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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玲沈玲：：翱翔蓝天翱翔蓝天，，用镜头记录战鹰雄姿用镜头记录战鹰雄姿

我是一名军人，也是一名军事摄影记者，
我最大的理想就是登上战鹰，翱翔于祖国的蓝
天，用镜头拍下战鹰的雄姿。

1970年，我在北京入伍，后被分到武汉空
军医院电影组，20多年间，摄影一直是我的挚
爱，只要有机会，我就和摄影发烧友们去新疆、
西藏采风。直到2000年，我被调入广州军区
空军政治部宣传处，成为解放军报、空军报驻
广州专职摄影记者，我当时已45岁，实属“大
器晚成”。但回顾我并不太长的职业生涯，在

“抗洪抢险、抗击非典、汶川和玉树救灾、国庆
大阅兵、利比亚撤侨”等一系列大事件中，我有
幸站在一线，用镜头捕捉到时代浪潮中盛放光
芒的一个个瞬间。

54岁首乘战斗机拍摄

当了一辈子空军，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
乘战斗机拍摄，为此，我打过无数次报告申请，
一直到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我终于接到
任务，将乘苏—27航拍国庆阅兵训练梯队，激
动的我彻夜难眠。很多人问我，乘战斗机拍
摄，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我的第一感觉是“巨
大的压力”，我当时已经54岁，而一般的歼击
机飞行员45岁都停飞了，我必须通过体能训
练和“离心机测试”，我记得测试时我的脸几乎
变形，在场的医技人员都在感叹：“没见过这么
大年龄还进行测试的。”

战斗机在空中每个G的载荷就是身体的
一倍重量，3个G的载荷就相当600斤重量压
在我身上，战斗机做机动压坡度时载荷最大，
而往往这是最佳的拍摄角度，航拍时必须拼命
抗住载荷。我的相机被飞行头盔和氧气面罩
上的金属件，磨出一道道的划痕。

我很幸运，作为国内首位乘三代战斗机航
拍的女摄影师，得到了很多宝贵的拍摄机会，
也深知精彩镜头背后的惊心动魄。2009年航
拍国庆阅兵歼11梯队训练，12架战机呈4-4-
4架编队献礼，每个机组相隔5公里，一个梯队
长达15公里的距离，这样的广度不可能收在
一个画面里。但我特别想拍一幅12架飞机像
大雁一样飞成“一字形”队形的画面。飞行准
备时我曾提过这个要求，但部队首长没同意。
那天快返航时，我的耳麦里突然传来机长的指
令：“020，准备！”。020是我的飞行代号。“明
白！”我话音刚落，还没反应过来，只见这12架
战机突然像远飞的大雁一样，排成了“一字
形”。

“唰”地一下，12架战鹰放出了烟雾，无比
壮观！“132，下！下！”我右手持相机拍摄，左

手按住对讲机通知前舱飞行员，战机压坡度快
速下降，强载荷压得我抬不起胳膊，我拼命往
上顶住相机，就在12机编队形呈仰角时，快速
按下快门。那一刻转瞬即逝，也就十几秒，我
抓到了最精彩的镜头。

我常常感慨，如果蓝天是巨大的舞台，飞
行员就是技艺精湛的舞者，是他们飞出了超
高水平，我才能定格完美瞬间。2009年，我
的一组战鹰航拍作品《蓝图畅想曲》获得第
八届中国摄像金鹰奖，这是中国摄影最高荣
誉，但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我所获得的荣
誉，是整个飞行群体的荣誉，是整个部队的
荣誉。

于喜马拉雅之巅航拍

我先后乘坐苏-27航拍国庆阅兵，乘坐
苏-30航拍超低空穿越大峡谷训练，乘坐歼-
10航拍空中加油训练，在不同空域、不同科目
中完成了一系列拍摄任务，但让我难忘的是在
雪域高原上的航拍经历。

