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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照相馆史》

内容概要

该书是作者十几年历史影像收藏和研究成果的精华呈现，全书从中国摄影早期的绝对拍摄主体――传
统照相馆切入和分析，从照相馆的传入营业、本土化探索、与社会的关联互动以及多家知名照相馆的
个案特点等方面，展示了中国特色的照相馆时代的影像，更呈现了世界摄影史中这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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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瑞象馆藏
2、仝先生是中国老照片收藏的前辈，此书具一定的欣赏价值和参考价值，是老照片玩家必备的重要
文献。遗憾的是，本书并没有系统归纳出旧中国照相馆的列表，只是整理摘录了《申报》上刊登的相
关广告名录，并且没有给出对应的英文名（对于早期照相馆研究没有英文名极不方便）。书的内容恐
怕也撑不起这个宏大的标题。但无论如何，此书已是国内目前已出版的这一领域最权威的文献。
3、作者收集了大量資料，怎奈文字不潔淨，絮絮叨叨，看著難受。如“傳統中國肖像畫，主要為水
墨畫或工筆畫為主要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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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关于照相馆的现状，最近引起我注意的是在我居住地附近有一家“美星照相馆”，每次我经过它
时都关着门，从橱窗里的广告看得出，很久以前已经开始兼营房地产了。大众点评上关于“美星照相
馆”的评论原本也不多，最后一条停留在2012年2月16日：“开在这里也有十几年的光景了吧，店面基
本没变化过，里面也有拍照的业务”。待询问过晚间在附近乘凉的阿姨，原来美星照相馆已经在几个
月前由于土地回收而关门了，房地产业务和照相馆业务一起关停。这不由得让我想象，照相馆的鼎盛
时期是什么时候？中国最早有摄影术传入的时候，照相机的价格和体积还远没有达到能普及到户的程
度，这时除了有传教士和外国报道摄影师开始记录中国的风土人情和王公大臣的肖像，中国本土摄影
业的发展是否是从照相馆开始的？老照片收藏家仝冰雪先生的新著《中国照相馆史》现在就在我的办
公桌上。精装，布面封面，近400页丰富的内容，彩色印刷，内容涵盖照相馆从西方传入、本土化，到
与社会产生关联与互动的历史过程，内附大量照相馆历史图片及那个时代的人的肖像。作者仝冰雪先
生曾编著叶景吕影集《一站 一坐 一生 : 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叶景吕的生平经过了从清朝到民
国再到新中国的更迭，他每年都要留下一张影像，并在每张照片旁留下他的手写笔记，将个人、家庭
、国家的大事记交织在一起。这62年的影像都是在福州的各个照相馆拍摄的。翻到《中国照相馆史》
的《本土化探索之路》这一章，会看到叶景吕的62张肖像并排缩印在两页的跨度内。今人可能一年就
会拍摄无数张个人照片，但未必如同当时的叶景吕那样是从个人的历史意识出发的。叶景吕不间断地
对自己进行拍摄和记录，肖像风格在变，着装也在变。过了一定的年份，肖像照不再仅仅属于个人，
而是能从中看得到时代变迁的一些方面。再多读一点《中国照相馆史》，我惊讶地发现，中国早期照
相馆功能的丰富性绝不亚于现在的任何一间有活力的复合型商铺。在鼎盛发展的几十年当中，这些照
相馆曾渐次用于拍摄、洗印、展示、代售器材、报道、政治宣传，甚至还包括拍电影。在1917年
和1939年天津发生特大水灾的时候，鼎章照相馆拍摄并制作的《天津水灾纪念全图》和中国照相馆老
板李耀庭制作的印相集和明信片都成为了时事的佐证、旅游的纪念和日后宝贵的图像资料。1876年，
日成照相馆曾受《申报》之邀拍摄淞沪铁路上海至江湾段通车的场景，一个月后便开始出售《火车轮
图》，供未亲眼目睹过火车的人们传观，同时获得利润。第一部有史料记载的中国黑白无声电影《定
军山》由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为纪念京剧老生谭鑫培60周年寿辰而拍摄，连接起胶片时代摄影
和电影的亲缘关系。可以说，早期照相馆的生态已经覆盖了今日摄影从业者所能做的方方面面了。今
日的照片冲印店、摄影工作室、报社摄影部、摄影画廊、摄影博物馆、摄影出版社、摄影衍生品经营
无不能在早期照相馆的样态中看到一点端倪，甚至当年照相馆多种经营的方式也可为今日摄影相关产
业的经营者作一参考，除了——互联网，这个正在为每个行业带来改变的推手，当年的照相馆经营者
恐怕还难预料其力量。照相馆经历了从私营，到公私合营，到国营的经济环境，今天社会看起来回到
了整体开放的民营环境，重读近代历史似乎也正是时候。《中国照相馆史》立足于“照相馆”这一行
当，是一本有大量照片作为主体和佐证的专门史，然而，它还可以被当作一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书来
阅读。书中这些曾刊登于《申报》等民国时期报纸的照相馆广告读着也是件乐事，如以下这则：“告 
白宝记照相本馆主人习照相业十余年于兹矣。其用功则精研细究， 独出心裁故，臻花样维新，莫名佳
妙⋯⋯一馆分设广东省垣沙基大街。上海英大马路泥城桥宝记谨启”再如这一则：“新法映相得西艺
异传⋯⋯能映化身图本，一身化出三身，怪怪奇奇，令人莫测。更能电气放相，高与人等，又可用蓝
