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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为何会留存
游客没取的照片？

高源：以前我们有
规矩，定期没人取的照
片都会粉碎，因为涉及
个人隐私，我们也没有
地方保存照片。但毕竟
是 自 己 拍 的 ， 心 有 不
舍。后来公司改革，允
许我们处理这些照片，
我就留意保存下来。

记者：共留了多少
张照片？

高源：家里堆了上
千张，无人认领的我会
一直留着。现在设备高
级，我觉得不错的照片
都 会 存 在 硬 盘 和 电 脑
里，不管是工作中还是
闲暇时随手拍的。

记者：没领取的原
因是什么？

高源：好多人照了
相，着急跟旅游团走，2
个小时也等不了。还有
的去故宫玩一圈，累得
不行，懒得回来了，很
多因素。现在出照片速
度快，就不会发生这种
事了。

记者：为何想要找
到他们？

高源：我怕万一游
客觉得这是个念想，也
许他们一辈子只来过一

次天安门，毕竟这些照
片是一段记忆。万一有
人找回来，也是个交代。

记者：以什么方式
找寻？

高源：没有刻意去
找 ， 就 让 女 儿 发 了 微
博，最近一些媒体拍了
视频，也传达了我的意
愿，足够了。因为不知道
别人姓名，联系方式也没
了，需要本人联系我，我
才能帮着找到。其实我更
乐意再给他照一张，大概
是一种仪式感。

记者：有人来找你
要回照片吗？

高源：去年9月，一
个河南农民通过微博找
到我。他说自己 18 岁时
和父亲在天安门前合过
影 ， 但 一 直 没 收 到 照
片 。 我 根 据 描 述 查 了
下，给他发了几张，其
中一张还真是他的。这
照 片 是 上 世 纪 90 年 代
的，我也不记得怎么留
下来的，只觉得太巧了。

另外还有十余人咨
询过，但都没有下文。
时间太长，人的模样也
有变化，那些游客也不
可能记得是哪个摄影师
拍的，难度较大。

据《新京报》等

你在天安门前
拍过留念照吗？ 摄影师喊你领照片

高源留存的游客未领取的照片。

记者：怎么到天安门当
摄影师的？

高源：我年轻时淘气，
家人不放心去当兵。1979
年，我随母亲所在单位分配
工作，到天安门当摄影师。

记者：工作之前对摄影
有了解吗？

高源：渊源深厚。小时
候条件不错，我们那个家属
院有两台相机，小孩都能拿
着玩，大人教我们拍照和洗
照片。

记者：工作情况如何？
高源：一开始觉得自己

有优势，一学就会，不太当回
事。工作几年后，也私下想换
工作，看了看武警、清洁工
等，不如我们轻松自在，动摇
的念头很快就打住了。

记者：觉得这是铁饭
碗？

高源：照相这一行曾是
朝阳产业，一般人玩不起，
羡慕的多，最重要的是待遇
好。工作第一年，我每月工

资 70 元，快赶上父亲了。上
世纪90年代左右，月收入上
千元，上两天休两天，再也
找不到这么好待遇的了，舍
不得走（笑）。现在是出于喜
爱和责任。

记者：有想过会干这么
久吗？

高源：没想过，这是顺
其自然的事。晃晃悠悠 38
年，经过公私合营、私有化、
股份制改革等变动，照相馆
人员陆续走了，现在老师傅
就剩下我一个，我打算干到
退休。

记者：形成“职业惯性”
了吧？

高源：养成习惯了，一
天不来就不自在，每天我都
在天安门拍照，拍周围的
人，拍武警，拍风景。这是对
这个城市和这份职业的感
情，我觉得自己不仅是摄影
师，更是记录者，有责任记
录天安门和这里反映出的
时代变化。

记者：拍照的游客
大多是什么人？

高源：60%以上是老
年人，他们对天安门有
特殊的情感，是那个时
代的记忆，有的人来看
升旗，哭得稀里哗啦，
无论如何都要和天安门
合影。

记者：有哪些记忆
深刻的游客或故事可以
分享？

高 源 ： 去 年 国 庆
节，下着小雨，一个河
南 老 兵 ， 让 我 给 他 拍
照。那天刚好是他的生
日，70 多岁了，第一次
来天安门，买的站票，
从县里赶来。他拿出一
套很整齐的军装，穿在
身上，特别有年代感，
我当时也被感动了。

