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记照片中的“大眼睛”姑娘吗？1991年，作为

希望工程的标志，国人都记住了这个8岁的安徽女

孩苏明娟，但少有人知道这张照片背后的摄影师，一

个在中国公益摄影和纪实摄影界如雷贯耳、备受敬

重的男人。26 年前，正是他的眼睛发现了“大眼

睛”，作为希望工程背后的摄影师，他改变的何止是

一个女孩的命运，更是553.6万中国孩子的命运，他

的名字叫——解海龙，是河北景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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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海龙拍摄“希望工程”

作品的时候，常常会想起小

时在老家读书的那个乡村小

学，“有种亲切感”。他人生

的起点，是在河北衡水景县。

“我1951年5月出生，老

家是景县西周庄。我爸爸13

岁从老家来到北京，在前门

附近一家首饰行当学徒。”

解海龙是家中长子，在老

家出生。解海龙4岁，跟着奶奶

姥姥在村里上学。在解海龙的

印象里，学校的房子破破的，窗

户没有玻璃，都是那种窗户纸。

地上是砖头，上面用木板一搭就

是桌子凳子。

解海龙6岁回到北京，真

正上小学是7岁半。“家里跟

我说得很清楚，到16岁必须

自立，早点儿上班挣钱减轻

家里负担。我上初二时 15

岁，爸爸就给我找工作，我嚷

嚷说，为啥让我去上班？我

还想上学！”抗争的结果是解

海龙又回到了教室。

然而，1966年6月，那场

前所未有的浩劫到来，还是

让他告别了学校。1968 年 2

月，解海龙报名当了兵。

他也曾说“我想上学”！

解海龙曾说过这样一句

话：“我是一个非常相信照片

的人。当语言在空中越飘越

远，文字在记忆深处逐渐发

黄时，照片以它沉默和固执

的方式停住，供我一千遍、一

万遍地默念、抚摸和怀想。”

17 岁参军，他在海军北

海舰队服役。18 岁，他第一

次接触相机。20 岁，他分配

回北京工作。1984 年，他进

入当时的北京崇文区文化馆

宣传部工作……

解海龙真正迷上摄影是

因为看了一次影展，第一次

被纪实摄影的力量震撼到

了。回家后，他几天睡不着

觉，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无论

如何都要买个相机，我也要

拍这么好的照片！

那之后，他就天天寻思着

攒钱买相机。1979 年，第一

次涨了工资，每个月涨 7 块

钱，一次性发下来一年的钱，

突然有了一笔 80 元的“巨

款”。他“连哄带骗”地说动妻

子，人生第一台相机到手了

——海鸥牌的，87块5毛钱。

人生的第一部相机

相机有了，解海龙又买回来一堆教

摄影的书学习，并且给自己定下一个目

标：每个月至少要发表3张作品！

到 1984 年，他已经拿下了三个全

国摄影大赛的一等奖，到1989年，获奖

作品就有400多幅了，其中100多幅还

是国家级的。

那几年，因为得奖多，解海龙听到

的都是溢美之词，直到遇见一位部队转

业的摄影老师刘加瑞。老师看了他的

作品后，直言不讳地说：你拍的片子有

点浅，即便是赞扬，你也不要肤浅地去

表现，藏则深，露则浅。令人喜的片子

不如令人思。摄影有歌颂的，但它更大

的作用是传播、记录，更多是传递一种

信息，给人一种感染，一种思考。

一席话彻底击中了解海龙。事后，

他翻阅了世界上经典的战争摄影，再反

观自己拍的，只想说两个字：甜俗。解

海龙迷茫了，“摄影的本质到底是什

么？”他要去寻找一个答案。

获奖专业户

“什么是摄影？”1987年，这个答案

浮现了。这一年，解海龙去了两个地

方，一个是广西融水，他本来是去拍少

数民族过节的，偶然听说那里的基础教

育非常薄弱，解海龙一下子敏感了起

来，于是走了 80 多公里，去了一个寨

子。进到寨子的学校里，听到一个教室

传来琅琅的书声，看到一个女老师，背

着一个孩子正在上课，解海龙一下子激

动了，立刻换了个广角镜头抓拍下这一

幕。

后来，解海龙打听到，女老师名叫

戴红英，28岁，有两个孩子，大的2岁，

拿绳子拴在家里不让跑远，小的 5 个

月，就背着上课。

另一张照片是在唐山拍的，1987

年，唐山大地震恢复后，举办了一场大

型的伤残运动会。解海龙在入场式上

看到一个没有腿的小伙子，用膝盖在走

路，还挥动着帽子向看台上的人致意，

那种精气神一下子抓住了他。解海龙

拍下这一幕，为之命名为“雄壮的入场

式”。

广西女老师和唐山运动员的照片

后来都拿了全国的一等奖，但是这一次

大家对解海龙的评价不太一样了，“有

深度了！”朋友们都说。他总结了很久，

终于明白了老师对他说的话——摄影

的本质就是记录，好的摄影作品会提出

问题，会推动社会去解决问题。那一

刻，解海龙开始向往当一名记者。

“什么是摄影？”

