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影视教育的先行者孙明经吕锦瑷在华西坝

金陵大学迁到华西坝后，开设的电化教育专修科非常有特色，电影部在引进、

拍摄电影，向社会推广上作了大量的的工作，其中孙明经吕锦瑷夫妇作出过不可磨

灭贡献，并为此而奋斗了一生。他们相互促进，缔造了中国电化教育界一段值得称

颂里程碑。

孙明经，山东掖县（今莱州）人，1911年出生于南京。他幼年时

一位亲友在同济大学学机械每年路过南京都背上两部照相机，以

他为摄影对象，引起孙有好奇，学着照相。1920年南京鲁士清先

生从欧洲带回来法国动画电影，引起幼年孙明经对于电影的好奇

心。小学时期就学着放幻灯片，初中时常走几里路去南京青年会

看电影，也到金大礼堂去看美国的农业片，与放映员交了朋友，

学到一些放映技术。1927年进金陵大学后，看电影就成了经常的

文化生活，也希望自己能献身于中国的影视事业。但当时没有这个专业，于是入了相

关的物理系，主修物理辅修化学。分析化学教授潘澄侯主任的父亲曾随端方访问欧洲

11国，带回国一套照相设备。潘从小就对摄影感兴趣。潘先生在教员用的冲洗室内，

发现一些优秀的摄影作品，一查是出自一年级大学生孙明经之手，很快他便要求孙明

经做他的助手。1934年孙毕业之时，他与魏学仁一起要求校方将孙留校任教。

夫人吕锦瑷，1912年出生于山西交城县，从铭贤小学一直

读到铭贤女部初中毕业，1928年入北平贝满女中。在这里遇到

著名摄影家魏守忠来贝满女中为同学照相，它使吕锦瑷对照相

产生了很大兴趣，可惜胶片很贵，一般人都买不起，萌发了有

朝一日一定要自制感光胶片的念头。高中毕业曾考入燕京大学，

但为了姐姐读书而放弃，回铭贤女部教小学，1931年获铭贤奖

学金，考入金女大化学系系，主修化学辅修物理，1936年毕

业。1933年孙明经发起金大物理学会扩大会议，邀请金女大学习理科的同学参加。会

上孙明经引起金女大学生吕锦瑷的关注，二人由此相识，学业又有共同的爱好和志向，都

认识到不能用榔头敲开原子，新时代需要新科学，新工具。1937年9 月20日吕锦瑷与相

恋四年的孙明经举行了婚礼，从此两人成为学业、事业相伴一生的伴侣。



1930年金陵大学在魏学仁的主持下成立电影教育委员会，开启了电化教育， 

并与美国柯达公司合作，进行科教电影的翻译与推广。遵从魏学仁院长所嘱，不断

地收集大批有关中国电影教育、中国电影科技、中国电影经济的资料。1934年孙明

经撰写的学术论文《光电管及其应用》，获当时中国物理类论文最高奖——中山

文化馆物理类论文甲等奖。1936年，国民政府确定“推广播音教育”和“促进电影

教育”，用现代科技手段唤醒民众的抗日激情。同年，金陵大学成立“电影与播音

部”，由分析化学教授潘澄侯任主任，孙明经任副主任。不久潘澄侯被调到教

育部，孙明经负责实际的工作。该年教育部决定主办“全国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

即电影与播音师资班）”，教育部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委托金陵大学承办此事，一、