色映出山水图画，其所映之相，俱过镜面而历久入新。”在图像还没像今天这样在广告中占据重要分
量之时，俏皮的语句、简练的概括就是吸引人用目光“点击”的法宝吧。另外，照相馆兴衰的蛛丝马
迹竟在报纸广告中得到了最多的“保存”，这得益于官方对宣传资料的保存，也反映了照相馆毕竟仍
属工商行业，没有像文人那样为自身修史的意识吧。最吸引我的要数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个案调查
”，两家上海照相馆在时代洪流之中的兴衰跃然纸上。宝记照相馆的开馆主人欧阳石芝是广东新会人
，开设照相馆前曾有十余年的摄影经验，曾师从康有为学习维新思想。自1889年开业，宝记始终走在
摄影技术前列，其开发的印相方式就有绫绢照、布纸照、玉石照、洋瓷照、白纸照、方瓷照、象牙照
等。此外，宝记于1919年购入了可以拍摄上海外滩全景的长条转机，为中国前所未有。戊戌变法失败
后，宝记先后关闭分店，扩建，搬迁新址，作为沪上如日中天的照相馆代售过柯达照相器具。此时欧
阳石芝已对世道大为失望，开始潜心净业，照相馆业务逐渐交给三子欧阳慧锵及两个女儿打理。宝记
照相馆第二代主人欧阳慧锵以照相馆拍摄人像的专长和自身对风景摄影的钻研经验撰写《摄影指南》
，开创了中文摄影书籍的先河，使宝记更上一层楼。1912年，宝记与《时报》就拍摄时事新闻图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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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签约，令《时报》的新闻图片报道质量居全国报纸前列⋯⋯一家照相馆的功能，从记录家庭和私人
影像、满足名伶仕女的爱美留念之心，到反映照相工业的变化和满足社会对图像日益增长的需求，其
持续又变化的存在方式由市场的需要和生存的多元性共同促成。另一家位于上海的耀华照相馆，前身
是德国人沙为地开设的沙为地照相馆，后被自称英商的施德之竞买成功，改名耀华。相比于更早诞生
的宝记照相馆，耀华似乎更能开拓新风。施德之曾为耀华照相馆在《申报》上刊登长达半年的广告，
在上海最早推出“硕大无朋”的“大像”，针对“倌人”实行半价，挪用动物、服装等道具拍摄人像
，利用镜子拍摄“全体像”等等⋯⋯耀华也曾和在视觉上寻求灵感的中日艺术家合作，出版过《春江
花月报》。此外，耀华照相馆同时开办多种营生：代售畅销照片、古画，开设制药厂，出售药料、布
景⋯⋯在巴黎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上，耀华照相馆荣耀地获得了提名奖。切勿以为商人所为仅是经营
，耀华照相馆还开创了女子从事照相馆摄影之先例，将原先专为华人照相的西耀华改为专拍女照，由
施德之长女梅执掌镜头。晚年施德之从事古董收藏和经营，于1924年被选为精武会会长。1935年，施
德之逝世。耀华照相馆成为他一生传奇生涯的缩影。宝记照相馆最后一次在申报上刊登声明是在1934
年6月，耀华照相馆也在施德之逝世后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照相馆老字号没有
赶上新中国公私合营的大潮。但大多数的早期照相馆，也在政治气候和经营方式的双重变化中徐徐落
下了帷幕。它们已经承载了一段家国的历史，并幸运地在互联网时代中获得了重新被审视的机会。“
照相馆”的名字可能更多地是属于过去了，以前有欧阳慧锵、沈石蒂（Sam Sanzetti）这样从照相馆走
向社会的艺术家，而今“照相馆”开始越来越多地回返至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中。马良的“移动照相馆
”和王旭、杨威的“白夜照相馆”都脱胎于照相馆照片，前者把过去照相馆中用于创新的两件法宝：
道具和上色工艺运用到极致，作品富有生动的剧场感；后者忠实于黑白色调，彰显走进照相馆拍照的
人的仪表，作品更具银盐质感。艺术家宋东曾创作《家庭成员·照相馆》系列，让每一位来到他的家
庭合影录像前的观众站在其中一位家庭成员的位置上与其他成员“合影”，融入艺术家的家庭，成为
他新的家庭成员，使他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大，借以重新探讨日渐瓦解的家庭和邻里关系。而施勇
从《想象：每个中国人都是黄头发》系列到《憧憬制造》系列，虽没有明确地提及照相馆，无疑借鉴
了暗房手法。图片中“一家人”的黄色头发、对话框气泡和东方明珠代替了过去照相馆的照片里红润
的面色、云雾的效果和自然风光布景，每次由同样的人物角色在他的作品中“与时俱进”，构成一张
张并非写实却颇具现代意义的“家庭合影”。而街道上的照相馆身影正逐渐变少。以冲印为主营的照
相馆，大都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张的吧。它们中的许多都冠有照相器材商的名称，也有像“美星照相馆
”这样自己命名的。它们不在《中国照相馆史》研究的时间跨度内，通过沿街店面的变化，仍能看出
它们曾经历过发展势头良好的时期。在照相机普及、摄影数码化、网络印相业发展等多重力量“夹击
”下，若不是转型为更专门的照相馆（如专门拍摄证件照或大头照）或写真工作室（婚纱照、个人写
真），或开办顺应时代潮流的副业（如房产中介），或将再次缓缓落幕了。（本文刊瑞象馆瑞象视
点2016-8-5，转载请私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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