还有一个盲人流浪
汉，第一次来是冬天，
穿 着 军 大 衣 ， 有 些 破
旧，双手推着自行车，

驮着被褥等行李。他照
相时用白布把日期贴在
衣服右上角。给钱时，
全是一角一角的硬币和
皱巴巴的纸币。今年又
来了，我没收钱。

此外就是一些老夫
妇。有一对来我这里照
相 16 次，每次都在同一
地点照相，他们说留个纪
念，年年都来。还有一对
来自云南的夫妇，为纪念
结婚 50 年，手捧老式结
婚证在天安门前照相。

记者：你有什么感
触？

高源：为他们记录
这一瞬间是我的荣幸。
我遇到几十个常年来留
影的老年人，次数多了
大家加上微信，都成了
朋友，每次来照相都找
我，很开心。以后他们
再来，即使我退休了，
也乐意再跑一趟，免费
为他们照相。

每天都在天安门拍照 一对老夫妇照相16次

无人认领的照片
会一直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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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38年来共拍过多
少照片？

高源：估计近 70 万张，
没具体统计。

记者：38 年来，最大的
变化是什么？

高源：相机的变革。从
最初用的海鸥牌 120 相机，
只能拍黑白照，到黑白、彩
色都能照，再到成片快、价
格贵的保利莱相机，和最后
数码相机时代到来。家里有
一百多台相机，报废的、淘
汰的、收藏的、坏了修好的，
见证了变革的每个阶段。

记者：来照相的人有什
么变化？

高源：上世纪 80 年代
初，人们都穿黑白灰和绿色
的衣服，很板正。后来有了
喇叭裤、裙子等，表情也没
那么严肃了。如今，花花绿
绿穿啥的都有，尤其是年纪
越大的女士，越穿得艳丽。
对了，现在小姑娘都穿破洞
裤，有点意思。

记者：取照时间也缩短
了吧？

高源：刚工作时，来拍
照的能排两百米的队，就是
因为照相需先登记地址，凭
票照相。为节约时间和成本，
由专人装着胶卷送到长春洗
照片，半个月后送回北京，再
寄出，承诺一个月内寄到。

上世纪90年代后，取照
就变成2小时。2005年，数码
相机广泛使用，半小时就能
洗出来，现在是1分钟。

记者：还有其他的变化
吗？

高源：升国旗的旗杆、武
警的制服、环卫的工作车、新
添置的围栏、还有地铁和地
下通道等，变化太多了。

记者：哪些是没有改变
的？

高源：人们对天安门的
情感还是一如既往的深厚。
拍照时，你能感受到他们眼
里的庄重，常有人和我说，
这一刻是神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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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天安门广场拍照38年，留存上千张照片无人领取
◎他为游客拍摄下在天安门前的一瞬间，也记录了天安门和时代的变化

为纪念结婚50年，来自云南的老
夫妻手捧老式结婚证在天安门前照相。

上世纪90年代游客的合影，如今

已寻到“主人”。

高源是北京天安门前拍照服务点
的一位摄影师，从1979年开始，他
就在天安门广场国旗杆西侧的一个摊
位上，给来往的游客拍照留念。

从17岁到55岁，高源在天安门
广场，为游客拍了38年照片，共计
近 70 万张。按 6 寸照片的长度计
算，接起来能绕天安门广场近40圈。

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从板正
着装到破洞牛仔，从1个月寄达到1
分钟可取……一张张照片，记录着天
安门和它背后的时代变化。

对高源来说，最遗憾的，是上千
张游客的天安门留念照，由于地址写
错无法寄到、着急跟旅行团走来不及
取照等原因，至今无人领取。这也成
了他退休前的一块心病。

他一直在找寻这些照片的主人，
也通过微博等方式“寻人”。

“也许游客一辈子只来过一次天
安门，对他们来说，照片意义很
大。”高源说，希望能找到他们，归
还照片。而无人认领的照片，自己会
一直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