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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山东省云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孙膑兵法竹
简，湖南省马王堆汉墓、湖北省擂鼓墩曾侯乙墓、河北省满城汉墓
等考古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在国家文物局组织下进行了保
护性发掘，考古发掘现场都安排有摄影工作者实时记录，留下一批
对文物保护、整理、修复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影像资料。

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文物局就曾举办过多次青铜
器、古陶瓷、古玉、古代书画等方面的专业培训班，但在文物摄影方
面还是一个空缺，也没有文物摄影方面的专业书籍。当时的文化部
副部长郑振铎非常关心文物摄影的发展，多次出国带回先进的彩
色胶卷交由文物出版社试用，还邀请上海著名摄影家刘旭沧先生
来京调研，帮助文物出版社建立文物摄影部门。

文物出版社摄影师孔立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干校调往广西
大学新闻系任教，多年后调回出版社，因长期接触各地文博考古单
位，深知高水平文物摄影的重要性，于是向国家文物局教育处领导
夏桐郁、冯屏建议举办文物摄影培训班。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时任国
家文物局领导吕济民、秘书长童正洪的关注，他们与文物出版社领
导王仿子、高履芳协商，抽调孔立航及古文献所摄影师罗杨负责筹
备工作。筹备过程中，获得中国摄影家协会与新华社、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所等单位全力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局宣传部副主
席贺亦然甚至直接表示“欢迎在新落成的区博物馆举办培训班”。
不久，国家文物局正式致函借调孔立航、罗杨，与广西壮族自治区
博物馆王梦祥、魏桂宁组成培训班筹备组。

国家文物局教育处、文物出版社、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等领
导商议制定了此次培训班的目的和要求，邀请授课老师，从全国各
省市自治区文博、考古研究单位从摄影工作人员中选派70名学员，
自治区博物馆提供授课和拍摄、暗房实习场所，以及联系住宿后勤
保障工作，确定在1982年10月举办。

在开学典礼上，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徐肖冰同志发表了
热情洋溢的讲话，明确提出文物摄影师是摄影领域中特殊的队伍，
文物摄影已是一项专门的艺术，是新中国文物事业发展中新的生
力军。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支持下，培训讲课有序开始，协会常务
理事苍石先生讲授了美术构图学；协会理事、静物摄影家吴寅伯
先生讲授了静物摄影理念和技巧；古建筑摄影家罗哲文先生讲授
了古建筑摄影；图片社经理陈石林先生讲授了图片暗室制作工
艺；中国图片社专家黄次石先生讲授了彩色摄影理论；中国图片
社技术部沈觐光老师讲授了国外摄影新科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所研究员韩悦老师讲授了田野考古摄影；文物出版社摄影师彭
华士先生讲授了石窟雕塑摄影；文物出版社摄影师王露老师讲授
了器物摄影；摄影师孔立航老师讲授了柯达彩色反转胶片及反转
相纸特性；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主席、画家凃克讲授了美学理论；
自治区民俗摄影家协会副会长王梦祥老师讲授了民俗摄影；罗
杨、魏桂宁同志做了许多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保障了学员们拍摄
文物和柯达反转相纸工艺的实习，学员们观看老师怎样构图、布
光、测光比、等操作演示，师生共同交流拍摄中遇到的难题。最后是
户外实习摄影，内容包括古建筑、考古遗迹、民俗采风、风光摄影等
内容。

师生在这短短的一个月学习通过课堂、观摩作品、拍摄实习、
座谈会等形式认识到文物摄影要改变过去单纯纪录的表现方法，
要注重文物摄影的科学性、艺术性相结合的表现，将文物拍摄得更
真实、更美化。同时，培训组委会对全国文物摄影水平有了进一步
了解，清楚了困难在哪里，也看到大家的期望，为再次举办培训积
累了资料。

1983年，国家文化部文物局在扬州成立了华东培训中心，为组
建各类培训班提供完善的条件。12月初，国家文物局教育处在文物
出版社召开了全国文物摄影提高班教学计划会议，时任副局长马
自树等同志参加，总结了首次在广西南宁举办文物摄影培训班的
成功经验，计划在1984年3月至5月再举办一次为期三个月的文物
摄影提高班。此次提高班计划从全国招收学员50名，要求各单位推
荐学员，学员要提交本人摄影作品，对学员从事摄影时间和文化程
度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且要上报国家文物局教育处审批，目
的是要保证培训质量。培训结束进行考试，通过者发合格结业证
书。为了达到提高的目的，培训班还与新华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系、中国电影学院、中国旅游出版社等单位合作，在摄影理论方面
做了大量补充，邀请多位专家和摄影家教授学员。

