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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不老 回忆是享受

———读《信阳记忆———张一帆摄影作品集》有感
本报记者张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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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我一直有个梦想，梦想在黄昏之时徒步走在一条幽深的小巷里，四下寂静，唯
步履之声敲入耳鼓。 然后，一阵“铃铃铃……”的响声从背后传来，接着，一位妙龄女郎骑着自
行车翩然而至，又翩然而去，只留下一阵芳香荡漾在悠长孤寂的小巷里。 可是，这个梦想一直
未能成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正在趋向永远不会实现。 因为，在一条条深巷被推倒改造
后，在一辆辆汽车正逐渐深入到每个现代人的生活中时，深巷听单车铃声，赏美女身姿，闻美
女幽香的绝美意境显然已经不能“与时俱进”了。 我无法断言这对于人生本身而言到底是幸
还是不幸，但是就记忆这本人生之书来说，它确是一张残页。

所幸，张一帆三十年来孜孜不倦，走街串巷，在我们不经意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影
像，从而让我们对这座城市的记忆不再残缺，不再苍老。

古往今来，总有人热衷于记录历史，或官家的，或民间的，或文字的，或图片的，而张一帆
正是一个在民间喜欢用照片记录历史的人。 如今，他以《信阳记忆》为名，集结出版了其三十
年来苦心拍摄下来的有关信阳城市变迁的照片，虽少有文字，但却是一部厚重的历史。

当《信阳记忆》画册的第一幅照片映入眼帘时，我便被深深地吸引了。 照片中那位留着披
肩长发的妙龄女郎俨然就是主角。她坐在自行车上，虽回眸未笑，但却早已令人怦然心动。活
泼、俏皮、阳光、朝气蓬勃，这不正是我们这座城市三十年前的真实写照吗？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相较于那些照片中的影像，如今的这座城市早已经人是物非，人非
物非了。 我在想，发展是必然的，发展也是必需的，但当夜深人静之时，细细品味这些照片，我
们却感觉不到一丝的陈旧和脏乱。 相反，心底却泛出一股难以抑制的暖流，这暖流融会着温
馨，甜蜜和感动……

暮春时节，在南湾湖大坝上俯看春花；仲夏之午，在河之中嬉戏追逐；金秋之际，在贤
山之顶纵情高歌；寒冬之时，在河公园挽臂私语……这一切是多么的亲切和亲近啊，仿佛
就在昨日。 我问过曾经恰值豆蔻少女，如今已是妈妈的女子，可曾记得这些；我还问过曾经是
懵懂无知的少年，如今却已是爸爸的男子，可曾记得这些，他们都在看到照片的那一刻，幸福
动情地说：记得！

是啊，记得！这种暖人心房的往事怎么会忘记呢？它是不会老的，也是历久弥新的。 回忆
不老，而那种回忆时的甜美，不正是在这一张张陈旧的老照片的映衬下显得更加醇厚吗？

曾经，我总在心里揣测张一帆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现在，我懂了，他是一个我们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人！ 身边有人千千万，有照相机的也千千万，但唯有张一帆甘愿沉心静气，默默无
闻，三十年如一日，执着地用双眼捕捉城市的身影，用双手记录城市的足迹。 他说：“只要还能
走得动，只要还能端起照相机，就一直拍下去，把家乡的秀丽风光、人文景观，崛起的新区呈
献给世人，以激发天下的信阳人对故土的热爱，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
影像资料。 ”多么质朴的话语啊，又是多么坚定的誓言啊。在这个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时代，

我们能不为张一帆的淡泊明志，独享清幽而折服吗？ 又怎能不去感谢他为了丰富我们的记忆
而孜孜以求？

合上《信阳记忆》这本画册，宛若尘封了信阳三十年的历史，我不忍，但又不得不回到现
实。 我又在想，人对自己过去的记忆，不是和我们对这座城市的记忆一样的吗？ 人生在世，无
论曾经是辉煌还是落寞，行将结尾时，回想起从前，我们内心之中总会生发出一股温暖，这温
暖无需搜罗幸福来映衬，因为回忆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序
我与作者曾见过面但印象不深，当这本摄影画册的样稿摆在面前，一页一页

地仔细翻阅之后， 我对作者的初衷有了更深的理解。 作为一位普通的摄影爱好
者，能有如此执着的毅力，怀着一颗真诚的心，透过镜头长期关注着家乡的变迁，

拍摄并积累了这么多珍贵的图片资料，实属难得。

在当今迅猛发展的数码时代，摄影爱好者也在成倍地增长，如果有一部分摄
影人能像作者一样做个有心人，坚持不懈地关注社会变革，将为后人留下一批具
有历史文献价值的图片资料，这也正体现了摄影的本质属性———记录。

（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于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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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我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用省
吃俭用积攒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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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购买了一台属于自己的照相机，每
逢节假日我都带着相机走街串巷，见什么拍什么，胡同小院、

百年老宅、打铁铺子、街头小吃、踩街民俗，一一收入镜头。

改革开放以来信阳的变化日新月异，如今老城旧貌已消
失殆尽。每当翻阅这些老照片时，都会唤起我对往日的回忆，

昔日老街场景一幅幅呈现在眼前，满街的叫卖声仿佛又在耳
边回响……

近三十年来我一直坚持拍摄，用摄影这一特有的纪实功
能，记录着家乡的变迁。我的信念：只要还能走得动，只要还能端起
照相机，就会一直拍下去，把家乡的秀丽风光、人文景观、崛起的
新区呈献给世人，以激发信阳人对故土的热爱。 （张一帆）

老城印记
我在信阳生活和工作近五十年了，在童年的记忆里，城

区唯一一条像样的大街东方红大道贯穿东西，街道两旁
多是砖瓦平房和茅草房，最高的建筑物信阳市百货大
楼也仅有

3

层。 人口多集中在老城里，中山路、胜利路、

鲍氏街、樱桃胡同、小南门、老东关……，这里呈现着昔日的
繁华景象。

踩街纪事
信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厚重

的文化积淀造就了著名的歌舞之乡， 信阳民间歌舞以其独
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每逢春节期间，东方红
大道文艺踩街活动成为豫南民俗集中展示的大舞台。此刻，

万人空巷，男女老幼纷纷聚集在街道两旁，静静地等待着表
演队伍到来。 锣鼓声声由远而近，舞狮子、耍龙灯、划旱船、

花挑舞……令人目不暇接。

河东流
登上贤山向东俯瞰，河婉如一条玉带，环绕在申城大

地上。悠久的河是信阳人的母亲河，养育了世世代代的信
阳儿女。南湾湖水不仅浇灌着万亩良田，更是城市居民沏茶
做饭、得以生存的源泉。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 河水清澈见底， 鸭子在水中觅
食，白鹭在远处飞翔。盛夏的假日里，大人们在河边洗衣，孩
子们在浅水中捉鱼摸蟹，垂钓的人们不时挥动着鱼竿……

羊山老街
多年前，我怀揣着相机在羊山

老街小巷里穿行，默默地进行着影
像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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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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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旬的一
天，伴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声，羊山
新区的崛起拉开了序幕。 随着时
间的推移， 老街将逐渐地消失殆
尽，这是留在信阳人心中最后的老
城记忆。

《信阳记忆》张一帆摄影作品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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