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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4 月 29 日，距离香港
回归祖国只剩下最后两个月，宁波
5位摄影家几经转折踏上了香港这
片自己的土地。彼时，罗大佑的

《东方之珠》 尚未在内地风靡，但
遥远南方的神秘“爱人”，对 5 人
来说却是神往已久。

好不容易的出境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是件
举世瞩目的大事，时任宁波市摄影
家协会主席郭一清曾召开协会主席
团会议，决定派出一个摄影采访
团，去香港采风，通过摄影师的镜
头，带回香港回归祖国前夕的第一
手画面，而后举办影展与市民共庆
这一历史事件。本想通过官方渠道
或香港联谊会促成此事。然而，后
来由于资金紧张等原因，计划搁
浅。活动虽然夭折了，但消息传出
引起了部分摄协会员的浓厚兴趣，
他们决定自费出游，看一看东方之
珠。

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在宁
波市卫生防疫站工作的沈一鸣，兼
任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算是老大
哥 ， 年 方 五 十 。 小 阿 弟 王 坚 35
岁，是市财税局干部。另外三位分
别是镇海区文化馆馆长李浙东、宁
波日报摄影记者张波、宁波晚报摄
影记者龚国荣。

4 月 29 日，采访组一行 5 人启
程。在宁波栎社机场登机前，他们
在旋梯旁拉起一条事先做好的黄底
红字横幅：“宁波人看香港”。他们
觉得此行责任重大，身后似有全市
市民的期待目光。

当时内地旅客是很难办出单独
赴港签证的。无奈，采访组通过一
位旅游公司朋友，办理了去泰国
的护照，并买好香港飞泰国的机
票。他们明白，旅客按规定在香
港过境时可以逗留七天时间，这
个“空挡”就能帮他们实现“曲
线采访”。

5 个人都是第一次出境，一路
上既兴奋又紧张。不料刚到深圳，
就发生了惊险一幕。那会儿进深
圳，需要事先在宁波打一张边防
证。进入深圳边防站关口，大家彼
此提醒：赶快准备好身份证、边防
证。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坐在汽
车后排的一位同伴惊呼边防证不见
了。车内其他人顿时紧张起来。

“赶紧找，刚才不是还在的吗？”那
位同伴搜遍摄影背心、摄影挎包，
还是不见边防证。这时，一位边防
战士已经站在车外，一一检查大家
的证件。情急之下，龚国荣把那位
同伴推倒在座位上，随即拎起大包
小包统统压在他的身上。边检战士
看了四人的边防证后问：还有人
吗？大家大气都不敢喘，说：没有
了。司机倒也眼明手快，一踩油门
汽车越过边防站。后来的路上，那
张莫名失踪的边防证又突然“现
身”，“看来它是存心要给这趟旅途
添加一些跌宕。”20年后回忆起这
一插曲，张波笑了。

香港：熟悉的陌生人

尽管此前通过画册、电视等媒
介，大家无数次“浏览”过香港，
但当自己的双脚真正触碰到这片土
地，感受才变得具体、真切。

抵港后，首先得解决住宿问
题。为节省开支，他们在九龙宁波
街附近找到了一幢旧旅馆。旅馆的
房间大约只有 4 平方米，密封无
窗，上下铺各睡一人，“我的脚只
有一点点伸进去才能躺倒床上，转
个身都困难。”龚国荣是个大高
个，逼仄空间对他是不小的考验。
而这种车厢式的，上厕所、洗澡必
须去公共卫生间和浴室的住宿条
件，则让张波深深体会到什么叫香
港的寸土寸金。王坚对此倒是并不
陌生，“类似的房子我以前在港片
中经常见到。”值得庆幸的是，尽
管设施简陋，但每个房间都很干
净。

在 5人看来，香港的消费实在
贵得要命，一顿早餐，粢饭加大饼
油条，就要 20 多元港币；一瓶矿
泉水卖 18 元。为此大家基本上选

择 20 元左右一份的盖浇饭解决温
饱问题。5月的香港闷热不堪，太
阳底下拍摄，总是大汗淋漓。为了
补充能量，必须不时地喝水。大家
喝完矿泉水后舍不得扔掉瓶子，用
它灌装自来水。香港的自来水卫
生，他们没有一个拉肚子。