经过周密准备，文物摄影提高班于1984年3月初开学，教学内
容在首次基础上增加的课程有：“彩色摄影原理”由新华社专家黄
次石讲授；“现代摄影器材”由记者孟庆彪讲授；“感光材料及其特
殊用途摄影”由公安部研究员邱学信讲授；“摄影美学”由摄影家龙
熹祖讲授；“摄影艺术中心理学”由中国致公党中央教授乌明郎讲

授；“摄影诞生与演变”由摄影家盛继润讲授；“摄影与编辑”由文物
出版社编审沈百昌讲授；“文物与旅游摄影”由中国旅游出版社编
审张冠嵘讲授；“名胜古迹摄影”由摄影家协会理事蒙紫讲授，柯达
公司技术部介绍最新中型“金刚石”彩色多功能自动冲洗设备并进
行实际操作表演，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这次培训授课在上午进行，下午学员分组讨论消化课程内容。
现实中，摄影人员大多是从实践学习，许多认识是知其然不知所以
然，文物摄影在摄影门类中又偏于冷门，这样安排，能够让学员互
帮互学弥补不足。此次培训，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曹德进兼任扬州
培训中心主任，扬州市文化厅办公室朱戢任培训中心办公室副主
任负责培训具体事务。组委会提供了实习用柯达彩色反转胶卷以
及反转像纸、冲洗药品，设置了多个摄影室、制作暗室以及设备，课
程还安排学员到苏州、无锡文博单位进行拍摄实习。

在总结鉴定会上，宣布了学员的考试成绩，90分以上的有 25
人，此后在文物出版社举办了这次培训的摄影汇报展，吸引了业内
人士的关注。基于这次提高班的成功，国家文物局于 1986年 10月
在扬州举办了第三次文物摄影培训班。

回顾国家文物局三次举办文物摄影培训班的往事，感慨良多，
培训班契合当时文物工作的实际需求，为文物专业摄影植树育人，
推动了文物摄影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如今，当年的许多学员已年
过花甲，但仍活跃在文物摄影行业，为文物事业默默奉献。

（本文资料收集得到国家文物局档案部门、扬州文物局以及陈
振戈、刘谷子、郝勤建、刘小放等文物摄影师的大力支持，特致感谢）

廉政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源远流长，历经千年而不衰。从古至今，廉政文化
以其独特的魅力，深刻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
的发展进步。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阶段，
发掘古代廉政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对于提高党员思想
道德品质，反腐倡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廉政制度
建设和监督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在河北省保定市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莲
花池内，有一通古代廉政文化的生动载体——政训
碑。此碑坐落在古莲花池宸翰院内。碑高 244厘米，宽
82厘米，厚22厘米。刻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碑文
是明嘉靖年间，钦差提督学校、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徐
爌巡视保定时写的告诫基层官吏的诗文，“政训”以四
言官箴形式表达，分四层，各层大意在篇首作了提要。
此碑原立于保定府衙庭院中，新中国成立后移入古莲
花池。徐爌，明代太仓人（今属江苏省），嘉靖三十二年
（1553）进士，曾任山东道御史、两淮盐御史、太仆寺正
卿等职。

原文录文：
钦差提督学校、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徐爌书

行政要知大体，驭吏要察隐微，使民要知甘苦，自
奉要尝酸味。

政体具在，大小区分；执焉纲维，众目不棼。
度德相时，四达弗悖；智术毫发，滋弊口悔。
嗟嗟民牧，爰识斯机；机张矢发，朝令夕弛。

隐微之地，欲海易倾；涓涓不止，波澜横生。
舞文弄法，高下其手；惑上害下，出柙虎吼。
嗟嗟民牧，明察或遗；吏重官轻，令名以隳。

民吾同胞，贵贱势尔；忘势度物，人即犹已。
饔飧无方，征徭罔赦；闾阎秋冬，堂陛春夏。
嗟嗟民牧，勿谓罔知；痒疴疾痛，贯在四肢。

德业小大，皆从此身；豢养失宜，俗夫庸人。
脚根要坚，牙齿要忍；酽醋入腹，患难不陨。
嗟嗟民牧，朝夕与尝；布衣园蔬，貌焉堂堂。
政训碑主要告诫为政者要有大局观念，不可局限

于一己之见。在管理下属时，要能够洞察其内心的细
微变化，防止奸邪之人得逞。同时，对待百姓要深知其
生活的甘苦，不可使他们陷入困境。而在自我奉养方
面，也要能够体会百姓的辛劳，生活要俭朴，不可贪图
享乐，不失为官者风范。

该碑文以简洁明快的语言，阐述了廉政的理念和
行为准则，为后人树立了典范。以政训碑为代表的古
代廉政文化思想给予我们很多启示，为现代廉政建设
提供思想资源和道德支撑。