2012年5月，我到西藏采访执行高原驻训
的广空航空兵某团。这个团是我采访最多

的部队，几乎每个飞行员我都能叫上名字，
雪域高原又是我一直神往的地方。然而，高
原反应却让我苦不堪言。初到那几天，四肢
水肿，口鼻紫绀、头痛欲裂、难以沉睡。为了
能够上机航拍，我一边跟飞行员学习制定飞
行计划，一边调整好身体状态，做好飞行前
各项准备。

5月下旬，终于迎来与飞行员同乘战机执
行雪域高原巡航任务的良机。当战鹰冲破云
霄，跃上蓝天，随着高度和角度不断地变化；皑
皑群山、茫茫雪域，此时，碧波浩淼的高原湖泊
尽收眼底，我们在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翼下
掠过，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就在眼前，真
可谓一览众山小。这次巡航，不仅使我飞掠高
原之巅，捕捉到鹰击长空的锐利之美，而且从
心底生发出包容天宇、气吞山河之感慨！

接下来更具挑战性的是要随机拍摄空战
对抗训练。我原以为多次乘三代战机航拍的
经历，已能够适应剧烈的载荷反应，但没想到，
真正的空战对抗训练竟是如此激烈，斜冲盘旋
50°、压坡度大载荷机动，忽而身朝上提、心往
下坠，忽而心朝上提、体往下坠，抗荷服像充了
气的血压计……我的心脏似乎被挤压出来，不
自主的大口喘着粗气。

如果说超高速的过山车带来的是刺激，那
超音速歼击机的强载荷绝对是挑战生理极
限。尤其在俯冲时，让人感觉顷刻间会撞上
雪山，那一刻，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虽然拍
摄非常辛苦，但我内心却异常兴奋，自然的壮
美与战鹰的雄伟在高空绽放，让我完成了《鹰

击喜马拉雅》这样具有独一无二视觉震撼的
作品。

“情深”比“景深”更重要

一名摄影记者，不仅仅是见证者、旁观者，
更是照片事件中的亲历者。对我影响最大的
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曾说，“如果你拍得
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摄影记者就如
同士兵在前线作战，一定要冲在第一线。

2011年，利比亚大撤侨，当时四驾伊尔-
76运输机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机舱门一打
开，被营救回来的同胞全部激动地喊起来：“祖
国万岁！共产党万岁！”这时有一名同胞突然
趴在地上亲吻祖国大地，我当时也跟着趴在了
地上，一边拍一边流泪。摄影聚焦就在一个

“真”字上，“情深”比“景深”更重要。
1998年抗洪救灾，我还不是专业的摄影

记者，那时我自费买了20多个彩卷，带上一台
尼康FM2相机，请假从广州坐火车赶到湖北
抗洪大堤。白天，我顶着四十度的高温在堤
坝上来回奔走，脸晒爆了皮；晚上，我和战士
们一起挤在地上的大通铺，伴着鼾声和汗臭
味入睡。

短短23天，我拍摄了600多幅抗洪一线的
图片，直到“弹尽粮绝”。当《人民日报》华南版
和《羊城晚报》同时整版刊发了我的照片——
《兵，啊兵！一空降兵战士在98抗洪大堤上》，
我记得《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这样写道：我们
含着泪编辑这组镜头，因为在这些镜头细节

里，我们读到了军人对祖国的丰厚情怀。从
中，我们也再次掂量到了，在我们共和国里，

“军人”二字的分量。

镜头里的女飞行员

这么多年来，深深扎根在我脑海里的不是
作品，也不是获奖证书，而是照片背后的故事
以及那些鲜活可亲的人。

我和余旭相识于2009年8月，她是参加国
庆六十周年阅兵集训的16名女飞行员之一，
才二十岁出头，青涩腼腆，一直叫我“沈阿
姨”。时隔五年后，她已成为中国首位歼-10
女飞行员，在珠海航展上，我见到了不一样的
她，看到了炫舞蓝天的余旭，每一个盘旋横滚、
每一次俯冲跃升，无一不彰显着技术和意志力
的非凡！她叱咤蓝天，也吸引着是镜头紧紧追
随，留下了令人难忘的风采！

