这桩

心愿。

张峻与我都属羊，他比我大一轮，1931年 4月出生于山东烟

台，15岁参加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于1948年11月

接触相机，开始学习摄影，长年做军事摄影记者，他是中国摄影家

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中国人像摄影学会会员。早在

1960年在沈阳军区工程兵宣传处任助理员时，最先在报刊上发表宣

传雷锋的文字和图片；直到1962年8月15日雷锋牺牲，张峻先后为

雷锋拍摄黑白及彩色照片200余张。这是他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

和全军、全国此起彼伏学雷锋活动独特的巨大的贡献。

在雷锋活着的时候，张峻曾9次去雷锋所在连队为雷锋拍照，

有时还陪同雷锋到学校和部队做报告，包括离开抚顺去外地演讲。

那时候的张峻30岁上下，青春岁月，风华正茂，他与雷锋亲密接触

了79天，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使他成为与雷锋相熟的战友及雷

锋精神最近距离的观察者和见证人。

在我接触张峻有限的时间里，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正直、坦

诚，办事认真、实在。他对雷锋有着无比深挚的情意，每每陷入往

事的回忆，他都感叹雷锋这个比他年轻近9岁的战友内心世界的纯

净和伟大。在他家里，到处可见雷锋的照片、雕像，他井井有条地

保存着各种有关雷锋的图片资料，分门别类地放置在不同的资料柜

里，他的家，仿佛一个小型的档案馆。而他认为最重要的6万张各

种原创的底片，包括他拍摄过的300多位学雷锋先进典型的为数颇

多的底片，他都放在一个箱包里，他说，万一遇到天灾人祸，比如

002



发生了地震或者火灾，他就会不顾一切，放弃其他财物，独自拎着

这个箱包脱离灾难的现场，使其可以安全地保存下来。他的这个预

案，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对雷锋的深情，对事业的执着，对工作的

极端负责。

张峻曾撰写过一本《永恒的雷锋》，他满怀深情，用自己的经历

和见闻，勾勒出雷锋的人生轨迹，所用照片颇多，包括他收集到的

诸多的雷锋照片，这些照片有其他摄影者拍照的，也有雷锋自己在

家乡、鞍山和参军后在各照相馆拍照的。而我和常晶觉得，人们更

需要了解张峻本人是如何与雷锋相识、相交的，特别是他本人所拍

摄的每一张雷锋及与雷锋相关的照片，都有些什么背景和故事。这

是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任何人无法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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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在张峻心中的印象

张峻与雷锋见了9次面，到第10次，张峻看到的就是雷锋的遗

容了。在这9次亲密接触中，雷锋在张峻心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张峻说，和雷锋相处的79天，决定了他的一生。他本人也没有

想到，他的一生，和雷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峻一次又一次走到雷锋身边，举起他的相机，为雷锋留影。

在雷锋那里，张峻是他熟悉的一个机关干部，是他敬仰和喜爱的战

友。张峻与雷锋有多次对话的机会，他比别人更多地了解雷锋的内

心世界。

张峻说，一个只有22年短暂生命的普通士兵，能够赢得亿万人

民如此崇高和长久的敬仰；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所表现的高贵品质，

能够激励和鼓舞几代人的健康成长；一个群众性的活动能够在半个

世纪历史进程中延续不断，影响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这足以表

明，雷锋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过去具有、现在仍然具有重大价

值和意义。在雷锋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德，体现了崇高

的思想境界，汇聚了每一个时代都传承贯通的精神追求，传递了人

与人之间互助友爱的真情。雷锋身上所具备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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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尚品德，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

张峻是雷锋生前的战友，他见过雷锋，写过雷锋，拍过雷锋。

他认为：雷锋所处的时代，与今天大不相同了。但雷锋的精神并没

有过时。在张峻心中，雷锋时时刻刻都鲜活地存在着。雷锋是一个

乐观向上的小伙子，是一个可亲可爱的阳光男孩，他对同志像春天

般的温暖，这不是一句虚话，他那颗火热的心，总是想着别人，很

少想自己，他助人为乐，有求必应，当他听说辽阳地区发生洪水灾

害，立即毫不犹豫地取出自己仅有的存款要全部捐给灾区群众。他

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做好事，不留名。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

