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科探索                                                                                       电力技术研究 

 1 

百科探索 

红色摄影家与白山黑水郎琦摄影美学分析 
史磊 

（吉林动画学院  吉林省长春市  130012） 

摘要:红色摄影家郎琦是党最早培养的一批摄影家之一，战争期间郎琦扛起相机同浴血奋战的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先后记录

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许多重大的历史瞬间，是延安摄影美学的继承者。和平年代郎琦则致力于对长白山风景与景观的创作，

并在内容与形式、景观与人文、影调与意境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摄影美学风格 

关键词:红色影像；延安摄影；摄影美学；风景摄影 

 

在吉林省摄影界有一座无法跨越的“大山”，他拍摄的长白山天池

是一张耀眼的吉林名片，被誉为长白山摄影的美学高峰，这位半生烽火

的红色摄影家便是郎琦。他是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东北军区委托东北

画报社培养的五十二名摄影师之一。回顾其长达 70 年的创作生涯，郞

琦用镜头记录了风雨兼程的共和国光辉，记录了朝鲜战场上保卫和平的

志愿军，记录了硝烟散尽后共和国艰难的复兴之路，记录了长白山的千

年积雪万年松。在漫长的创作时光里，郎琦的摄影美学风格也随着时代

的变迁发生着日濡月染的变化。 

1、硝云弹雨中的光影 

1.1 为革命而创作 

郎琦正式踏上摄影之路的时机几乎与其踏上革命之路同步。由于参

军前的读书与摄影学徒经历，入伍不久郎琦便被组织提干从事文化教员

的工作。这一时期郎琦便用一台从日军手里缴获的日式相机在工作之余

展开了摄影创作。摄影生涯的第一次非正式出版的摄影作品也诞生在这

一时期。《土地革命动员会现场》摄于 1946 年，此时广袤的东北大地正

如火如荼的展开土改运动，郎琦的这张照片正拍摄于一次动员大会当

中，画面上成群的百姓端坐在院子里，零星几个老百姓则依靠在院墙上

全神贯注地聆听土改宣传，墙面上醒目的写着“团结起来”四个大字，

很好的呼应了照片的主题。之所以说这张照片是非正式出版的作品，是

因为它并没有在任何正规刊物上发表，而是郎琦自己冲洗出来之后，带

回司令部在战士们中间传阅，并在当时大大鼓舞了士气。也正是这次记

录土改瞬间的创作，为后来郎琦进入摄影学习班，乃至成为一名战地记

者埋下了伏笔。与西方的一些著名战地记者如罗伯特·卡帕、瓦尔特·博

萨德等人不同，郎琦是先入伍成为职业军人，随后才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的。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郎琦始终以“歌颂我们的先进，暴露敌

人的罪恶”作为其战地记者生涯的创作信条。 

1.2 延安摄影美学的深远影响 

回顾郎琦战争时期的作品可以发现，其在战场上的创作深受摄影培

训班主课教员郑景康的影响。郑景康与沙飞、吴印咸、罗光达等一系列

优秀摄影家是那一时期延安摄影美学的代表人物，摄影作品主张政治性

与艺术性的统一。郑景康的《摄影讲话》开篇就摘录了毛主席延安文艺

座谈会的讲话，“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

把自己当做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沙飞为《摄影

常识》所做序言也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认识，和新闻记者收集材料

的方法，就不能把握住现实，不能顺利的去进行工作，不能完成重大的

政治任务。[i]”郎琦这一时期的创作正是围绕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而

展开的，作品《如潮水般集结的 10 纵战士》表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辽

沈战役中战友们向黑山地区集结的画面，郎琦采用一种俯拍的视角，利

用对角线式的构图表现出了战士们视死如归奔赴战场的悲壮场面。郎琦

表示，当时随军移兵的途中，他带着相机爬上了高地，展现在眼前的景

象与毛主席创作的诗歌《忆秦娥·娄山关》所描绘的意境很相似，那种

壮烈的的心境，是每一个行军打仗的战士一辈子都不可能抹去的记忆。
[ii]画面中匆匆行军的身影与被白雪封冻的黑土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倾

