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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湖光”改制后，同事们只能另起炉
灶。我们开了“天盛照相馆”，另外几个同事在“湖
光”原址旁，开了家“影艺图片社”，都没有用上“湖
光”的招牌。不过，我们两家不约而同都在招牌旁
边加了个括号，注上“原湖光照相馆”字样。

后来，因为租约到期等原因，我经营的“天盛”
在2013年关停，“影艺”关得更早些。这时候，我
已年过六旬，可以颐养天年了。但我待在家中太
无聊，加上喜欢种花养鸟，也不能外出旅游。于
是，我又想到老本行，继续开照相馆。

2015年，我在健康路上觅得一家10平方米
的小店。巧得很，这次发现“湖光”的店名能用，立
马欣喜若狂决定申请恢复“湖光”这个金字招牌。
小店面积小，一张桌椅，摆上电脑，一台高性价比
的专业的爱普生干式影像输出打印机，墙上挂上
三幅红、白、蓝三色背景幕布，两个摄影闪光灯，一
个人独守。

我现在的微信和QQ群里有近万个好友，基
本上都是客户。数码彩照文件通过微信、QQ发
过来就能冲印，方便快捷。尽管现在网上冲印照
片很便宜，但质量良莠不齐，有很多客户依旧信任
我。

前段时间生意比较清淡，我也想过关店休息，
但老顾客劝我说，店不开了，他们不方便，也印不
到好照片了。在大众点评网上，我经常看到顾客
的好评，说我“服务态度好、照片质量好”等等，这
也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肯定。

目前，无锡街头的照相馆已经很少，大部分都

被图文社取代。我曾想无偿转让这家店，希望“湖
光”的“老字号”能继续发光发热，但子女们都有自
己的事业，其他人也不愿接手。

照相馆生意越来越难做。我内心很纠结，就
是放不下“湖光”这份情怀，想着只要不亏损，就再
干几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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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个人，，独守一家独守一家““湖光照相馆湖光照相馆””
讲述：王世林 整理：记者 黄孝萍

我叫王世林，今年76岁了，湖光照相馆开在
无锡的市中心，经常有人路过这里时，会说句“湖
光啊，无锡照相业的老字号”，但也有很多年轻人
对“湖光”不太了解，我就自制了块介绍“湖光”历
史的展板放在橱窗里，也算是对无锡过往历史的
一种传播吧。

1966年，我初中毕业后从农村来到“湖光”工
作，父亲原本想让我干他的老本行学理发，但我不
喜欢，就选择了“湖光照相馆”。

进入“湖光”后，先当3年学徒。第一步从最基
础的切照片做起，逐步过渡到照片上修花点，然后
再根据个人的特长分配到照相馆的摄影、暗室、整
修、着色4个部门。我被分配到暗室，主要是冲印
和放大照片。从此就与冲印照片结了缘，一干就
是几十年。1980年，我30岁出头，被无锡照相业
选送参加江苏省饮服公司照相业职业技术等级考
试，成为省照相业暗室工种特级技师。

进入20世纪80年代，彩色摄影从国外传入我
国，湖光照相馆开始组建彩扩部，在没有成套设
备、技术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创造条件开展彩照业
务。当时的彩色照片就是利用一台放大机，加上
黄色、品红色、青色三种不同深浅的透明滤色片来
进行调色。我们既要自己配制彩色显影药水，同
时也要靠自己的经验和感觉来手工调色，并且是
在全黑的工作环境中手工冲印彩色照片，一道道
工序既复杂又麻烦，难度可想而知。

1984年，我们从美国引进整套柯达分体彩色
扩印设备，后来又进口了日本诺日士扩印机、彩色
放大机。为了用好这些新设备，我不断刻苦钻研，
还到处取经学习。1982年，国家商业部在四川成
都专门开办了为期3个月的彩色扩印设备培训班，
单位派我去系统学习了一段时间，让我的工作能
力得到很大的提高。

2001年，“湖光”改制被拍卖。这35年里，我
先后担任了湖光彩色部主任、经理助理、经理，对
这里满怀感情。

“湖光”改制后，原来的同事四散而去，各奔东
西。单位里的设备优惠卖给职工，我当时从原单
位购买了价值52万元的诺日士胶卷彩扩设备及
摄影器材，带领几个伙伴，在当时的胜利门聚丰园
大酒店租了个门面，开了“天盛照相馆”。科学技
术发展太快，没几年，数码技术替代了传统的胶
卷，胶卷彩扩机已没有用武之地，价值52万元的
设备只能1000元卖给废品公司。

至今，我家里还保存了些“古董”。在我家的
书柜里，最上面一层是各式卡片相机和一次成像
相机，中间一层放着玛米亚相机和国产长条机摄
影机，红边圆筒的是我以前用过的手工胶卷显影
罐，最下面一层则是各种型号的胶卷照相机。这
些虽然不再使用了，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湖光”的前身叫“吉士照相馆”，当时正值无
锡照相业的黄金时期，“吉士”是生意最好的。

“吉士”的前老板叫张德馨，拍照技术相当好，
脑子也灵活。有资料显示，当时有员工7人，店1
间，电光摄影场1个并备有日光摄影场。照相馆
装潢考究，技术设备优良，店内职工对业务、技术
精益求精，并自设电台做广告宣传，一些影剧明星
常慕名前来拍照留影。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公私合营，这里成为国营
照相馆。1962年，“吉士照相馆”改名为“湖光照
相馆”。1965年，店房扩建为3间门面2层楼，摄
影室增至4个，逐步发展彩色摄影业务。

我记得“湖光”在1966年曾改名为“长征照相
馆”。后来，再次恢复“湖光照相馆”的招牌。
1975年开始，我们踏上新的发展之路，添置了国
内外的新颖摄影器材。

除了硬件外，“湖光”人精于技术。从我个人
来讲，自己对色彩的把握度还是可以的，到现在也
有很多老客户专门找上门来印照片。曾经有人跑

了4家彩印店，后来在我这里觅得了他心仪的照
片色彩，从此，就认准了在我这里冲印照片。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各种美颜软件层出不
穷。我也从以前的传统手工调色转化为利用电脑
上的修图软件调整照片。我一般不会大幅度美
颜，最多把脸上的皱纹、痘痘等擦掉一些，润色下
皮肤就可以了。我觉得过多利用美颜软件生成失
真的照片没有意义。

虽然我长期在暗室工作，但拍照技术还行。
我更注重传统，比如，拍证件照要端正大方，全家
福要男左女右按辈分排列，学校毕业集体照肯定
校长、班主任坐前排中间，体现我们中国人讲究礼
仪的传统。

改革开放后，出国旅游、留学、商务出行的签
证照需求也多起来。这类照片要求五官端正，露
出双耳、眉毛，不戴眼镜、配饰等，我拍的签证照基
本百分百通过。因此，大多数顾客都是慕名而来，
尤其是无锡几所重点高中学生，他们的出国留学
签证照都爱在我这里拍摄。

王世林为顾客拍照王世林为顾客拍照。。（（黄孝萍黄孝萍 摄摄））

青年到暮年，
我在“湖光”做了ー辈子

无人接手的遗憾，为一份情怀坚守

王世林家中的各式相机王世林家中的各式相机。。（（受访者提供受访者提供））

独守独守““湖光湖光””的王世林的王世林。。（（黄孝萍黄孝萍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