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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学本（1909—1984） 

        我国著名的人文地理摄影师。1909年出生在上海浦东，父亲是农民，也在私塾教书。庄学本1924年15岁时在上海寻

源学塾读了二年旧制中学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16岁时到南京当了一名小职员。 
        1930年21岁的庄学本为寻求真知，参加由五个知识青年组成的“全国步行团”，他们的口号是：“凭我两条腿，行

遍全国路，百闻不如一见，前进！前进！前进！”由上海步行北上，一路进行社会考察，访问陶行知等文教界知名人士，

到北京后因直奉战起而被迫返回。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奴役我同胞，庄学本在当时“失掉东北而开发西北”的思想

标向影响下，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决心投身西部考察事业，立志把祖国腹地（当时称边地）各民族

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国人，以期开发西部。当时的藏民对汉民很有戒心，庄以《中华画报》、《申报》、《良友》画报等

几个报社的记者身份尝试进入西藏，都被拒绝了。193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国民党政府组织致祭专使行署。他带上

当职员积攒的旅费二、三百元和两个相机，拟以《良友画报》、《中华画报》、上海《申报》特约记者的身份，随专使行

署进藏考察，到成都后因专使不允而使入藏计划落空。于是选一个在历史上、地理上有意义的，被诬为“吃人野番”居住

的果洛草原去考察，这在当地的地图上还是一块没有勘测过的“白地”。为了旅行的需要请南京的朋友在蒙藏委员会办了

一张去果洛的旅行护照，证件上用了“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名义。经理县、马尔康北上，在阿坝偶然得到一次

调停当地与甘肃地方军阀战争的机会，于是，应墨桑土司之请与小土司拜为兄弟。继续北上进入川青两省交界的果洛草原

进行考察，返程经阿坝、过大草地、松潘、叠溪、茂县而归。拍摄的上千张照片和旅行记，由《中央日报》、 《申

报》、 《良友》画报连载，在南京举办了个人摄影展，专著《羌戒考察记》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1935年至

1937年被国民党政府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聘为摄影师。受中央研究院委托进行少数民族体质测量，受中山文化教育馆

委托收集少数民族文物标本。随专使行署由南京到西安，经兰州、西宁、果洛到玉树。此行拍摄了九世班禅在青海塔尔

寺、甘肃拉卜楞寺举行的盛大法会，又利用旅途间歇考察了蒙、藏、土、撒拉等少数民族。旅行的见闻、以《西游记》、

《青海旅行记》等为题连载于《良友画报》、上海《申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又进犯上海，庄学本心里只想回家参加抗战，先后三次告假到

11月8日才得到专使批准。于是过通天河水桥南下，经石桥在甘孜闻班禅圆寂，归心如箭，经炉霍、道孚、泰宁于12月底

到康定，此时上海已沦陷，有家归不得。 
        1938年1月到成都想投笔从戎，报考航空机械学校未被录取。正在彷徨之际，西康建省需要各种专业人才，即受聘任

西康建省委员会参议，次年西康省政府成立改称顾问，从事民族考察。 1938年先到丹巴，考察大金川流域的嘉绒，越西

田坝考察彝族。1939年初在冕宁、西昌，又扮作邮差的伙计，进入时称“彝族奴隶社会中心”的昭觉城。又经盐源进入

极富神秘色彩的“喇嘛王国木里”。南行到素有“女儿国”之称的永宁泸沽湖。返程经九龙回康定时正是夏季。休息一个

月后又携帐篷西行经理塘草原，到有“关外苏杭”之称的巴塘拍摄藏戏，又顺金沙江南行到得荣，再从白松折返，经义敦

到巴塘，原计划沿金沙江北上德格考察，终因突发“甘孜事变”受阻。于是在巴塘过冬，春节看喇嘛寺跳神舞、晒大佛、

送瘟神。1940年冒着春雪回康定。这一时期考察了西康的藏、彝、普米、苗、傈傈、纳西等民族。所著《西康彝族调查



报告》、良友画报《新西康专号》、《康藏猎奇记》等分别由西康省政府、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出版、发表。 1941年，

在重庆、成都、雅安三城市举办《西康影展》，以真实的形象介绍了西康的山川、地理、民族、物产，揭示了被人称神秘

的西康，吸引观众十万余人次，其中有的是国民党高官如孙科、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等，有的是社会进步人

士如郭沫若、黄培炎、许寿堂等，有的在意见簿上写了题词。 1942年藏族资本家组建的康藏贸易公司开通了印度往西藏

的驮运业务，为实现去西藏考察的宿愿，应邀参加公司常驻印度加尔各答，采购西药、布匹等货物经西藏内运。但终因印

度政府不肯签发护照，而不能实现去西藏的愿望。在印期间访问了新德里、孟买、大吉岭、噶伦堡等地，拍摄有一千多张

照片，摄影集《西竺剪影》1945年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版。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回阔别十年的上海，整理《十年西行记》等图文作品。1948年在南京、上海、杭州举办《积石

山区影展》。《康藏民间故事》由上海时代书局出版。 1949年11月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先后受毛泽东、朱德

接见，两次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出访，历任国家民委参事，民族出版社画刊编辑室副主任、民族画报编辑部副主任、中国

摄影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1950年至1952年随中央访问团到了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和内蒙古、东北等民族地

区。1952年参加广西桂西壮族自治区成立，访问了金秀大瑶山、融水大苗山。1953年去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954年
去内蒙古西部和东部采访了蒙古、满、达翰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1958年重访了四川羌族地区。1962年参加了四

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十周年，旧地重游，变化万千。解放后所采访的作品发表在《民族画报》和各种有关画集、报刊杂

志上。 1965年以所谓的历史问题被“开除工职”，1975年“平反”时已中风偏瘫。1979年抱病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

会。1980年《庄学本少数民族摄影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1984年因病上海浦东家中去世。一生历尽千辛万苦拍摄的上万幅西部少数民族的影视作品，人文资料“十年浩劫”

中已损失过半，仅存部分现保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化宫，民族画报社，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等处。  
        2002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摄影》第三期，用八篇文章，45个页面，78幅图片以《庄学本—一位被淡忘的

摄影大师》为题编发了专题。同年《华夏文人地理》发表了《十年西行记》的部分章节。2004年在康定举行的第四届康

巴艺术节上，为庄学本、孙明经两位上世纪30年代的老摄影家举办了《康定老照片展览》。2005年用400幅照片，图文并

茂地展示上世纪30年代川甘青康滇人文风貌的《尘封的历史瞬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同年《羌戎考察记》将由四川

民族出版社出版。2006年1月《中国摄影家丛书—庄学本》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庄学本的图像填补了中国摄影史上的一个空白——图像在社会考察中的作用。同时也为民族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他的影像发掘了丰富的宝藏给后人。 

    ——参考资料：庄文骏《庄学本传略》 

                        《我的父亲——庄学本》 

参考资料：民族摄影的开拓者——忆摄影家庄学本（作者：马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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