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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不仅是光与影的结合 更是人与美的交流
——记宁波市摄影成就奖获得者俞东高艺术创作之路

致敬宁波文艺家⑦

本栏目由宁波市文联主办

江南游报承办

编者按：今年6月，宁波市文联12个文艺门类奖隆重出炉，在文学、戏剧、音乐、舞蹈、书法、美术、摄影、曲艺、民间文艺等9个

门类共评出10名成就奖获得者。本报将对这些在宁波文艺事业繁荣发展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老文艺家进行逐一报道。本期

推出第七篇宁波市摄影奖·成就奖获得者俞东高的人物专访。

◎ 特约记者 宋 莉

▲中国摄影协会会员俞东高老师

伴着初升的朝阳，一群快乐的老年

摄影人开始活跃在宁波城市各个角落，

其中一位就是俞东高。他热爱生活、热

爱大自然，善于用手中的相机捕捉生活

中的美丽景致和美好瞬间，记录城乡建

设、经济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变化。

俞东高出生于 1942年 4月，1962年
毕业于宁波师范学校，1983年开始摄影

创作，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浙江省

美术家协会会员，出版了摄影集《故

土》。至今，俞东高已有省级以上摄影获

奖作品 70余幅，年度全国县市报摄影获

奖作品 10余幅，其中作品《船厂的早晨》

荣获由中宣部文艺局和中摄协联合主办

的作品展银奖。

“我认为，摄影不仅是光与影的结

合，更是人与美的交流，是生活中瞬间的

捕捉，也是留给人们永恒的记忆。”俞东

高说。

偶然间邂逅画画
奠定摄影创作基础

“我从小喜欢画画，记得在东吴小学

读四年级时，一幅‘米老鼠’主题的铅笔

画在学校文化墙上展出。从此，我就对

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俞东高回忆

说，从那时起，他喜欢随身携带速写本，

有空就画速写，有时候忘记吃饭时间，一

旁催促的母亲便会责怪他说，画画可当

饭吃了！“最终，我还是应验了母亲的这

句话，真的靠画画吃饭了。”他打趣道。

谈起自学创作之路，俞东高感慨万

千，“虽然自由，但不好走。”由于家境贫

寒，俞东高上中学的学费还是依靠助学

金勉强维持的，所以根本没有条件进入

专业的美术院校学习。“虽然那时候接触

不到系统的教育，但是生活激发了我炽

烈的创作热情，成为我进行美术创作的

强大动力。”俞东高说，由于当时没有专

业老师指点，担心会走弯路，于是买画

册、看展览，一幅幅优秀的美术作品便成

了他的良师。他经常仔细观摩、研究分

析，甚至把优秀的作品剪贴在随身带的

本子上，以便随时观看。

为了提升现实题材画作的创作技

巧，俞东高经常深入体验生活，只要有时

间，就拿起速写本，积累大量的创作素

材。在车站候车时画，在航船上画，在火

车上画……刻苦练习构图能力。

俞东高回忆起自学创作的坎坷经历

时，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因为他始终坚持

着一个信念：“文艺作品必须来源于生活

且又要高于生活。”30岁那年，他终于成

功创作了一幅以知识女青年扎根农村，

从事养猪事业为题材的美术作品——

“精心护养”，作品首次在省级美术展览

上展出，并在省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俞东高每年都

有美术作品在浙江省内展出。作品创作

的屡次成功，也使他逐渐摸索到了艺术

创作的规律，为他下一阶段开展摄影创

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用镜头见证城市
书写甬城新变化

一张张照片，从资深摄影师俞东高

的电脑屏幕中“跳”出来，40多年来，他拍

摄了不少城区改造、建设中的照片，记录

了宁波这座城市旧貌换新颜的历程。