坐地铁也是全新体验，“我们
5个人到了香港犹如刘姥姥走进大
观园，坐地铁买票搞得满头大汗，
因为根本不知道钱往哪儿塞。”香
港的车辆靠左行驶，王坚至今犹记
得去海洋公园途中，大巴车开得飞
快，“每当两车交会时，我们感觉
车要撞头了，惊得都从座位上站了
起来。原来这就是香港速度啊！”

扫街过程中，香港街头的报刊
摊，令李浙东印象至深。当时内地
的报纸大多只有 4 版或 8 个版面，
而香港的报纸则是厚厚一叠，“上
班族在早茶店或地铁内，翻阅着几

十版一叠的报纸，上面登的是股
票、马会等内容。看完就往垃圾桶
里一扔。”另一个令他们心生羡慕
的是，当时香港市民已普遍使用了
翻盖式手机，而内地这会儿才刚刚
出现砖头似的“大哥大”，且是极
少数人的专属。

好奇归好奇，当大家看到街头
鳞次栉比的店铺招牌，写的全是熟
悉的中文；公园里悬挂着京剧脸
谱，一些老人在打太极拳，街头行
人绝大多数长着跟自己一样的黑头
发、黑眼珠。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既
熟悉又亲切，毕竟是同根同祖啊。

满满收获化为一场展览

“香港是座国际化大都市，这
里的每一处让我好奇。手指便不听

使唤地按响着快门。”张波说。
当时还没有数码相机，大家拍

的是清一色胶卷。出发前，经宁波
一家彩扩店老板牵线，采访组抵港
后，每人在香港柯达公司总部领到
了 40 只胶卷。这对他们是一笔不
小的赞助。

在港 5天拍摄，采访组借助一
张香港地图的指点，足迹遍布尖沙
咀、大屿山天坛大佛、海洋公园，
他们从太平山顶俯瞰森林般耸立的
摩天大楼，风光旖旎的维多利亚港
湾，形似海鸟展翅的香港会议展览
中心，让他们流连忘返。流动的公
交车上的喷绘，大型商场里的巨幅
宣传画，乃至市民T恤上的文字和
图案，共同传递着香港回归的主
题。采风组拍下了披上节日盛装的
国际化大都市的雄姿，也摄下了香
港市民喜迎金瓯重圆的喜悦。

除了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景
象，采访组还拍了露天作业的劳动
者、棚户区里的女人街，甚至深入
到一些普通居民的家中。“香港人
的住房十分紧张，以致出现两大怪
相：面积按尺算，房子没阳台。”
李浙东说，为了在有限时间里全方
位再现香港，他们五人时分时合，
他独自一人去了香港最大的集装箱
码头——葵涌货柜码头。

“我当时想，香港是东方航运
中心，葵涌货柜码头值得拍摄。”
于是他趁安保人员不注意，溜进码
头，迅速登上一幢高楼，居高临下
拍到了壮观的码头全貌。还没等他
从兴奋中回过神来，就被码头保安
发 现 ， 随 即 被 带 到 办 公 室 “ 询
问”，并称要没收相机。李浙东这
才幡然醒悟，香港的码头是私有
的，他无意间闯入了别人的“私人
领地”。于是一面诚恳地道歉，同
时说明自己来自内地宁波，此次是
专程采访回归前的香港的。安保人
员看过李浙东的身份证和采访证
明，态度慢慢缓和了，最终还特意
用车把他送到了附近的车站。这次
经历，让李浙东切身感受到港人的
严守规则和文明礼貌。

香港之行特别难忘的还有，采
访组 5人见到了偶像陈复礼。陈复
礼先生是香港最著名的摄影大师，
他与郎静山、吴印咸合称华夏摄影
界“三老”。此年陈先生已经 82岁
高龄，他在铜锣湾的家中热情接待
了采访组一行，并高兴地回忆起曾
在宁波奉化创作时的情景。临别，
陈先生赠给每人画册和作品，均一
一题款。

香港归来，5 人着手筹备摄影
展览；《宁波日报》《宁波晚报》等
甬上媒体均大篇幅刊发了图片专
版。为了感谢 5位摄影家的艰辛付
出，市摄影家协会给予了他们一定
的资金补助。龚国荣在整理照片时
发 现 ， 香 港 的 双 层 大 巴 上 绘 有