我镜头里余旭的最后一张照片是2016年
11月6日，刚刚走下飞机的她与战友们手持国
旗绕场一周向观众致意，她一如既往，从容自
信。2016年 11月 12日下午，我突然收到微
信 ：请把您手里有关余旭同志的照片尽快发
给我。我心头一紧，作为一个空军老兵，我知
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不敢也不愿相信，只能忐
忑不安，暗暗祈祷，以最快的速度发过去17张
余旭的照片。

晚上接到朋友电话，证实了我的疑虑，我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泪如泉涌。我真不
敢相信，镜头里那个漂亮的女飞行员——余
旭，就这样走了。那天晚上，一宿没合眼的我，
情不自禁地在微信上述说起余旭的故事。没
想到，这篇在微信朋友圈发的悼念图文，点击
量、阅读量竟达到552万多次。当天就被中国
军网转发，随后央广网、央视网和凤凰网等主
要媒体，新浪、腾讯、网易各大网站纷纷转载，
央视还为此专访了我。

在追悼会上，我含着热泪用镜头默默记录
下战友送别余旭的感人场景，随后我又来到八
一表演队的宿舍楼，这是她每天学习、生活、工
作的地方，我希望用自己的镜头和文字，向英
雄致敬。在我的拍摄生涯中，像余旭这样的女
军人、女飞行员一直是我的“偏爱”，从第一位
女飞行员将军岳喜翠到战胜癌症重返蓝天的
女飞行员将军刘文力，我看到了女飞行员身上
太多优秀品质，她们是战鹰上的铿锵玫瑰，柔
情中蕴藏坚毅的力量，走近她们的故事，去触
摸，去感知、去解读她们心中最真实、最柔软的
部分，才能拍出流淌着“巾帼情”，深刻诠释“她
力量”的精品。

时代大浪翻滚，浪花终将淘尽，我希望我
的快门够快、够准、够实，把一幅幅具有划时代
意义，饱含深厚民族情感、高度凝结了社会人
文价值的画面留在时间里，使之成为历史的见
证、永恒的荣光。

2009年 5月13日，沈玲首次乘苏
二七战机航拍。右图是起飞前的沈玲。
下图是在万米高空航拍工作照（自拍）。

我的母亲从儿时便开始从事彝族服饰制
作，至今已近六旬，仍未停止。2014年彝族服
饰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7年，我的母亲入选为第五批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而我也在2013年北京服装学院毕业
后，全身心加入到彝族服饰领域中，2013年成
为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州级非遗传承人。

非遗文化有着无穷的力量，母亲和我一直被
滋养着。非遗的生命力给予了母亲创业发展的
机遇和动力，非遗的魅力给了我突破的勇气和创
新的源泉，而在凉山，非遗的力量不仅助推了脱
贫攻坚的胜利，还在不断为乡村振兴赋能……

赋予母亲创业发展动力

在凉山，彝族人一直有穿民族服饰的习惯，
特别是在20世纪时，彝族服饰是人们日常生活
必需品，妇女们从小便和自己的母亲学习做衣
服。我母亲出生在凉山州金阳县，从小跟外婆学
习彝族服饰制作技艺，并迸发出了很大的热情。

母亲将外婆交办的服饰制作任务完成后，
还常常不尽兴。兴趣驱使下，母亲12岁左右
就能独立制作整套彝族服饰，由于技术精湛、
做工精美，邻里亲戚之间为了让她帮忙制作彝
族服饰，经常提出帮她干农活。

1991年，母亲遭遇了生活的变故，那一年我
父亲去世，而我只有3个月大，哥哥也只有2岁。
家庭的主心骨没有了，但家没有塌，母亲毅然扛
起了重担，先是独自务农种田，后来因背负重物
摔进河沟里，得了脑震荡，自此以后，只要劳作就
头晕脑胀，无法务农。走投无路之下，带着我和
哥哥来到金阳县城，租了十几平米房子做小门
市，门市里卖文具、零食、日用品，同时用缝纫机
为大家做服装缝补、改裤脚、修腰线等小生意，并
用空闲时间缝制彝族服饰进行售卖，凭着好技
艺，母亲在县城慢慢有了名气，门市也越开越大。