二期1936、1937年由全国各省、市教育厅局选送青年大学教师到南京学习。1938年南

迁，在重庆开办第三期。教师有杨简初教授等著名学者。孙明经主要授电影摄影和

摄影课程。前后共办三期，培训青年教师近三百余人。这是中国电影广播高等教育

的开端。

1938年金陵大学迁成都后正式开办电化教育专修科，12月开学，先后由潘

澄侯、刘景喜、刘殿卿主持，但期间常由孙明经代理，1941年孙明经自美归国，正

式担任专修科主任，同时担任金大“电影与播音部”主任。电化教育专修科分为电

影教育与播音教育两组。其课程除公共必修基本课程和技术课程外，电影组还要加

摄影学、剧本编辑、电影摄影法；播音组加电信、高等无线电、无线电机设计等。

公共必修与部分技术课由相关专业的系承担。专业课则由专修科与教育电影部紧密

结合承担，工作人员两处兼职。老师有孙明经、许国梁、吕锦瑷、曹守恭、倪尚达、

魏荣爵等。

金大的教育电影始于1930年电影应用推广委员会，1934年开始自行摄制，由魏

学仁、潘澄侯负责筹划与推行，孙明经参加实际工作。魏在为孙的《万里猎影记》

序中说：孙明经数年来教学的经验，毅然独立工作。对于影片材料的搜集，稿本的

编作、灯光布景、剧情导演以及摄影、剪辑、写绘、试片，都有很多贡献。1934年

开始有计划的摄制，1935年拟定了全部摄影计划，包括本国工业、应用科学、本国

农业和地理名胜4大类，35项选题。到37年已完成38部。1943年资源委员会委托拍摄

战时工业，孙与魏赴川滇，拍成《战时工业》7本。还完成了《西康》、《1941 年

之日全蚀》、《峨眉山》、《急救法》等21本。战后继续拍摄，到1947年11月金大

共有7类98部121本；金大还引进教育电影，从1928年由裘克安教授负责翻译柯达公

司引进教育电影，配中文字幕和解说。孙明经毕业后亦参与了此项工作，很快就译

出了60多部。

孙明经先生在摄制电影中先后四次行程超过万里的拍摄经历。1937年从华东至



西北的科考万里猎影，拍摄电影8部，精选照片及说明书一部（1937年：战云边上的

猎影）；1938年，孙明经赴西南诸省拍摄纪录片。1940年至1941年在美国的行程万

里的科考摄影，让他“感触最深的是纪实电影（Documentary Films）所采用的独到的

技术和洗印技术的新发展。”回国后1942年至1945年行程万里的云、贵、川科考摄

影，摄制了一大批电影。

孙明经领导的金陵电影主要是科教电影和记录电影。科教电影中一类是当时国

家现代化建设的题材，如《淮北海盐》、《自贡盐井》、《长寿水力发电》等记录

了当时工业发展的背景；一类是记录当时中国的手工艺。制作过程周详，细节丰富；

《桐油》等，则介绍了中国特产；《1941年之日全蚀》等属于科学记录。该片是1940

年由临洮天文组负责，在甘肃临洮上空航拍，最后由助教区永祥掌机。在日军控制

的空域，实现了“人类第一次航拍日全蚀”的伟大创举。并由潘澄侯带队， 进行地

面拍摄。记录电影类则是地理风光，民俗与文化生活。其中1939年拍的《西康》包

括《西康一瞥》、《雅安边茶》、《川康道上》、《省会康定》、《金矿铁矿》、《

草原风光》、《康人生活》、《喇嘛生活》等，有大量的民俗场境及风光，是西康

的珍贵记录；以大学为主题的有《大学之声》、《校园生活》、《民主先锋》等。《

民主先锋》反映的是战时华西坝上联合办学与抗战及返校的经历，史诗般地见证了

中国大学教育在那一特殊时期的坚毅、勇敢与优雅。

除电影外，还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经过文革灾难，今存135、120、大尺寸

底片及幻灯片五千余幅。《孙明经手记：抗战初期西南诸省民生写实》，以随身笔

记为基础，辅以大量图片和详细的扩展，首次曝光百余幅珍贵历史照片，真实还原

了当年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民生，以及他个人的拍摄历程和感受。这些影片和

照片，以独具个人风格的文字与迷人色彩的史诗般的影像，保存了那个时代的基本

国情与风貌，是几乎不可复制的，对后世研究抗战初期大后方的历史具有不可替代

的价值。1939年在西康拍义敦县长彭勋在县政府门前，留下了刘文辉治康 “那个地

方县政府比学校好，县长就地镇法”的

佳话。

1938年孙明经吕锦瑷夫妇随金大、金女

大西迁至重庆。吕锦瑷先后在广益中学求精

中学任英语和理化教员，并在求精中学临时

搭建的一幢三层的简易楼的影音部的暗室

研制感光材料，经过十多次的反复实验，终