“1997 庆回归”字样及海豚、紫荆
花等宣传图案，他灵机一动：这些
宣传广告要是应用到宁波的公交上
该有多好？他把这一建议告诉了自
己跑线的公交总公司领导，没想到
对方“正中下怀”。当时公交总公
司正好有一批双层大巴欲投放到新
开的 15 路公交线，于是他们在车
上喷绘了“喜庆香港归，歌颂中华
美”等文字以及香港区花紫荆花、
迎回归吉祥物中华白海豚等图案。
1997 年 6 月 26 日下午，装扮一新
的双层巴士公交车举行试通车仪
式，来自高塘幼儿园的百名小朋友
手持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
有幸成为第一批乘客。大巴从中山
西路开往东站，一路上引来沿途市
民驻足观看。

6 月 28 日，《宁波人看香港，
宁波帮爱家乡》摄影图片展在贺秘
监祠如期举行，5位摄影家带来的
作品新鲜出炉，引无数市民驻足流
连。宁波庆祝香港回归活动由此掀
起又一波高潮。

一转眼，20年过去。
几天前，当年结伴同行的摄友

再一次聚首在宁波电视台的演播
厅，他们翻出当年拍摄的珍贵照
片，与电视观众分享那段难忘经
历。照片已经泛黄，往事历历在
目。20 年前香港回到祖国怀抱，
洗刷了民族的百年耻辱，完成了
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一步。20 年
来，香港依托祖国，面向世界，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持续保
持着繁荣和稳定，中西合璧的风采
浪漫依然，活力之都的魅力更胜往
昔。

桂维诚

坐落在古战场招宝山南麓的
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倚山势
之雄，览海塘之固，衔海疆之
远，“呐喊”浮雕墙横贯其间，

“船舵”雕塑斜置墙头，“利刃”
纪念碑直插苍穹……自 1997 年
10 月建成开馆，这个丰碑式的
人文景观，已成为镇海人民寄托
家国情怀的精神家园。

6 年前，我曾有幸参与了纪
念馆提升改造的布展大纲修订工
作。在紧张的筹备提升改建工程
前，大家几经研讨，最后确定以
镇海 2000 余年的海防历史为陈
列主题，以抗倭、抗英、抗法、抗日
的海防战事为陈列重点，通过序
厅、海防重镇越千年、二百余年平
倭寇、抗英血战镇海口、雄镇锁钥
击法舰、全民抗日雄关魂、尾厅等
7个展馆的展陈，多层次、多视角
地再现镇海从“海防重镇”到“现
代港城”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演
进成因，揭示镇海自古以来作为
海防要塞、商贸关隘在中国历史
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以弘扬中
华儿女热爱祖国、自强不息、不
畏强暴、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

我忝为主撰稿人，但从 7个
展馆的各级标题到前言、展品和
说明文字的修改定稿，一字一句
无不凝聚着集体的智慧。在拟定
第五展馆“全民抗日雄关魂”的
内容时，大家特别提到原展馆囿
于当时的舆论环境，对“七·一
七”镇海保卫战的事迹的展陈远
远不够。作为处于抗日最前哨的
镇海口，这一战役是全国少见的
一次伟大的反登陆战，是无论如
何不应该被淡忘的！最后，从领
导到专家，众口一词地认为，必
须还历史的真实面目，把“七·
一七”镇海保卫战作为重要的展
陈内容之一。

于是，在提升改造后的第五
展 馆 的 前 言 里 ， 特 别 指 出 ：

“1940 年 7 月 17 日，日军进犯镇
海，被我爱国官兵击退。”展厅
里矗立起陈德法将军的全身塑
像，他身着戎装，足登山崖，手
握望远镜，双目炯炯，凝视前
方。陈德法是浙江诸暨人。1924
年考入黄埔军校，“八·一三”
淞沪抗战爆发，他任国民革命军
第 194 师师长，驻守宁波。在

