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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李开聪能用镜头记录这
波澜壮阔、灿烂不凡的时代，是幸运
的。其实，李开聪始终用兢兢业业、认
真严谨的工作态度回馈这份幸运。在
李世雄眼里，父亲将全身心都投入在
了新闻摄影工作上。

“尽管父亲是摄影师，但给家人
拍摄的照片并不多。而且，父亲经常
参与重要活动拍摄，行程很是神秘，
保密也做得很严谨。”李世雄说，当时
为邓小平拍摄照片，母亲也是第二天
经同事提醒，看了《厦门日报》才知道
这件事。李开聪还对摄影器物很珍
惜，“从小父亲就不让孩子们动他的
相机，怕我们一不小心给弄坏了。”

李世雄回忆，父亲
曾看书自学苏联摄影
艺术，1953年诞生于
海堤建设工地的照片
《劈石》，是父亲最喜欢
的作品之一，在构图、
用光以及影调安排、层
次处理上大胆创新。
这张照片曾入选首届
全国摄影艺术展览。

李开聪在2018年
辞世，但他的匠心品质
已传承给他的儿孙
们。“小时候，父亲和孩
子们交流摄影技术的
时候其实不多。但父
亲对工作的精益求精
我们都看在眼里，父亲
的摄影作品也成了我
接受视觉审美熏陶的
启蒙物，这对我们影响
很大。”李世雄说。

李世雄有一张珍藏着的照片，那
是在厦门大学退休前最后一节课与
同学们的合影。教书育人数十年，李
世雄不断钻研，总结提炼教学经验。

“我有一个‘解码’的概念，把不同的
课程内容编码，把所有琐碎内容都归
放到‘码’的系统里，然后用‘解码’来
掌握和理解摄影方式。”他的课程逐
渐调整成专题讲座形式，用系统但相
对独立的主题内容，组成整体课程系
统。如“二程媒材演变”“三大语言功
能”“四项光源特性”“五种景别比较”

“六维景深转递”“七计分离技巧”“八
条构成法则”等，帮助学生领会掌握
摄影技能。

“器和术都会过时，唯有掌握法
和道，才能在摄影的道路上不断攀
登。”李世雄说，他常常鼓励同学们不
要拘泥于技术等表象事物，要掌握事
物的本体和内在价值，自身发展要多
元，要面向社会、与时俱进，内观己
心、外察世界。

李世雄从1988年开始在厦门老
年大学教摄影，一直坚持至今。他精
心研究适合老人们的教学方法，还自
费给他们颁奖，想办法办展览、出影
集。厦门老年大学摄影研讨班课程
被评为“福建省老年教育精品课程”，
他功不可没。

1991年底，李世雄的儿子李远
著出生后不久，李世雄与妻子共同创
办了一个摄影工作室。“那时工作室
就像我和表哥的游乐场。”李远著说，
他几乎是与工作室共同成长的。耳
濡目染之下，李远著的身上传承了爷
爷和父亲对摄影事业的热爱和认
真。同时，他也为摄影工作室的业态
扩展注入了新想法。他眼中的家乡
厦门是文化富矿，“文创概念先行，通
过跨界和混搭，一定能开创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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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十余年时间里，李开聪、

李世雄、李远著三代人以不同的
方式投入到摄影事业中。今年，
这个厦门摄影世家的事迹获得国
家级专业媒体《中国摄影报》报
道，获得不少反响。有评论说，提
起“摄影世家”，大多是几代人经
营一个相馆、几代人从事摄影记
者工作，诸如此类。像李家三代
人这样在摄影不同领域都做得有
声有色的，实属少见。

厦门日报社第21届读者节
将至，本报带您走近这个摄影世
家，看三代人用镜头记录鹭岛风
云的故事。

李开聪是这个摄影世家的第一代，他在上世纪50
年代进入厦门日报社，成为厦门最早的摄影记者之
一。许多厦门人不认识李开聪，却很有可能已在某些
时刻看过他拍摄的照片。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刚写下这句话
的邓小平还握着笔，若有所思——1984年2月9日，拍
摄《邓小平同志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这张照片时，邓
小平落笔后，不少摄影记者也就结束拍摄，但李开聪依
然开着相机等待，才记录下那传神一刻。这张照片在
《厦门日报》头版刊登后便引起巨大反响。此后几十年
里，它还被反复引用，刊载于国内外媒体报刊。