“行政要知大体”对现代廉政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它提醒我们在廉政建设中要注重全局观念、整体性和
系统性、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预防和教育等方面的工
作，推动廉政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效。首先，告诫行政
人员应具备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在现代廉政建设
中，公职人员不仅要有扎实的业务能力和专业素养，
更要有宏观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他们需要站在国家
和社会发展的高度，审视自己的工作，确保行政决策
和行动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提醒我们在
廉政建设中要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廉政建设不是孤
立的，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需要各方面
协同推进。因此，在制定廉政政策和措施时，应充分考
虑各方面的关系和影响，确保政策之间的衔接和配合，
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廉政建设的深入发展。此外，还强
调了公职人员应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应
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以人民利益为重，坚守廉
洁自律的底线，坚决抵制各种腐败行为。同时，他们还
应积极履行监督职责，对同事和下属的行政行为进行
监督和约束，确保行政权力的正确行使。

“驭吏要察隐微”的思想对当今仍然具有指导意
义。它强调了领导者在管理和监察公职人员时，应深
入细微之处，敏锐地察觉和纠正潜在的腐败和不正之
风。首先，这一思想启示我们在现代廉政建设中，领导
者应具备高度的警觉性和洞察力。在关注公职人员的
表面行为的同时，更要深入了解其思想动态、道德品
质和生活作风等方面，及时发现并纠正不正之风，防
止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其次，“察隐微”也要
求领导者注重预防和制度建设。加强对公职人
员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的预防和惩治
腐败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发
生。此外，“驭吏要察隐微”还强调了领导者在廉
政建设中的责任和担当。领导者作为公职人员
的榜样和引领者，应率先垂范，自觉遵守廉政规
定，做到公正无私、廉洁奉公。同时，领导者还应
积极履行监督职责，对下属的行政行为进行严
格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公职人员依法行使权力，
为人民服务。最后，强调加强对公职人员的廉政
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廉洁意识和自律能力，
使他们能够自觉遵守廉政规定，做到清正廉洁、
勤政为民。

“使民要知甘苦”这句话充满智慧，首先，这
一思想强调了廉政建设必须深入了解民生，关
注民众的真实感受和需求。通过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了解民众的真实生活状态，可以更加精准地定
位廉政建设的方向和重点，使廉政建设更加贴近实
际、贴近群众。其次，“使民要知甘苦”提醒我们在廉政
建设中要注重公正公平，让民众在发展中获得实惠。
通过加大反腐败力度，严厉打击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
行为，让民众在廉洁的政治生态中感受到公平和正
义。此外，这一思想还强调了廉政建设需要广泛动员
民众参与，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的局面。民众是廉政
建设的主体力量，他们的参与和监督对于推动廉政建
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使民要知甘苦”也提
醒我们在廉政建设中要注重教育和引导，提高民众的
反腐倡廉意识。通过加强廉政教育，普及廉政知识，营
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让廉政理念深入人心，有助
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推动廉政建设不断
取得新的成效。

“自奉要尝酸味”这句话的训诫并非是对为政者
生活质量的苛求，而是对其道德品质和人格修养的锤
炼，应该保持一种节俭和朴素的态度，不贪图奢华和
享乐，而是要有一种“尝酸味”的心态，以此来培养自
己的廉洁自律精神，培养自己的抗腐能力，从而远离
腐败的侵蚀。这一思想提醒我们在廉政建设中要注重
培养公职人员的艰苦奋斗精神。公职人员应该具备吃
苦耐劳的品质，不怕困难，不畏艰辛，以高度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履行职责。通过“自奉要尝酸味”的生活实
践，公职人员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到艰苦奋斗的重要
性，从而在工作中更加勤奋努力，为人民服务。此外，

“自奉要尝酸味”还启示我们在廉政建设中要倡导节
俭和朴素的生活方式。公职人员应该以身作则，树立
榜样，引导社会风气向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通过
节俭和朴素的生活，公职人员可以传递出正确的价值
观和生活观，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积极贡献。这一
思想也强调了公职人员应该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他
们应该时刻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廉洁自律的要
求，是否做到了为人民服务。

总之，以政训碑为代表的古代碑刻是历史长河中
廉政文化的珍贵见证，镌刻着先贤们对于廉洁从政的
深邃思考和崇高追求，体现了古代廉政文化的核心理
念，即为政者要以民为本，清廉自律，体恤民情，严惩
贪腐。结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学习，深入
挖掘和传承古代廉政文化的精髓，有助于我们在新时
代新征程上书写出更加辉煌的廉政篇章，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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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举办的
三次文物摄影培训班

孙之常

华东文物摄影培训班结业仪式

王露老师授课现场

孔立航老师带学员们实习

1982年广西文物摄影培训班开学合影

1983年华东文物摄影培训班开学合影

徐肖冰、吴寅伯、陈石林、孔立航老师等在广西

授课老师沈瑾光和彭华士在写生

吴寅伯老师在漓江采风

学员们观看实习作品展

政训碑拓片

政训碑

■文博忆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