人，他为自己的未来进行设计，并努力去付诸实现。雷锋勤奋好

学，爱读书，爱写日记，他在学习上提出的“钉子”精神，就是靠

“挤劲”和“钻劲”努力学习的精神，值得每个人学习。雷锋热爱生

活，爱照相。他提出“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把自己拧在

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干一行，爱一行，把个人融入人民的事

业中，个人服从集体，忠于职守，严守纪律，兢兢业业，做好本职

工作，像螺丝钉那样，在革命事业的大机器上找到自己真正的位

置，闪耀出光亮来。雷锋“在生活上向标准低的同志看齐，在工作

上向成绩高的同志看齐”，苦干实干，争作贡献，常将有时思无时，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这在今天大家的日子都过得比较富裕的年

月，也应该提倡，铺张浪费到什么时候都是应该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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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峻与摄影

应该感谢人类摄影的发明家，摄影真是人类一项太伟大的发明

了。在摄影之前，人类很早就有了绘画。已知最古老的绘画见于法

国肖维岩洞，历史学家认为这些绘画的产生可以追溯到32000年之

前。而为我们现代人生活必不可少的摄影，其历史真的并不很遥

远，到现在为止还不到200年。关于人类第一张照片的说法不一，

难以确定。有说迄今发现的人类的第一张照片是1825年由摄影术之

父尼埃普斯拍摄的《牵马人》，画面上是一位男子步行牵着一匹马。

有说《牵马人》是晒版画，不是照片。人类真正的第一张照片是拍

摄于1826年，N·尼埃普斯和C·尼埃普斯兄弟俩，都是驻非洲的法国

军官，早在1793年便开始了摄影术的研究，哥哥N·尼埃普斯在屋子

顶楼的工作室里，经过长达8小时的曝光，装在暗箱中的铅锡合金

版，记录下窗外可见的全部景色，这是一幅真正在太阳光下的摄影

作品，没有半点人为的加工。照片的左边是一个鸽棚，中间是一座

仓库的斜屋顶，右边可以看到邻近的一个屋檐角，黑白分明，一切

都与真实的景物一样。这张照片名谓《窗外的景色》。

同是法国人达盖尔1839年拍摄了《林荫大道寺院》，画面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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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的林荫大道，由于曝光时间长达10分钟，因此街上的车水马龙

