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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俞创硕诞辰110周年。
俞创硕，平湖新埭人，1911年9月生，学名唤业，

取“唤起自我，奋发创业”之意。祖上从广东迁来，从
事木材生意，家境富裕。

民国六年，7岁的俞创硕进入新溪国民小学就
读。他聪明好学，发愤图强，每次考试，均取得不错
的成绩；他团结同学，尊敬师长，经常得到老师的表
扬。

1925年，15岁的俞创硕从学校毕业后便来到一
家中医私人诊所，拜师学艺，谋生养家。1930年，俞
创硕考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先入西
画系，后改入图案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
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俞创硕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毅
然决然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1933年 2
月，他加入了“国难宣传团”，长途远征，行程三万里，
一路传播爱国思想。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响起后，俞创硕成为了
一名战地记者。他与好友一起奔赴华北前线，利用
自己的摄影技艺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并持续
为当时的《良友》《时代》及中央社等媒体供稿，拍摄
了大量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火线照片。同年，俞创
硕赴太原采访，恰逢八路军 115师取得“平型关大
捷”。俞创硕在八路军的安排下来到了五台山一
线。那时，尽管“平型关大捷”已经结束，俞创硕并没
有拍下激战的画面，但他还是用手中的相机，清晰地
记录下了当地军民共享胜利果实的画面，并为朱德、
邓小平、刘伯承、聂荣臻等八路军领导人留影。俞创
硕也由此成为了第一个用相机记录和报道八路军浴
血奋战的中国战地摄影记者。

俞创硕在五台山拍摄的八路军照片，总共有七
八十幅之多，这在胶卷匮乏的年代里，已经是一个非
常大的数字了。俞创硕使用的是当时先进的进口
120相机，画质精美、图像清晰，为了让这些照片尽
快发出，俞创硕历尽艰险，终于将这些宝贵的照片发
回上海《良友》画报社。《良友》画报社破天荒地制作
了一期八路军特辑，封面用的就是俞创硕拍摄的朱
德总司令的照片。当时，这组照片还被其他报刊大
量刊用，全国人民通过俞创硕的照片，第一次看到了
八路军英勇抗敌的辉煌战绩，极大地提振了抗战的
信心。

新中国成立前夕，俞创硕参加了《解放日报》的
创刊工作，担任摄影记者。从1949年到1950年的一
年多时间里，他拍摄了大量解放之初的照片。从上
海大游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到打击金融投机，从杨树
浦遭轰炸到国营工厂的民主投票选举……俞创硕把
新时代的一些特色事件一一拍摄了下来。第一面红
旗在上海升起的那一个镜头，就是他这一时期的代
表作。俞创硕的出色工作接连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成为了新时代的文艺标兵。

1962年 5月，俞创硕当选为中国摄影家学会上
海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的常务理事，并担任分会的副
秘书长。1981年，他和同事们一起，白手起家，自力
更生，办起了一个中型规模的摄影技术与图片出版
的专业机构——上海图片中心。1986年，俞创硕任
中国老年摄影学会理事、副主席。同年 11月 12日，
他受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的亲切接见。

1991年7月22日，俞创硕在上海病故。
（本版图文由金卫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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