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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飛是一位極富思想的攝影家，他
所拍攝的作品不僅具有美的元素，而
且具有極其深刻的寓意。展廳一隅有
一張攝於1938年，題為《守衛在古長
城上的八路軍戰士》的照片。兩位戰
士匍匐在古長城上，背景是雄偉壯闊
的萬里長城，表述了人民解放軍是中
華民族的鋼鐵長城這一象徵意義。
沙飛的照片我們並不陌生，有的是

歷史教課書上的插圖，有的成為電視
人物訪談中的歷史記錄圖片。但很多
人不知道這些照片出自何人之手，今
天，讓我們撥開厚重的歷史煙雲，揭
示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

尋找　攝影是人生目標
和許多年輕人一樣，在拍攝魯迅之

前，沙飛的人生目標是凌亂的，他做
過報務，也曾夢想 去拍電影或是當
文學家。成功拍攝魯迅，使他一夜之
間成為家喻戶曉的名人，也點燃了他
從事攝影的激情。這條攝影之路的開
端並不平坦，用沙飛自己的話說，他
經歷了生活的壓迫、妻子的威脅和商
人的利誘。
沙飛成名之後，曾有商人找他，希

望和他共同經營照相館，這種純粹的
商業行為被沙飛拒絕了。沙飛在《我
的履歷》中寫道：「這時候適值那商
人又來利誘。但當時我因缺乏修養，
只憑高度之憎恨，遂當面給了那商人
一個無情的耳光。」挨打的商人懷恨
在心，揚言拍攝魯迅的沙飛是赤色分
子，要向公安局舉報。沙飛無奈之下
離開廣州，隻身奔赴廣西。
1937年的廣西抗日氛圍濃重，沙飛

在這裡結識了陳望道、馬宗融、千家
駒等愛國人士，在與他們的交往中沙
飛意識到，由於中國有很多百姓都不
識字，通過文字進行抗日宣傳往往達
不到預期的效果。為了使更多民眾了
解抗日的重要性並激發其愛國熱情，
沙飛萌生了用攝影為抗日救亡運動服
務的想法。

崢嶸　帶 相機赴戰場
如果說拍攝魯迅是沙飛攝影事業的

起點，戰地攝影無疑是沙飛攝影生涯
中最絢麗的樂章。作為新聞工作者的
沙飛深知，只有親臨戰爭第一線，他
所拍攝到的素材才富有感染力。在華
北抗日戰場上，這粒自由的沙在槍林
彈雨中飛舞，用相機記錄 歷史的一
個個瞬間。
1937年12月，沙飛在河北省阜平縣

正式加入八路軍，他作為隨軍記者多
次到基層部隊採訪。據原晉察冀軍區

騎兵團團長李鐘奇將軍回憶，沙飛的
槍戰鏡頭是不可多見的，他拍的真實
鏡頭是別人沒有的，是冒 極端生命
危險的。1937年平型關戰役後，三區
還沒有掛上牌子，沙飛就已經來到前
線。從戰場回來脫下棉衣後，沙飛才
發現棉襖右邊有三個被敵人子彈射破
的洞。
百團大戰的槍聲響起，沙飛和其他

戰士一起冒 戰火硝煙衝向前線，與
其他戰士不同的是，他手裡的武器是
一部照相機。一名跑在沙飛前面的戰
士中彈，沙飛按下快門，拍攝了這位
戰士中彈倒地的過程。作為戰地記
者，沙飛在槍林彈雨中完成了自己的
拍攝任務。

1942年5月1日，以沙飛、羅廣達為
主要負責人的晉察冀畫報社正式成
立。聶榮臻將軍在《晉察冀畫報》創
刊號題詞中寫道：「五年來的抗戰，
晉察冀人民究竟做了甚麼？一切活生
生的事實都顯露在這小小的畫刊裡。
它告訴了全國同胞，他們在敵後是如
何堅決英勇保衛 自己的祖國，同時
也告訴了全世界的正義人士。他們正
在艱難困苦中抵抗 日本強盜。」
畫報在遍地烽火、四處硝煙的神州

