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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文化的土壤 精神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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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放下下锄锄头头，，他他就就是是优优秀秀摄摄影影师师
菏泽民间摄影家张玉峰从事摄影17年，他想用相机记录下农村的新鲜事

本报记者 李德领

高中毕业后外出打工，并用所有积蓄买了一部相机。从那一刻起，他就与摄影结下不解

之缘，摄影也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7年间，他穿梭于大街小巷，深入于最基层，

一次次按下快门，用相机记录着农村的新鲜事儿。他，就是成武县九女集镇九女村的张玉峰，

菏泽市首批乡土文艺人才之一。

为买相机花掉所有积蓄，他曾被认为“不务正业”

初识张玉峰，是在菏泽乡
土文艺人才座谈调研会上，他
不时拿起相机或蹲、或俯身，不
停地按下快门。直到他做了发
言，记者才得知，原来他就是菏
泽民间摄影家张玉峰。

“小时候喜欢让别人照像，
每次村里来了照相的，我都会
从村东头跟到村西头，看见别
人拿着相机就非常羡慕，从小
就想着拥有一部自己的相机。”
张玉峰说，1996年高中毕业后，
他就开始打工。源于对摄影的
热爱，张玉峰拿出家中仅有的
900元积蓄，买了一部凤凰135
相机，开始跟随摄影老师学习

摄影。“当时的900元钱算是一
笔不小的数目，为此不少人都
说我不务正业。”

张玉峰还特地购买了《新
闻摄影概论》、《摄影用光》等书
籍，“在田间劳作时，兜里都装
着书，往往是左手放下农具，右
手掏出书籍，认真阅读。”慢慢
地，张玉峰的摄影技术得到了
不断地提高。

“1997年时，我参加了乡里组
织的新闻报道组，摄影特长也得
以发挥，农闲时便背着相机穿梭
于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拍摄了大
量农村生活题材作品，并用相机
记录下农村人的朴实与善良。”张

玉峰说，在拍摄过程中，村民憨厚
朴实的性格让他感动不已，大自
然的自由舒畅更使他流连忘返，
一种责任使命感让他用拍摄记
录着农村最原始的资料。从此，用
相机记录农村的变化便成了他
永远的主题。

为了拍摄一张好的照片，
有时张玉峰一蹲就是半个小
时，“尽管腿都麻了，但等拍出
照片后，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幸
福感。”张玉峰说，每张照片都
像他的孩子一样，只要用心去
做总能做好。慢慢地，张玉峰的
摄影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可，不
少人还专门找他拍照。

农村生活是创作源泉，他要拍出“更美的风景”

2002年时，张玉峰在成武
县九女集镇开了一家照相馆，
并购买数码相机、摄像机、电脑
等设备，“从此后摄影也成了我
的职业，摄影更是我生活的全
部。”

随着近年来农村发生的翻
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的风光、人
物、民俗都成了张玉峰镜头的焦

点。他经常深入农村，把镜头对
准头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
把农村的新鲜事儿用相机记录
下来。

无数的摄影家都拍过有关
农村的照片，“如果按照前人的
方式去拍摄，仅凭借技术和装
备，永远也别想超过前人。”张
玉峰的身影便经常出现在大街

小巷，与老人聊天、看孩子们嬉
闹等，用相机捕捉感人的镜头。

多年的摄影生活，也为张玉
峰创造了一定的效益，但他不忘
回报社会，不仅经常为贫困户免
费照证件照，还为行动不方便的
人上门服务。2010年为该镇的宋
某免费照相时，得知他家至今没
有电视机，张玉峰还为他赠送了

一台彩电。
2012年11月份，菏泽市委组

织部、菏泽市文联、菏泽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菏泽市文广新局
共评选出54名菏泽市首批乡土文
艺人才，以推进乡土人才培育工
作，张玉峰就在其列。

“我出生在农村，是农民的
儿子，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

它不仅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更
是我创作的源泉，用相机记录
下农村的变化，以寄托对这片
土地的热爱。”张玉峰说，“现在
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诸多的新鲜事儿也给我的摄影
创造了优越的环境，今后，我将
一如既往，用手中的相机、摄像
机拍摄出农村更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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