于在1939年冬制成第一张可用底片。制乳剂

必须先有明胶，所以她又熬制明胶。1940年

夏天，从重庆搬到了成都的华西坝，尽管



怀孕，生活清苦，她又在金陵大学一个建筑工棚改成的简陋暗室的影音部，重新开

始乳剂试验，终于熬成了中国第一批明胶乳剂，很快就研究出拍摄用的底片。1941

年吕锦瑷被华西大学化学系聘请担任讲师，除了试制感光材料，也着手准备感光教

程。她为化学系开设了“摄影化学”课程，在我国高等院校首次开设此课。《摄影

化学》课，为五大学同学开放。同学反响热烈。华西大学医学院还出资让她研制可

用于诊断骨折的X射线感光片。1941年，吕锦瑷与华西医院合作研制出中国第一张可

用于诊断骨折的X射线感光片，她拍摄的第一张X光片照片，现保存在美国耶鲁大学

图书馆中。

1944年春，金陵大学理学院聘吕锦瑷担任电化教育专修科讲师。除了讲授“摄

影化学”，另外又开设了“影音文献”一课。

孙明经所领导的金陵教育电影部不仅

是拍摄，还开展放映服务。华西坝电影放

映非常繁忙。校内有教授上课需要的电影、

每周三在梯形教室为大学生放映科教电影

、两周一次的周五广场露天电影。露天电

影对华西坝所有居民开放，观众最多一次

达两万人。校 外 在 四 川 各 地 放 映 ， 受 到

大 众 热 烈 地 欢 迎。孙明经回忆说：

 “我们这一时期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成规模

地大量展开放映，1944 年中曾放映过828次，

观众人数达90万人，其中540次是在成都地区放

映的，……华西坝星期五的露天放映已经成

了成都华西坝一带家喻户晓的习尚，每次平均

（图为参加摄影化学课第二班同

学，其中有杨绍宏（后来的电影公司总

工程师），孙敏（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

）唐思奇（青岛海洋大学教授） 等。

二排右一是吕锦瑷老师）。

观众一万人。”孙明经时常现场解说。1943年1月11日， 国民政府和美国、英国分

别签约与换文，终止《辛丑条约》时的议定书及其附件给予英美两国的一切权利等

； 2月8日，五大学在华西坝赫斐院广场庆祝新约大会， 吴贻芳校长讲述了新约

签订经过，张凌高校长阐述新约意义。新约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赞誉，《大公报》

写道：“中美、中英的新约成立，是中国百年来的大事。这两个公道的条约，把‘

租界’、‘领事裁判权’、‘驻兵权’、‘内河航行权’等各种由不平等条约产生

的名词送进中国的博物馆。在露天放映《伦敦挺得住》、《飞机螺旋桨》、

《美国农村生活》等影片，到会者逾万人。大会当时还收到美国旧金山电台向大会

发来的祝福。当听到“华西坝”三个字时，群情振奋，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1944

年，中、英、美三国宣传机构成立联合国影闻宣传处，并在金陵大学影音部设立成

都区流通处。吕锦瑷负责主持流通处的日常工作，“这个流通处在川康一带设立放

映站80余处，专门放映宣传盟军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新闻幻灯片。每套4～5



卷，还配上一卷彩色小故事片以吸引观众，效果是不错的”。11 月18日为动员青年

从军在华西坝放露天电影《中国为何而战》，孙明经现场翻译， 带领观众高呼从军

口号。该片是由美国陆军部通信大队出品，好莱坞电影导演弗兰克·卡普拉制作的七

部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之一。这套纪录片由美国国防部参谋长马歇尔元帅亲自

策划，在美国影院公映，也在同盟国上映。

1942年教育部和金陵大学理学院同意联合创办《电影与播音》月刊，由孙明经

任主编一手操办。初期极为困难，前五期他亲自刻蜡板，纸张则是成都一家纸厂老

板捐赠。该刊是我国最早的电影、广播、电视、摄影的综合性学术月刊。历时七年，

1948年10月停刊。孙先生在该刊第一卷第5期上刊登了译文《电视对电影的挑战》，

并自第二卷第二期（1935年）开始亲自翻译并连续九期刊载了《电视》一书，还把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之“电视摄影机”作为第二卷十期之封面。吕锦瑷也是《电影