大地被廣泛傳頌，激勵了炎黃兒女、
仁人志士心中抗日救國的熱潮。

隕落罹患殺身之禍
將鏡頭倒轉至1950年3月4日，這是

一個風雨如晦的清晨，陰霾的天空成
為妝點刑場的幕布，似乎連老天都不
忍看到這位年僅38歲的藝術家中年夭
折。
行刑前，沙飛提出四點要求：刮鬍

子、換上夫人織的毛襪子、立牌碑、
執行時不下跪，因為他是共產黨員。
據當時在場的人回憶，沙飛那天穿
整整齊齊不戴胸章的軍裝，很精神也

很帥氣，他臉色蒼白，但沒有任何恐
懼的表情，平靜的目光流水般地掃視
台下一張張熟悉的面孔，用視死如歸
形容臨刑前的沙飛也不為過。
這一切都源於沙飛槍殺了石家莊白

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的日本籍醫生津澤
勝。1948年，患上了肺結核的沙飛住
進石家莊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住院
期間，他常和周圍的人提起，自己要
做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但這種異常
的舉動當時並未引起人們的特殊關
注。
1949年12月15日，看似如常的沙飛

要求津澤勝到他的病房中來一趟。津
澤勝為沙飛開了兩種藥，並叮囑沙飛
不要吃其他的藥，之後便轉身向門外

走去。此時沙飛迅速舉槍從後面擊中
津澤勝的胳膊，津澤勝倒地後沙飛追
上前又補上一槍，打中津澤勝的頭
部。幾天後津澤勝因搶救無效與世長
辭。

平反 冤案重見天日
這段歷史已被塵封多年。1979年，沙

飛的女兒王笑利和王雁姐妹在京接待中
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陳淑芬，言談中陳
淑芬提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
案，很多人現在都在搞平反，並建議他
們為父親沙飛平反。就是這句話，開啟
了沙飛家人為其平反之門。
為了替沙飛平反，沙飛的家人先後

走訪了李樺、黃新波等一些沙飛的故
友，又到當年的出事地點石家莊白求
恩國際和平醫院，詢問沙飛槍殺津澤
勝之前的精神狀況。他們了解到，沙
飛在住院期間表現孤僻，很少與人說
話，常因一些瑣事發脾氣。在津澤勝
為其治療的過程中，沙飛懷疑津澤勝
有蓄意謀害的意圖，這是精神病其中
一種「懷疑症」的典型表現。在掌握
了這些情況之後，沙飛的家屬向中國
人民解放軍最高軍事法院遞交了申訴
書。
北京軍區軍事法院院長曲華明在看

了申訴書後表示，沙飛當時確實患了
精神病。曲院長要求沙飛的大女兒王
笑利用鋼筆抄錄一份申訴書送上，並
表示在三個月內結束這個案子。
一切似乎都向好的方面發展。正當

家人沉浸在喜悅和欣慰中時，沙飛平
反因「日本教科書事件」而陷入僵
局。沙飛的女兒王笑利在1983年7月27
日的日記中寫道：「挫折、不順利、
打擊，我已經從爸爸平反一事，從許
多人的態度中體會到了，有時真使人
受不了，想甩手消沉下去，但責任心
又不允許，還要打起精神，勉強自
己，繼續努力。」
形勢轉變之後，沙飛的老朋友肖軍

曾鼓勵王笑利，要她堅持到底。建議
她多給負責法制的彭真和紀檢的陳雲
寫信。一次引不起重視，一定要多
寫，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幾經波折，1986年5月19日，中國人

民解放軍北京軍區軍事法院判決，沙
飛槍殺津澤勝是在患上精神病的情況
下作案的，其行為不能自控，不應負
刑事責任。原判認定沙飛有狹隘的民
族主義思想、政治上極端落後，並以
「蓄意謀害」判處其死刑是錯誤的，應
予以糾正。
這件冤案，在沙飛蒙冤36年後終於