1997年，凉山举办大型火把节活动，凉山歌
舞团策划了一台《五彩凉山》的大型演出，但当年
彝族服装大多都是各家自产，没有专业生产彝族
服装的厂商，于是政府就从民间寻找了8位能工

巧匠来为演出制作服饰，我母亲便是其中之一。
不同的是，其他人在完成了服饰制作任务

后便离开了，但我母亲因为对彝族服饰的热
爱，留了下来，她发现演员和导演不太会穿着
彝族服饰，很多细节处理得不好，比如配饰的
角度、帽子的高度、佩戴的方式等，于是直到演
出开始前，母亲都在后台帮助演员搭配彝族服
饰。这个举动得到了导演、演员的一致好评，
为她后来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不止如此，由于彝族文化是“家天下”制度，
每个地区、每个家族的服装风格迥异，这次的经
历让母亲接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见过的彝族服
饰，擅于学习的母亲也用其扎实的功底对其进
行了融会贯通。时至今日，市面上已涌现出了
大大小小的彝族服装行业从业者，也少有像我
们一样每个地区的彝族服饰都能生产的商家。

这次经历后，母亲便带着我们兄弟俩来到
了凉山州州府西昌发展，专门从事彝族服饰的
制作和服装租赁等，并不断地研究民族服饰技
艺，学习制作其他民族服饰，比如藏族、摩梭
族、傈僳族等。

2004年，凉山在首届彝族服饰文化节上
开展了彝族服饰大赛，母亲制作的一套家乡地
区的传统新娘服饰，因通身的纯手工贴花绣
制，获得了传统金奖；一套大胆使用了立体剪
裁技术和后背拉链款式，花纹上使用了黑红撞
色搭配的彝族服饰获得了改良银奖；而一套传
统彝族男装获得了创意奖，母亲在其大裤脚
上，将自己小时候模仿大树剪裁的花纹缝制了
上去，以前从未有人见过这样的装饰。

三套服装包揽了各个奖项，让母亲名声大
噪，随后订单源源不断。2005年，母亲以邻居们
对她的昵称“贾佳”作为名字，建立了贾佳彝族服
饰厂。在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下，以及越
来越多的人们了解喜爱彝族文化，母亲的彝族服
饰厂稳步发展，2012年成立了贾佳彝族传统服
饰生产有限公司，除了在凉山发展外，在云南、贵
州等地有十余家批发代理经销商。2013年，公
司年产值已达160余万元，净收入20万元。收入
最高时，年净收入达到了150万元。

推动彝族服饰的传播传承，母亲也从未间
断。经常有慕名者前来求学，母亲均免费的毫
无保留地传授，而当得知彝族漆器文化成为国
家级的非遗传承项目后，不识字的母亲四处了
解申报政策，并四处推介彝族服饰历史，终引
起了凉山州文化局的关注和支持，促使彝族服
饰成功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母亲也从未放松过自己技艺的锤炼。一
套工艺精良的彝族服装，从起针到完成，往往
要耗时数月，乃至几年。母亲则将生活中随处
可见的景物进行概括、提炼、夸张，活用挑花、
扣花、十字绣、平绣等手法，“点线面角”相互交
融。她逢边必绣，不同面料上的图案因“材”制
宜，不断创新，从袖口绣到手肘，裤筒绣到膝
盖，手过之处，不断绽放出精致的纹样，领口、
衣襟更是满满的绿肥红瘦、彩蝶飞舞。

2017年，母亲也成为了彝族服饰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

给予我创新突破的勇气

母亲的彝族服饰传承之路，总体来说走的
比较顺利，在我们看来，彝族服饰没有我的母
亲，没有我，它还是彝族服饰，它的魅力依旧是
存在的，但是没有彝族服饰，就不会有我母亲
的事业和如今的成绩，也不会有被养育成人的
我的哥哥和我。