20世纪90年代，北京的发展正轰轰烈烈，解

海龙却做了一个决定：要去拍中国农村！课题都

想好了：中国农村20世纪末叶基础教育现状调

查。1991年4月，解海龙上路了。

太行山、大别山、沂蒙山、云贵高原、黄土高

原、青藏高原，哪里穷就往哪里钻。吃饭买一毛

钱的饼，一毛钱的鸡蛋汤，一顿饭两毛钱搞定，晚

上就找老乡家寄宿。一年下来，他跑了12个省

28个国家级贫困县，去寻访那些最渴望知识最

需要帮助的孩子。

解海龙为自己拍的一系列照片定了个主题

——“我要上学”。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跟着当地

的小孩一起去他们的教室上学。很多照片解海

龙都是一边拍一边哭的，冲洗出来的时候，还要

再看哭一遍。

1991年4月，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

小学，解海龙来到一年级教室，想拍一张“上课聚

精会神”的孩子。抬头，一双大眼睛陡然映入眼

帘，一下子让他的心揪了一下，解海龙毫不犹豫

按下了快门，这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大眼睛”。

1992年，解海龙把这一系列“我要上学”的照片

交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项目，“大

眼睛”那直勾勾盯着人看的眼神，几乎打动了青基会

所有人，被一致选为希望工程的标志。

这组照片扩大了“希望工程”的影响，照片发

表后第8个月捐款已达到一个亿。

1994 年，希望工程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大型

义演，解海龙的56张照片同一天在人民大会堂

展出，他也因此成为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实摄影

展的第一人。

2006 年，在中国第一个影像艺术拍卖专场

上，“大眼睛”以30.8万元创下专场的最高成交价

格。这笔钱，解海龙全部捐出，在西藏建了一所

希望小学。

截至 2016 年底，希望工程总计接受捐款

129.5亿元，资助学生553.6万名。

一边拍一边哭

1992年，解海龙进入《中国青年报》，如愿成

为了一名摄影记者。做记者的10年里，张家口

地震、阿尔山大火、98抗洪他都第一时间冲到第

一线，更被评为“全国十大青年摄影记者”。

他一直没有停止希望工程的拍摄，每隔 5

年，都会回访一次曾经拍过的孩子。1996年，他

回访一所河南的小学时，看到一个家里没钱面临

辍学的女孩。回到北京后，他立刻联系人帮助这

个女孩。女孩名叫范明珠，后来一直读到了美国

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后。

当年，和大眼睛一起作为希望工程第一批公

益宣传照片的，还有两个男孩“小光头”和“大鼻

涕”。“小光头”名叫张天义，后来从盐城工学院自

动化专业毕业，成为一名企业的技术骨干，“大鼻

涕”胡善辉后来成为了一名军人。

2005年5月，大眼睛、小光头、大鼻涕在北京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解海龙久别重逢了。

26年来，解海龙和许多孩子都保持着联系，

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在解海龙心中，如果不是大

眼睛和这些孩子，他可能不会走上纪实摄影的道

路。20多年过去了，他庆幸他拍下的一切都是

真实的，他说：纪实就是纪实。

用影像去记录一个时代，用影像去推动整个

社会的进步，这是他作为一个纪实摄影师最崇高

的使命！

20 年，他用自己的照片和足迹，改变中国

553 万孩子的命运，也让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到

“希望工程”这一公益事业中。今天，我们要为这

个了不起的河北老乡，点赞！

他们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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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活法，
而他们更与众
不同。让我们
来记录那些独
特、传奇、精彩
的人生。

线索热线：
18632166221

信箱:
yzhzhou
mo@126.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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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海龙和范明珠

大眼睛大眼睛、、小光头小光头、、大鼻涕和解海龙在北大鼻涕和解海龙在北
京久别重逢京久别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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