并未留下影像。不过后来才发现，原来角落里有一个男子在仔细擦

皮靴，看来此兄在此地擦鞋时间一定超过了10分钟。这种偶然的际

遇让《林荫大道寺院》成为世界上第一张有人出现的照片。这是达

盖尔用他的专利摄影术拍摄的代表作品。这一年8月19日，阿拉哥

在法国科学院艺术院特别会议上，详细地报告了达盖尔的发明，标

志着人类摄影术的诞生。

自从人类发明了照相技术，才有了用摄影记录生活的历史，才

有了所谓“瞬间的永恒”，也才得以让后人真实地看到1864年的林

肯，1876年的雨果，1903年的慈禧，1931年的卓别林，1932年的毕

加索，1948年的爱因斯坦，1953年的梦露，1955年的齐白石，1957

年的海明威……看到他们当时的模样。

在听张峻讲述他拍摄雷锋照片之前，让我先介绍一下张峻与摄

影的关联吧！

张峻告诉我，他第一次看到照片，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那时

只有八九岁，他看到的是家里墙上挂着的父亲的大照片，那是一张

半身人像，至今仍在张峻手里保存着。

父亲带着家人从山东烟台来东北闯关东，来得比较早。他们来

到东北辽宁复县华铜区许家屯，这成了张峻的第二故乡。父亲有点

文化，在一家缫丝厂里打算盘，记账，做账房先生，就是今天的会

计。缫丝厂出缫丝，卖茧蛹，都需要记录在案。一次，父亲随工厂

老板去日本谈生意，张峻看到的父亲的相片就是这一次在日本拍

照的。

山东老家烟台只有一两家照相馆，张峻小时候没照过相。他母

亲也没照过，照不起。所以，张峻没有童年和少年的照片。他对照

相感到很神秘，曾长时间琢磨这件事，怎么也解不开这个谜，不晓

得其中的奥妙何在。

也还算幸运。张峻在17岁那一年拿起了照相机。张峻会写美术

007



字，会画画，他在连队就待不下了。他给我讲这段事时，自我嘲笑

地说，那时真的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部队善于发现

人才和使用人才，知道他有这方面的才能，就把他从连队调到了辽

南一分区宣传股，地点就在他现在居住的鞍山市。

张峻报到后，宣传股又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杨立清，是一位

真正的画家，是伪满洲国时考入日本的一座教油画的学校。这是一

个有韧劲、有志气、有自信的人。他见这座学校招生，第一次报考

时，拿着自己的作品去面试，竟落选了。小伙子不甘心，在这个行

业钻研了3年，3年后，他如愿被这座学校录取了。1943年他去了日

本学画油画。学了两年，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投降，他就

回国了。

杨立清让张峻坐在他面前，仅10分钟，一幅素描就画成了，是

那么的像啊！那时候开大会，要挂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像，

没有放大照片，只能画。张峻够聪明的，他拿着放大尺，在纸或布

上打格，照着《论持久战》书上的毛主席像画。人家杨立清不用打

格，他画得又快又好，张峻很是服气。

同在一个宣传股，两个画画的人，张峻有自知之明，与杨立清

有太大的差距，他主动要求回连队，他觉得连长对他很好，还是回

连队发挥自己的作用吧！军分区宣传股长李力对他说：这儿是你们

家开的呀？说走就走啊？不能画画了，你还可以写材料写报道啊。

张峻就说，我一个小学文化，写不了啊！股长不管那个，就派他下

去写稿子。他下去了，回来写出材料交给股长，股长说你写的什么

玩意儿？不行，再下去，重写！就这样摔打他，有的材料让他下了

三次基层，写了三回稿，才过关。他觉得这个差事太苦了点，不能

干啊，他再一次要求回连队。

巧了，这时上级通知，让他们分区派人去大连学摄影，上级在

办一个摄影培训班，讲课老师是郑景康，就把他派去学摄影了。现

在想来，张峻何等幸运啊，他能受课于郑景康这样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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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景康何许人？他可是我国一位著名的摄影大师。他的父亲郑

观应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爱国学者和诗

人。郑景康本人1920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附属中学，1923年考入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并涉足摄影领域，并开始了他的摄影

人生。1929年，他到上海柯达公司服务处工作，从此成为一名专业

摄影工作者。1930年春，他变卖了父亲的一笔遗产，从事自己喜爱

的摄影事业，到香港开设了“景康摄影室”，专门从事人像摄影。

1932年回到内地，1934年在北平举办“景康个人影展”，是中国较

早举办个人影展的摄影家。1938年他加入了叶浅予领导的美术宣传

队，拍摄了一批日寇侵华和抗日救亡、黄河决堤等照片。1940年由

周恩来、叶剑英介绍，从重庆到延安，曾为毛泽东、周恩来、朱

德、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拍摄过照片。

张峻在自己的青葱年月，就能在这样一位有丰富摄影经验和革

命精神的导师指导下学习摄影，为他日后成为摄影战线上一名有作

为的新闻战士、有成就的摄影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峻进这个培训班的时候携带的是军分区的一架从日军手中缴

获的战利品折叠式日本产的照相机，没有胶卷。他参加的是第二期

培训班，只学了半个月就回来了。公家从鞍山照相馆购买了10个

120胶卷和冲卷用的药，还有一盒相纸。胶卷珍贵，不能乱照。这

时，分区要办立功人员的展览，上级让张峻去拍照这些立功人员，

他不敢去照，说胶卷不够。上级就让杨立清去画，他10分钟画一个

人的素描，画得真像，令张峻非常羡慕。

第一次拍照的机会来了。大军南下，面临全国解放。部分军分

区领导被升调到南下部队去，与留下的干部要拍张合影留念。分区

政委杨克冰大姐和留下的同志与调走的领导拍合影，张峻拍照完

了，没想到第一次拍照就“掉链子”了。部队住的是民房，没有正

儿八经的暗房，张峻就把老乡家的八仙桌抬来，在桌上蒙一床大

被，里面放两个碗，分别是显影液和定影液。第一次冲卷，手忙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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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竟然先定影了，把显影和定影弄反了顺序，定影之后显的影。

在八仙桌底下也看不见，用手摸着干。等把冲完的胶卷晾干后一

看，一个人影也没有，这可吓坏了他，他后来说，差一点尿裤子。

赶往南方就职的领导干部都走了，他们都要这留作纪念的合影照

片，他上哪儿弄去啊！

股长来了，问张峻：“照片怎么样了？”

张峻忐忑地说：“没……照……上。”

股长紧张了：“怎么没照上？”

张峻：“……”

股长急了：“你都学啥了？怎么学的？”