邓小平、尼克松、李光耀、陈嘉庚、卢嘉锡、陈景润
……许多大人物被李开聪拍下传神画面。数十年如一
日地奔波在路上，李开聪用他的镜头装下近半个世纪
鹭岛日新月异的变化，成为时代变革的亲历者和记录
者。

“父亲早些时候希望我也能做摄影记者，但我从小
就没有继承父业的意愿。”李开聪的儿子李世雄回忆，
父亲以“摄影要真实”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而比起父亲
从事的新闻摄影，他更多地把摄影当成一种艺术手段。

1978年，李世雄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在学业之
余“玩”摄影。“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艺术
新思潮席卷全国，受此影响，我也投入到当代艺术的潮
流里，做了一些当时社会上还不太习惯的‘观念影
像’。”

大学毕业后，李世雄留校工作。1985年，因为传
播学系缺少摄影教学的老师，李世雄从校长办公室调
离，被委以重任。“因为我父亲是资深摄影记者，所以大
家都认为我可以。我就半路出家，硬扛着上去了。本
来我没有长远任教的想法，没想到一开始就放不下了，
一教就是快四十年。”

上世纪80年代 ，李世雄开始用胶片玩“PS”。谈
及自己的代表作之一、创作于1985年的《灿烂的宁
静》，他说，自己用的是“电脑创意的思维，暗房底片的
合成”，这张照片的模特就是他在厦大的一名学生。“当
时这张是拍了十一张照片，重新组合翻拍，进行多影合
成。这种‘前电脑’思维比软件时代提前将近20年，现
在有人说，我是‘PS的鼻祖’。”

1987年4月，李世雄与四位影友一起在香港举办
了“5个1影展”，这也是中国内地民间业余摄影团体首
次在香港办影展。

“随着时代发展，许多曾经是先锋的，现在也习以
为常。”李世雄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志向，他与父亲观
念有所不同，他的儿子与他亦然。李世雄的儿子李远
著是“90后”，从小爱好摄影。李远著长大后赴英国留
学，修读现代艺术和摄影，回国后走上创业之路，开办
了囊括商业影像、个性定制影像产品和活动摄影的体
验项目。

他们的理解不太一样

李远著：青年创业者，留学修
读现代艺术和摄影，回国后开办
囊括商业影像、个性定制影像产
品和活动摄影的体验项目。在商
业摄影的路上，借影像为商业品
牌提供更多样、更新颖的服务.

李世雄：中国最早从事当代
影像艺术创作的摄影人之一、桃
李满天下的摄影学术大咖,在厦门
大学新闻传播系建立后便从事摄
影教学，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不少
学生在全国、省级摄影大赛获奖

李开聪：厦门新闻摄影的奠
基人、厦门市摄影家协会创会主
席、厦门日报社原主任记者，从
1954 年高集海堤建成到 1981 年
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湖里破土开
工，鹭岛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
年代的重要时刻，浓缩在他拍摄
的一张张照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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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聪摄影作品《愿望实现了》（1956.12），记录下
鹰厦铁路打下最后一根钉，孩子们登上铺轨列车的画
面。

三人合影三人合影。（。（左起左起：：李世雄李世雄、、李开聪李开聪、、李远著李远著））

李世雄代表作之一《灿烂的宁静》，用胶片
玩“PS”，组合翻拍十一张照片进行多影合成。

李远著作品

19951995年年，，三人同框三人同框。（。（左起左起：：李远著李远著、、李世雄李世雄、、李开聪李开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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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聪：
以“摄影要真实”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李世雄：
有人说他是“PS的鼻祖”
李远著：
相信跨界和混搭能创造新东西

《劈石》,李开聪1953年摄于海堤建设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