被平反。

照片中的歷史
展廳的中央，陳列 一張題為《魯迅與青年

木刻家》的照片。影像中的魯迅顯得消瘦，目

光若有所思地遙望遠方，圍坐於魯迅周圍的青

年聚精會神地凝視 魯迅，似乎在等待他沉思

良久後的發言。這張照片攝於1936年10月8

日，此年夏天，魯迅剛剛經歷了一場大病，抱

衰弱之身前來參加青年木刻展。與他素未謀

面的沙飛在他身旁及時按下快門，為魯迅先生

留下了生前最後一張照片。

沙飛的戰友石少華曾回憶起沙飛對他說過的

話：我拍魯迅和青年木刻家談話的照片，先把

談話的情景拍下來，又從各個角度拍攝魯迅先

生的特寫。把先生的風度、對年輕人的關心，

根據我的感受用攝影手段表現出來。作為新聞

照片，第一幅就夠用了，但這次機會非常難

得，我拍完第一幅後，沒有放過這寶貴的歷史

時刻，繼續細心觀察，用功拍攝魯迅的特寫鏡

頭。這是他最後一次抱病參加活動，假如我不

是如此認真地拍攝，一定會終身遺憾，也有負

歷史。

聶榮臻將軍可謂是沙飛生命中一個至關重要

的人物。如果沙飛泉下有知，對聶榮臻該是一

種何等複雜的情感。早年的知遇之恩，晉察冀

邊區戰爭生活中的朝夕相處，結束沙飛生命的

無奈審判⋯⋯在沙飛眾多的相片中，筆者找到

了聶榮臻的身影。

1940年8月，八路軍實施百團大戰，在攻佔

井陘礦時，戰士們在廢墟中救出一名被遺棄的

日本小姑娘，並將其送到河北井陘洪河漕村晉

察冀軍區前線指揮部聶榮臻將軍處。聶榮臻認

真照顧小姑娘，同時寫信給日軍片山旅團，囑

咐將小姑娘轉交給她的親人，並派人將她送回

日本軍營。當沙飛走進司令部，聶榮臻將軍正

給這日本小姑娘餵飯，目光流露出長輩對後代

的慈愛。這一畫面深深地打動了沙飛，他趕緊

拿起相機，拍攝了這永恆的瞬間。

40年以後，《人民日報》發表姚遠方的文章

《日本小姑娘你在哪裡》及這組照片。中日兩

國迅速掀起尋找日本小姑娘的熱潮。美穗子很

快被找到了。1980年7月10日，美穗子和丈夫

帶 三個女兒到北京面謝聶榮臻將軍。當時的

媒體稱，此事件表達了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

友好下去、永不再戰的美好願望。

百年沙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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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不僅僅是歷史的客觀記錄，它更深刻的寓意應該是——為所攝之景象立傳，

為所攝之景象傳神。徜徉在「沙飛百年——紀念沙飛誕辰百周年攝影作品捐贈展」

現場，一幅壯闊恢宏的歷史畫卷在有限的空間中鋪陳開來。

在15年的攝影生涯中，沙飛用相機記錄下一個又一個精彩的歷史瞬間。從魯迅與

青年木刻家圍坐暢談，到八路軍在長城上英勇抗敵；從日寇大掃蕩燒毀的村莊，到

在戰爭中成長的小戰士，這些圖片帶給人們強烈的視覺衝擊和心靈震撼。

文：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田一涵　北京報道

照片背後的影像

■1945年，沙飛、王輝夫婦分別9年

後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團聚於河北。

顧棣 攝

■魯迅與青年木刻家促膝交談，沙飛

當時記錄下這不平凡的歷史瞬間。

■沙飛拍攝八路軍戰鬥照片。

■2004年，沙飛的女兒王雁在沙飛攝影展上觀

看父親年輕時的照片。 新華社照片

■百團大戰中戰士中彈倒地。

■沙飛遺照，1931年於廣西梧州拍攝。

■守衛在古長城上

的八路軍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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