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启的佛堂照相馆，具有传统融合现代的特色。记
者看到，这里不但有“传统照相术”的应用，还可以开展
群众日常摄影活动，市民在此可以体验到真正的传统
照相术，感受百年老馆的魅力。

除了传统照相术，佛堂照相馆还开拓了精品摄影
系列，如最美证件照系列、民国风系列、汉服风系列、现
代写真系列、大师肖像系列等，传承中融合创新，开启
新一轮的发展进程。

接下来，佛堂照相馆还将开展国内外“传统摄影
术”的研究、展示和体验，开展摄影创作、交流和展览、
收藏等活动，陆续开放影像艺术书吧、沙龙活动区等，
专业摄影师和爱好者也可参与自然光摄影室、暗房等
创作。同时，佛堂照相馆还将作为国内外摄影家来义乌
做摄影艺术交流的专业平台。

重启的佛堂照相馆，将成为佛堂古镇一大地标性
文化载体，对打造古镇文旅产业、融入地方人文特色有
着特殊意义。

独具传统融合创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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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上午，佛堂古

镇老街商会街 27 号焕然一

新，经过一年多的筹划实施，

拥有百年历史的“佛堂照相

馆”在原旧址重新启用。承载

着几代人青春记忆的古老传

统技艺，终于重焕新生。

当覆盖在“佛堂照相馆”

木刻牌匾上的红绸揭开那一

刻，作为义乌照相术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第四代传

承人，金福根百感交集，他特

别感谢背后支持他的志同道

合的摄影人们。

据了解，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末，摄影术在法国
诞生。19 世纪 40 年代即传入中国，50 年代在国际大
都市上海就有了照相馆。到 19 世纪 70 年代，上海照
相业已较为发达。但此时的摄影，只限于人像摄影
和一些风光静物摄影，尚不能在报刊上直接发表摄
影报道。

义乌最早应用传统照相术是在上世纪 20 年代
中期，稠城人龚蕴辉在稠城开了“鸿雪轩照相馆”。
当时他带了两个徒弟，于 20 年代末分别开了稠城

“绣湖照相馆”和佛堂“国光照相馆”（“佛堂照相
馆”前身）。

佛堂照相馆是义南地区最早的照相馆，在上世纪
的义乌享有盛誉，它的前身是国光照相馆和大同照相
馆，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佛堂照相馆承载了几代人的
青春记忆，在时光中留下了他们的容颜。

佛堂照相馆一直保持传统照相工艺，直到上世纪
70年代末，还保存运用日光摄影棚和日光暗房的传统
照相术工艺。然而，摄影进入数码时代后，传统照相工
艺逐渐没落，佛堂照相馆也于2010年歇业，成了许多
顾客心中的遗憾。

百年老馆的前世今生

虽然传统照相术工艺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但义乌传统照相术的传承并没有因此断代。经过国
光照相馆、大同照相馆、佛堂照相馆、义乌市摄影
图片社四代人的传承，最后在传承人金福根多年的
努力下，“传统照相术”技艺于 2017 年被评为义乌
市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据文化系统资料显
示，“传统照相术”技艺被列为非遗项目的全国仅
此一家。

此次，佛堂照相馆在旧址重新启用，从筹划到开业
耗时一年多，为的就是以更好的姿态展现于世。启用当
天，义乌摄影界的资深摄影人纷纷赶来见证这一行业
历史性的时刻。在照相馆内，既有为普通市民准备的专
业高级数码摄影服务，还重新启用了更具意义的古典
摄影技法（传统照相术）。

在馆里，可以看到古老的人像木质照相机，也可以
看到世界摄影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时期的经典摄
影技法的实样：火胶棉湿版法、明胶乳剂和干版法、
透明硝化纤维银盐干版底片等。不少老摄影家时隔
多年，现场重新体验了传统照相术拍照（拉镜）—底
片冲洗—晾干—照片晒印—照片冲洗—晾干—照片
整修等工艺流程。

“目前传统照相术以银盐胶片、银盐相纸为媒介，
图像华美细腻，极具立体感。同时保持时间更长，银
盐相纸通过光学放大机将底片放像到相纸上，并通
过类似底片的显定影过程形成相片，相片保存可以
达数十年甚至超过百年。从艺术价值的角度去评判，
意义更深远。这一过程，摄影者不但要掌握摄影技
能，更需要艺术修养及较高的鉴赏能力。”佛堂照相
馆负责人金福根介绍。

旧址重启焕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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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房里的晾干环节

按快门

摄于1958年

金福根现场介绍传统木质座机

馆内展示世界照相术发展历程

摄于1980年

摄于上世纪70年代末

铅笔整修以增加密度

（以上图片由佛堂照相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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