俞东高插上摄影创作的翅膀，得益

于他的特殊身份——摄影记者。上世纪

80年代初，从大嵩区学校调到宁波城区

的鄞县展览馆工作后，他拿起了心爱的

相机。以镜头记录时代，反映生活，成为

他 40余年的日常，他的镜头中盛满了别

样的宁波。“我把宁波所有的地方都走了

一圈，而且每年我都会走一圈，每一次拍

摄的作品都不一样，这座城市的美不是

一次拍摄或一幅图就能定格的。”俞东高

说。

看着这些锦绣画面，俞东高挑选了

一幅作品《夕阳下吹萨克斯的农民》。他

告诉记者：“这是一个很有寓意的场景，

一抹火红的夕阳代表着充满朝气的新时

代，正在吹萨克斯的农民饱含着乡村振

兴的气息，在新时代的农村，农民将音乐

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

界。”俞东高敏感地捕捉到这样的一个瞬

间，他用镜头向我们展示农村实现共同

富裕的新场景，农民正在追求丰富多样、

和谐精彩的艺术生活。

“宁波这40多年的发展变化，用日新

月异这个词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我拍

摄了很多新城建设的照片，眼看着城市

一点点变得美丽，尤其是一些地标，从老

厂区脱胎换骨而来，气象一新超乎想

象。”俞东高说。

俞东高老师的住处浅水湾小区，出

门没多远就是东部新城。他欣喜地告诉

记者，可以经常在家附近拍下许多美丽

的画面：绿色生态长廊的花海、“网红”向

日葵、宁波文化广场、五一广场、宁波图

书馆新馆、城市展览馆……

“我的镜头里有宁波的山水，宁波的

风俗和人情，这些都让我深深地眷恋，不

舍得放过每一个可以定格的瞬间。”俞东

高微笑着告诉记者。

退而不休教摄影
拿作品宣传家乡

在俞东高退休后的 20年里，他又有

了自己的“新事业”。作为一名鄞州老年

大学的摄影老师，他带领着一群老有所

为、老有所乐的摄影爱好者，在城乡各处

拍摄人文与风光照片，满怀热情地把眼

前的美好生活和美景都记录下来。

“你看这张照片，要是把景深再加大

点，是不是‘主角’就更加突出，冲击感更

强烈了？”俞东高边说边打开一张学员拍

的照片，精心使用 PS 软件进行修图调

色。2004年，他开始接触图片后期制作，

“自学起来虽然困难但又新奇，光影好像

魔术一般，让一处再平常不过的光景变

得流光溢彩。”

近年来，俞东高组织鄞州老年大学

摄影研究会暨鄞州老年体协摄影分会的

成员们，出了两本优秀摄影作品集，收录

的都是各级各类获奖作品，有些作品还

在国外影展中展出。作品集中，他自己

拍的一张建设中的工地照片，荣获第三

届“今日中国”全国摄影大赛二等奖。

“我们这群摄影爱好者中，有人喜欢

拍花鸟，有人擅长风光摄影，还有人喜欢

街拍等纪实类摄影，无论哪个主题，我们

都能沉浸在摄影的魅力中，然后聚在一

起交流学习。希望每一幅优秀的作品都

能够宣传我们的家乡宁波，成为外地游

客了解宁波这座城市的窗口。”

采访的最后，俞东高老师又背上了

他的“装备”，向记者挥了挥手，神采奕奕

地朝公园走去，全身上下似乎都散发着

积极向上、勤奋好学、乐观豁达的光彩。

“到了我这个岁数，玩摄影就是图个高

兴，心情好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愿晚年

能奉献余热，用手中的相机为宁波人定

格更多珍贵的城市记忆片段。”

▲“时尚交易”，2019年创作，作品入选中

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高帆杯”行走中国

全国摄影大赛

▲俞东高老师为老年学员作现场点评

▲“义务献血”，1996 年创作，作品入

选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中国老

人，妇女和儿童”全国摄影大赛，并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展出

▲俞东高老师在电脑前做图片后期处理

▲夕阳下的萨克斯

▲精心护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