杨大姐和留下的领导也要照片，可是，可是，张峻真的没办

法呀！

那时，张峻文化程度低，出的洋相不止这一桩。刚参军时是在

区中队当战士，国民党进攻辽南，区政府到农村打游击，凡是在老

乡家吃饭都要给写张收据。在战友们看来，张峻挺有文化的，当然

就得他来写了。他应该写“吃了一顿”却写成了“吃了一吨”，区长

见了就笑了：“哎呀小张，我的先生啊，你这样写，我们回来可赔不

起啊！”张峻还不知错在哪儿：“怎么赔不起呢？”区长说：“你把

‘顿’写成‘吨’了！”张峻这才恍然大悟。

就是这样一桩桩冲废了胶卷、写错了字的经历，让张峻痛下决

心，在实践中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成为一位颇有影响和成就的摄

影家。

我在张峻家见到100多个大本子，这是张峻的学习笔记，是他

学习摄影写下的心得体会，一字字，一行行，一笔一画都凝结着他

的学习和思考。我见到这些本子上有他亲笔写的标题：《新闻摄影讲

座》《摄影构图法》《人像摄影造型指南》《婚纱人像全方位摄影技

法》《现代婚纱摄影讲座》（上）与（下）、《影楼摄影课讲稿》……

还有怎么照儿童，怎么照老人。约有100多本、200多万字他自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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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题记，表明他自己在学习摄影的道路上不断攀登的总的体会：“看

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半个世纪以来，张峻一直都在作

习影札记。

张峻的摄影理念是“以人为本”。他拍新闻照片的口诀是：“专

题摄影大中小，承前启后照应到，大场面，不可少，主题、人物最

重要……”他不仅为雷锋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也为众多的

战斗英雄和时代楷模如郅顺义、郑起、徐洪刚、李素丽、陈观玉、

刘光建、赵明才、冷鹏飞、华玉杰、周登国、余新元、高玉宝、叶

乔波、刘英俊、郭明义……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生动图片。雷锋牺牲

后，他拍摄的雷锋传人有337人之多。

今生张峻自己留下的影像，最早的一张是他17岁时在鞍山铁东

区一家照相馆拍照的。如今他全家人都会照相，他大儿子还开过照

相馆，现在从事扩印业务。他的孙子照相都是他教会的，他给孙子

的最重要礼物就是照相机。

在张峻家，我看到他年轻穿军装的一张照片，左右边是他的弟

弟和妹妹。他解释道，那是他在连队当指导员，上级特批他的弟弟

和妹妹随军，跟他在连队生活和战斗。因为他家人都因他参加人民

解放军而被反动派杀害了。

在军事摄影生涯中，张峻用过很多种牌子的相机，进口有德国

的德莱夫莱和莱卡3F，苏联的莫斯科5，日本的佳能，数码的有日

本佳能30D、50D，现在用的是奥林巴斯SZ-14、富士755的等。

第一次用进口的照相机还有一段故事。张峻和董哲同为军区政

治部专业摄影干事，他们用的相机都很差，一天，他们应军区曾思

玉司令员之邀，到家里去给司令员及家人拍照。按快门的时候，按

不下去，需要闪光时，闪光灯不亮。这是这两位机敏的新闻摄影工

作者想好了的“计谋”。司令问：“怎么回事？”他们答：“破相机用

多少年了，不中用了。”司令说：“那就买一台吧！”他们说：“国产

的质量还过不了关。”司令说：“那就买进口的吧！”遂向秘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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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后勤，给他们买两台进口的相机。买什么样的，问他们俩就行

了。”就这样，张峻和董哲用上了从德国进口的德莱夫莱120双镜头

的反光相机。

张峻是非常刻苦用功的人，那时候，从暗房到制作，都是自己

干。他下部队下得勤，拍片特用心，每个月都是同级别单位上《解

放军报》摄影作品的第一名，最多的一个月在《解放军报》刊登过

43张照片！平均每天一张还多。各大新闻单位相比，他总是名列

前茅。

从军区工程兵政治部调到军区政治部的时候，工程兵宣传处黄

汉副处长请张峻交代工作，最重要的是把他拍过的雷锋照片底片留

在工程兵机关。他当时上交了198张底片，只有一张《夜读》没有

交，因为这张照片当时审查没有通过，机关没有盖章，不能向报刊

发稿。这张底片留在了自己手里。还有很多底片随稿子发到了解放

军报、解放军画报和新华社。还有军事博物馆要举办雷锋展览，要

去了一些照片和底片。八一电影制片厂曾来采访。他们的摄制组来

了。那时有个习惯，拍照片和拍纪录片电影，都要布置一个现场，

当时也布置了一下。八一厂的同志来了三天也没开机。他们一个负

责人说，雷锋的事迹都是些平凡小事，不太好拍，等回去汇报一下

再回来。他们拿走了张峻的三张原创底片，现在也没有要回来。张

峻觉得非常之遗憾，没有留下纪录雷锋的影片。还有几张还留存宣

传部摄影组，有的给了辽宁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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