而予我而言，彝族服饰五彩斑斓的魅力也
给我的人生注入了明确的方向。

彝族有一个传统习俗，家中无论有多少个
儿子，幼子继承家业。所以在母亲看来，我是
注定要跟她从事彝族服饰行业的。然而，一开
始我是比较抗拒的。

儿时，我和哥哥的假期基本上都是跟着母
亲制作彝族服饰，所以从小我就掌握了一定的
彝族服饰技艺，但因为跟母亲一起制作彝族服
饰的都是女性，只有我和哥哥是男孩子，所以
当时很抗拒去门市上帮母亲。

所以我最初学习的专业是装潢设计，后来才
改学服装设计。再度投身彝族服饰制作，让我有

了和小时候不一样的感受。越了解自己民族风
格独具、多姿多彩的服饰文化，我越来越被其五
彩斑斓的魅力和深厚的底蕴所吸引，逐渐抛开了
对服饰行业的偏见，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彝族服饰
的文化研究和理论整理上，更系统、更全面地学
习了彝族服饰文化的技艺、生产过程，包括一些
民间故事、传说等，并在2015年，一手完成了
2330平米的彝族服饰陈列馆的设计和建设。

传承非遗，助力乡村振兴

彝族服饰等非遗文化不止给予了我们一
家无尽的力量，它也源源不断地给予了整个凉
山前行的力量。在脱贫攻坚中，凉山着力将彝
绣、银饰、漆器等众多独具特色的传统工艺转
化为脱贫生产力，带动了贫困群众就近就业、
居家就业，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
护，走出了一条“非遗+扶贫”的致富道路。

在政府的号召下，我们举办了免费的彝绣
技艺培训班，在培训了部分绣娘后，我们发现存
在接单率低、积极性不高的现象，于是我们采用
了树立绣娘典范提高积极性的办法，选择了一
些成功的绣娘现身说法，告诉大家是如何通过
彝绣技艺增收致富，让她们看见非遗的力量。

而针对绣娘接单率低的情况，我们发现偏
远地区绣娘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会因为接单
不便、心理孤独等原因工作热情降低，于是我
们便在偏远地区设立了绣娘帮扶站，在各个地

区选任一名绣娘作为绣娘领头人统一接单之
后分发下去，并让绣娘们能在帮扶站里交流心
得、互相鼓励，大大提高了偏远地区绣娘的工
作热情。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我们更是以提
高20%薪酬的方式，来帮助她们脱贫。迄今为
止，我们在凉山培育了3860名绣娘。

而在未来，我们准备设立绣娘合作社，组织
绣娘进行集中生产，并将一些有基础有功底的
绣娘进行再培训，让她们掌握更多的服饰技艺，
从而扩大她们的接单范围、增加产能，并依托公
司陈列馆、门店、网店作为绣娘们的宣传销货窗
口，不仅帮助各地乡村绣娘产品销售，还要帮助
其他乡村产品比如农副产品打开销售渠道，以
非遗为切入口，助推整个村庄产业的发展。

至于非遗文化的传承，仍旧是我和母亲义
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将终身不遗余力。我们觉
得目前最大的困境仍是后继乏力。在我和母
亲看来，要解决这样的困境，就要让更多的人
深刻认识非遗，真正看见非遗的力量。

把握好非遗进校园这一路线。不止是进校
园开展览，与学生短期互动的进入。而是要进入
少年宫、学校兴趣班、高校选修课、网络兴趣班等
专业的方式，让孩子们从小就能接触到彝族服饰
文化，感受彝族服饰文化。为此，我们准备编写
两部教材《彝族服饰文化鉴赏》《彝族服饰技艺大
全》，这样才能培养出更多彝族服饰行业的优秀
从业者、设计师，让彝族服饰文化能够与我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而不是只存在于博物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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