斜的构图也暗示出在这坚硬如铁的原野上行军，战士们的每一步都是那

样的步履维艰，正对应了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进从头越”。

郎琦的照片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这些照片成为了重大历史事件的承载

者，郎琦作品中政治第一的摄影理念也正逐步形成，向红色摄影家也更

加靠近了一步。 

1.3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红色影像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指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

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

亚洲和世界和平。”[iii]而对于红色摄影家郎琦来说，抗美援朝战争的意

义则更加非凡。 

朝鲜战争初期，郎琦在吉林省文工团从事摄影工作。养病中的郎琦

在后方拍摄了《参军热潮》组照。与之前的创作不同，这一阶段郎琦更

加关注被摄对象的动态美，更加注重人文关怀瞬间的捕捉，更加注重观

察的是人的个性。体现在作品上就是各种肢体语言与面部表情的捕捉，

《参军热潮》中泪别母亲的照片，整个画面的情感便体现在母亲手搭儿

子肩头的轻轻触碰上，肢体动作与泪眼婆娑的表情，是对这位母亲复杂

心情的刻画。表现了民族大义高于一切的崇高境界，同时体现了一位慈

母对儿子即将奔赴前线的忧思。照片邮寄到第 47 军的《猛进》画报后

不久，郎琦也随第三批志愿军奔赴了朝鲜战场。郎琦表示，当时受到设

备的限制，朝鲜战场上他并没有广角镜头、长焦镜头，所以很少拍摄宏

大的战争场面，这也导致了他将这种对人物表情、动作动态的捕捉一直

延续了下去。比较典型的就是《一等功臣“独眼英雄”高富》这张照片，

画面从正面拍摄“独眼英雄”高富与战友夜间行车的画面，照片中可以

清楚的看出高富与战友手握方向盘高度警觉的表情，这不是对镜头的恐

惧，是对美军夜间利用燃烧弹进行地毯式轰炸的警觉，是汽车兵在崎岖

路面进行无夜灯行车时谨慎驾驶的专注。受胶片感光度与光线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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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中的影调呈现出极强的明暗对比，幽暗的背景与光线跳跃的驾驶室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显得层次丰富主体突出，也暗示着美军在暗志愿军

