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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从事新闻纪实摄影近50年后，孙震从工

作岗位上退休。然而，他没有过起悠闲自得的老年

生活，而是继续发挥自己的专长，受聘安徽老年大

学，担任了专职摄影讲师。

无论是在淮委摄影组，还是在后来的工作单位，

孙震总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摄影专业

技术传授给身边的同事，也培养了一批批摄影骨干，

在老年大学也是如此。虽然面对的是离退休老同

志，但他丝毫都不马虎，每次上课前细致备课，讲稿

坚持全部手写，不厌其烦地一张张找图片、讲示例，

带领老同志外出采风、举办摄影展，坚持寓教于乐、

寓学于乐，深得老同志的欢迎。与此同时，对来自中

国科大、合工大、安大等各高校的摄影爱好者授课邀

请从不拒绝，义务为他们传授摄影知识。

对于从事的专业，孙震是这样自我评价的：虽说

我是自幼投师学艺，受过严格的基础训练，比较全面

地掌握了摄影技术，但把摄影用于新闻报道，开始时

我并不熟悉，经过长时期的不断实践，不断认识，经

过自己努力探索以及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我的专

业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及业务能力不断得到提高。

现在，我能够准确地领会党的方针政策，比较熟练地

处理各种新闻题材并能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各种

问题，能够胜任并顺利完成新闻摄影报道任务。

斯人已逝，以承为祭。 □ 据《安徽画报》

孙震：镜头里的安徽治淮往事

孙震（1930—2008），新中国成立初期任治

淮委员会政治部摄影组首任组长，退休前任安

徽省新闻图片社（安徽画报社）采编部主任。长

期从事新闻摄影工作，为安徽的新闻摄影事业

默默奉献了毕生精力。

□ 张亚琴/文 马启兵/图片整理

从年少学徒到摄影组长
上世纪 40 年代初，年少的孙震为了谋生，

到照相馆当了一名学徒。他的师父齐义芳是安

徽最早专业从事人像摄影的摄影师之一，其创

办的艺芳照相馆也是安徽较早的照相馆。艰苦

的学徒生活、严格的基本功训练，为孙震从事摄

影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 , 百废待兴。1949 年 10

月，孙震毅然决然地离开艺芳照相馆 , 离开已

驾轻就熟的照相馆工作，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

建设中。1950年，规模宏大的治淮工程开始建

设，治淮委员会政治部于1950年秋成立了淮委

摄影组。当时的安徽，懂得摄影技术的人并不

多，正在皖北文艺干部学校学习的孙震提前毕

业，被组织抽调到淮委政治部担任摄影组首任

组长。淮委摄影组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安徽最早

成立的摄影机构，从 1950 年成立到 1958 年撤

销，出色地完成了治淮第一期工程的宣传报道

任务。

从 1950 年到 1958 年，孙震与摄影组的同事们

一起走遍了淮河上中下游的各个治淮工程工地，用

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治淮各个阶段的重大建设项

目和重大事件，为新华社、人民日报、人民画报、解

放日报提供了大量稿件，充分宣传和报道了治淮工

程这场史诗般的建设成就，并为国家留下了一大批

珍贵的历史资料，他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也入选大型

画册《中国》和《江山如此多娇》，以他拍摄的《佛子

岭水库建成放水》照片为蓝本绘制的特种邮票在全

国发行。

1958年2月创刊的《安徽画报》，首期的封面图

片选用了治淮工程重要建设项目之一的“响洪甸水

库拦河大坝”，摄影作者雨辰（孙震笔名）写道：我国

第一座重力拱坝，已在淠河西巍然竖起。

孙震先后在蚌埠治淮委员会《治淮周报》《安徽

基建报》《安徽水电学院院刊》以及安徽水电厅政治

部等部门工作，1973 年 3 月，孙震调到其参与筹建

并新成立的安徽省新闻图片社任摄影记者。

省新闻图片社成立之初，人手少任务重，办公

条件差。不仅要编发新华社的新闻展览照片，还要

编发本省的新闻展览照片。只要有任务，孙震总是

马上就去，没有丝毫犹豫，及时记录和报道了省里

召开的重要会议和举办的大型活动。后来主持采

编部工作，除制订选题计划、指挥采访外，他还负责

编辑和初审，其间还要参加采访和后期图片技术处

理工作。他编辑的《黄山》《治淮》《群众体育》等专

题展览图片，都取得了比较高的发行数量。

用镜头记录流光岁月

把余热献给摄影事业

将军回乡

1958年，安徽画报创刊号上的封面图

片是孙震摄影

正在建设的响洪甸大坝 气象观测

小球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