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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寅伯（1910—2004） 

  著名摄影家。江苏省镇江市人。吴寅伯自青少年起，就迷恋摄影。他用玻璃瓶底研磨镜头，自制照相机。在20世纪30

年代，他与郎静山、吴中行、刘半农等名家结合西洋技法与中国传统文化，创立了中国摄影的艺术地位。抗日战争胜利

后，吴寅伯参与了“上海摄影学会”的恢复组建，这一期间，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国际摄影沙龙及国际摄影比赛，并获得了

一些奖项。1933年组织苏州影社。1937年加入上海“黑白影社”。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外围组织上海银钱业联谊

会活动，担任摄影指导。抗战期间为“同仁书画”摄影展览义卖，支援抗日。1947年成立“上海摄影学会”。1947—1950

年间参加美、英、新西兰、丹麦、印度、捷克等国家摄影沙龙。自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后，他曾在北京中苏友好协会总会

从事摄影工作，任人民画报社、外文局等单位摄影记者。获文化部授予新闻高级记者职称。同时，他还进行摄影技术的研

究和新器材的试验，设计拍摄彩色片使用闪光泡的曝光计算尺，被评为文化部外文局先进工作者。曾任中国摄影家学会第

一、二届常务理事兼展览部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三、四届理事。文革初期，他顶着“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帽子，背负

着沉重的器材骑自行车数次到天安门选点，创作出了一幅广为流传的名为“东方红、太阳升”的经典作品。    

     2001年被中国摄影家协会评为摄影终身成就金像奖。  

     2004年11月3日17时50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在他走完漫长的摄影人生之后，又完成了他最后的

奉献——捐献遗体。他生前使用过的具有研究价值的摄影器材，以及文化部颁发的“造型艺术终身成就奖”的全部奖金，

一并捐赠给筹备之中的中国摄影博物馆。 

  著名摄影评论家鲍昆在《逝者如斯--纪念吴寅伯老先生》一文中说：“吴寅伯和他的时代同仁们共同构建了一段摄影

历史，这段历史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在积弱贫穷的旧中国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执着地以中国传统的文

化精神经营摄影--这一外来的、新奇的影像技术，将中国文化人的艺术理想和自我的人生感悟以影像的方式释放给世界和

历史。他们不倦地参与世界各种形式的沙龙展览比赛，以一种赛手的身份将艺术化的，但却不是现实的中国影像推送到国

际影像的交流平台上。他们展示和坚持了古老的中国精神，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回避和遮蔽了现代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

“晚年的吴寅伯，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重新检讨这一代人的追求与实践，坦承遗憾的缺失，表现了一个智者的襟怀。但

历史无法重构，更无法假设，每一时代都有必定的局限。吴寅伯一代人的追求和无奈，是历史帏幕下的个人宿命。当我们

回归到他们个体的考察时，才能将宏大的历史微观化和情境化，看到历史与逻辑的必然冲突。”“如今，斯人已去，但历

史长存。吴寅伯作为历史的符号，已经镌刻在我们民族的影像文化路程上，所以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参考资料：刊发于中国摄影家协会网的相关资料 

                 《摄影大辞典》（浙江摄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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