“七·一七”镇海保卫战中他率
部奋战，经几番拉锯，终于退
敌，升任陆军中将师长兼宁波防
守司令。展品柜里展出的是爱国
将士和日寇肉搏的大刀和陈德法
战时所用的公文包。陈德法塑像
的右侧，还有一组“七·一七血
战镇海口”的群雕，在戚家山上
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爱国将士坚
守阵地，面对反扑的日寇，持枪
殊死一战，真实反映了“七·一
七”镇海保卫战中爱国将士可歌
可泣的英雄形象。说明词上写
着：“1940 年 7 月 17 日，日寇首
次进攻镇海口。下午 5时，镇海
县城陷落。国民革命军第 194师
师长陈德法指挥爱国官兵奋勇抗
击。19日下午1时半，我抗战部
队全线出击。在戚家山阵地，与
敌白刃肉搏 7次，阵地失而复得
三 四 次 。 21 日 ， 日 军 终 于 败
退 。 22 日 下 午 收 复 了 镇 海 县
城。这次战斗持续 5天半，击毙
日军近 400 人，伤 600 余人，日
酋萍乡月蜀切腹自杀。国民党爱
国官兵也有较大伤亡。”

镇海保卫战从 7 月 17 日开
始，一直持续到7月21日，当年
爱国将士为了抗击入侵之敌，血

战 5 天 5 夜，击毙击伤日军 1000
余人，并击落日军侦察机 1 架，
最终将登陆的日军重新赶回到海
里。8月29日 《时事公报》刊载
中央社宁波二十七日电：“敌寇
犯镇海损失惨重，敌酋萍乡月蜀
遭受斥责，愤而自杀！”

“七·一七”镇海保卫战，
是抗战时期我国军队在浙东沿海
地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被誉
为“浙东台儿庄战役”，从而使
日寇侵占镇海，推迟了一年。然
而，“一寸河山一寸血”，在镇海
保卫战中，国民革命军共阵亡官
兵 600 员 （含官佐 14 员），负伤
官兵 580 员 （含官佐 44 员）。直
到如今，镇海人民对爱国将士英
勇奋战的壮举仍然念念不忘。此
刻，仰望戚家山，仿佛又梦回当
年失而复得的血战阵地——

当年，爱国官兵殊死搏斗、
为国捐躯的场面极为壮烈。卫生
队在清理战场时，见到戚家山古
营垒的背阴处停放着 21 具阵亡
将士遗体等待处理，军衣上的血
迹尚未干涸，他们有的怒目圆
睁，有的大张着嘴。没有白布，
卫生队员们就用一些树枝、野草
覆盖在他们的脸上，用木炭在倚
立于墙边的一块门板上写上：

“英勇的弟兄们，你们的血肉已
筑就了新的长城。可以瞑目了，
安息吧！”这时，陈德法师长迎
着初升的朝阳，健步登上战火洗
礼后的戚家山阵地。他面对阵亡
的将士遗体，敬了一个军礼，肃
立良久，不禁热泪盈眶，从地上
捡起一块烧焦的木炭，在门板上
写下了一副气壮山河的挽联：

“同仇敌忾，留取丹心照青史；
共同抗日，誓凭热血补金瓯。”

日月永恒，江河长流。70
多年过去了，血写的历史，不应
该被忘却；血染的忠诚，铸就不
朽的丰碑。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
6 年前，在 2011 年 10 月 29 日镇
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提升开馆暨

《情系镇海口·共和国百位将军
题词集》首发仪式上，抗日名将
陈德法将军的儿子、72 岁的陈
淼先生心情格外激动，他在演讲
中说，作为抗日将领的后人，对
镇海人民以此表达对这些民族英
雄的敬仰和纪念，感到由衷的欣
慰和自豪。他那一句句深情的话
语，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中。碧
血丹心铭万古，忠肝义胆照千
秋。而今抗日老兵在世的已不
多，他们舍身杀敌的呐喊，必将
世世代代回响在海天雄镇的历史
天空中。

历
史
的
回
响

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宁波摄影五人组追忆20年前的赴港采风
记者 叶向群

1997 年 4 月 29 日，宁波市摄影家协会五名会员赴香港采风，在宁波
机场登机时情景。自左到右分别为龚国荣、李浙东、沈一鸣、张波、王
坚。 （王勇 摄）

采访组在香港街头拍摄 （1997年）。 （李浙东 摄）

喜迎“回归”宣传牌布满香港街头 （1997年）。 （龚国荣 摄）

1997年6月，宁波双层大巴车上的迎回归宣传广告格外引人注目。
（龚国荣 摄）

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里
矗立着陈德法将军全身塑像和
一组“七·一七血战镇海口”
的群雕。 （桂维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