在明的危机局面。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侵略者的下场》这张照片，在朝期间郎

琦多以人文关怀的镜头聚焦饱受战乱的朝鲜平民，战争场面的描述也都

是以极其客观冷静的视角在进行观察。而《侵略者的下场》却将镜头对

准了一名脏器外露的美军尸体上，地面上横七竖八躺着几具美军尸首，

近景则是一具被炸成两截的美军空军士兵尸体，虽然我们都知道战争的

惨烈远比任何影像都要残酷，但这种直面人类死亡状态的拍摄，反映出

了郎琦对于战争的痛恨，对于美国侵略者的憎恶。此时郎琦的摄影美学

风格在继承了延安摄影美学风格的基础上，朝着一种更有深度且更加有

审美质量的方向发展。照片更加注重如何抓住观者的注意力，积极的用

视觉语言引发人们对战争的思考，引起情绪上的共鸣。尤其在得知胞弟

郎魁珊牺牲后，郎琦更加的努力创作，在朝鲜战场上留下了一张张鲜活

的红色影像，记录了美军反人类、反伦理的细菌弹，记录了中朝军民的

美好友谊，记录了一批又一批前来慰问最可爱的人的名人志士，记录了

朝鲜战争的伟大胜利，郎琦自己也彻底将照相机转变成了武器，自己也

转变为一名记录时代定格红色的红色摄影家。 

2、硝烟散尽谱长白 

2.1 邂逅长白山 

1958 年转业后的郎琦参与创办了《吉林画报》，他与长白山的结缘

也源于在《吉林画报》期间的采访工作。在一次对出征全国冬季运动会

运动健儿的采访中，郎琦跟随着运动员的脚步走进了长白山的深处。在

长白山期间，郎琦深深的感受到了来自大自然的美学馈赠，长白山散发

出的最直接、最生动的生态美与自然美为其余生的摄影创作生涯找到了

美学方向。此后郎琦便将长白山作为自己创作中一座需要不断攀登的高

山，年复一年的拍摄长白山的珍秀与豪放，冰雪消融与五花山色。拍摄

长白山的过程中，郎琦作品的美学成就也攀登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

传统美学讲究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iv]，在拍摄长白山景观的同时，

郎琦的创作也并没有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努力做到了“人山合一”。 

2.2《秋》的人文之美 

1981 年中国摄影界发生了一件大事，郎琦拍摄的作品《秋》在新

加坡第三十二届国际摄影沙龙上斩获美国摄影协会为该展览设立的“最

佳色彩”金奖。此次获奖对于中国摄影人来说是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

《人民日报》为此发文赞誉郎琦为“永攀世界摄影高峰”的摄影家，这

也意味着在中国起步不久的摄影艺术自此走向了世界。[v]此次拍摄的取

景地，也正是郎琦心目中那座高峰——长白山。在《秋》的画面中，前

景中是几棵矗立的是岳桦和墨绿的杜鹃，这两种耐寒、顽强的植物是长

白山的代表性植物。在长白山的高海拔地区，岳桦是唯一能生存的树种，

即便是被大风放倒也能够顽强的在石头缝中生长。高山杜鹃更是具有极

强的耐寒性，即便在零下几十度也能坚韧的存活。郎琦试图利用一种符

号象征的手法，在画面中用这两种植物的圣洁品质来展现画面中水文员

的人物性格，这在郎琦众多扎根长白山创作的作品中屡见不鲜，通过对

浩浩林海与茫茫白雪的捕捉，通过对自然景观的捕捉，来展现出关东人

坚毅不拔的长白山精神。在画面中岳桦的树干与树枝、树叶还很好的形

成了一个框架，利用几何元素在这复杂的树林空间与纵横交错的颜色空

间中为观者找寻到了一个视觉的重心。画面主体位置的两名水文员正好

也是行走在这一视觉重心当中，并且是在“逆流而上”的负重前行，这

也与岳桦不畏严寒勇往向上的精神相符。前景高山杜鹃叶片在非花期所

绽放出墨绿色，也起到了压暗前景色调的作用，增加了视觉上的稳定性，

与岳桦营造出的框式结构形成了一种视觉上的并置关系，让观者不会因

为主体倾斜的运动角度而感觉到画面的不稳定性。郎琦在拍摄这张照片

的时候采用了较大的景深，远景中通红的高山苔原带、黄绿色的针阔混

交林带清晰可见，这很好的还原了长白山“一山有四季”的色彩奇观。

而山间的淡淡的雾气很好的为远处的山色盖上了一层偏冷的淡蓝色调，

这与前景中由于侧逆光拍摄而呈现出高亮黄绿色的树叶形成了很好的

冷暖对比，画面中人物与场景相互衬托，冷暖色调相得益彰。正如郎琦

自己所说，好的摄影作品不应只是摄影技巧的熟练运用，更加需要提炼

出丰富的精神世界，情景交融才是表达情感、物化情怀的关键。郎琦在

这一时期关于长白山的诸多创作中，都在努力的构建出一种既富有造型

品质，又饱含情感表达的作品。试图实现在风景摄影中、景观摄影中展

现人文主义的艺术构想。 

3、结语 

约翰·萨考斯基在《摄影师之眼》中写到：“照片与时间的关系十

分微妙，因为照片只叙述当下”。[vi]回顾红色摄影家郎琦的整个创作生涯，

其创作主体与美学风格的变化都离不开时代的变迁。作为党在东北培养

的首批红色摄影家，硝云弹雨中他记录了新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个又一个

关键时刻，继承了延安摄影美学的衣钵。和平年代荣归故里，满腔热忱

的利用镜头宣传家乡，在传统风景摄影审美体系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将

长白山地区的风景与当下的社会内涵相结合，这种拍摄理念更加贴近国

际主流通用的摄影语言与风景摄影美学理念，而其在风雪中无数次的拍

摄，更展现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与立场，展现出了独特的东方美学精神，

值得后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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