与播音》的编委并为该刊撰稿。1942年建立五大学电影社，孙任社长，提高爱好者

的知识和欣赏力。

1940至1941年，孙明经先生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视觉教育中心与纽约美国影

片中心社等地进行电影教育考察，并承担了购买图书，影片，电影设备很重的

任务。在美国期间他放映了电影自贡盐井，都江堰水利工程等，促进美国人民

了解中华古老智慧及抗战期间四川的付出，

被美国MSPTE（美国电影电视工程师学会）

接纳为会员。孙明经回国时购买的电影器材

陆续通过驼峰运到华西坝，影音部才从真正

意义上有了自己的设备。后来成为中央电影

学校和北京电影学院创办初期的主要教具。

归国轮船福兰克林号船上他结识了正来华西

大学当财务总监的苏维廉（Water Small），

热情地谈起了华西坝的种种故事。同船还有

20几位驼峰飞行员。后来孙明经还为他们专

门开设过《日常中文突击课》，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

（图为孙带领的露天放映队。左上

带相机者为孙明经。左边是讲解员，前

边是欧永祥同学，帮助选音乐伴奏。后

上方是电机工程师曹守恭亲自放映。）

1944年，孙明经受聘担任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教课组副主任，负责设计筹划抗日

战争胜利后的全国电影教育的课程设计。

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孙明经被推荐受聘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

批中国委员会委员，并同顾毓琇、顾颉刚、黎锦熙四人受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

国大众传播组成员。1946年孙吕全家随金陵大学返回南京。吕锦瑷除了教学、科研

之外，担任编辑，还给月刊供稿，并参加制片讨论。1947年孙明经和吕锦瑷起草



《电影、播音、电视、摄影中文术语词汇中英、中法文对照表》，由中国大众传

播组成员审阅通过并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备案。

张道同先生在说到电影史上的孙明经时说得好，“无论从作品的质量或数量

看，孙明经都可以称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记录电影和科教电影的重要代表人

物，孙明经领导的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拍摄的作品是中国电影史非剧情电影发展

的一个高峰，这些影片不仅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风貌和发展过程，也构成中国电

影大体发展的重要链条与内在动力。”1949年新政建立后孙明经夫妇到中央电影

学校任教。尽管1957年被划为右派， 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历经磨难，孙明经

仍挚爱着他的事业，终生无悔。先后开设“摄影物理”、“电影摄影机”，“曝

光控制与影调调节”、“照明技术”、“电影摄影机及其操作技术”，“电影光

学”、“电影技术”，“磁带电影”等课程；著有《曝光与感光》、《电影光学》

、《摄影技术》、《电影摄影技术》、《电影摄影机》，译有《使用录像磁带》、

《加拿大电影委员会及其思想》等。1992年病故，享年81岁。

吕锦瑷在几十年中，她一共开设过《彩色片原理》，《感光材料及其加工》，

《彩色学》等十门课程，多数新课程都是自己编讲义，写教案，带实验，注重创

新，引进先进技术，十分辛苦。1972年中央电视台要开始播出彩色节目，她作为

我国的彩色专家又为电视台全体人员讲课，深入浅出，大受欢迎。她讲课风格是

脱稿讲课，目光投向学生，效果很好。晚年脑梗后仍然坚持翻译共译50余万字。

与孙明经共同校对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对普及摄影知识作出贡献。2000年病

逝，享年88岁。

北影前院长沈嵩生在祝孙明经80寿辰的信中称：敬爱的孙明经先生“你作为

先驱者之一，为推动中国电化教育奋斗了一生；作为一位老教授，你为北京电影

学院的筹建和发展付出了满腔热血。中国电影教育历史的每一篇章都留下了你的

印迹。”2004年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连续播出了《世纪长镜头 电影胶片上的记忆

——中国百年老电影揭秘》，以12集介绍了孙明经和他拍摄的影片。曾任北京电

影学院党委副书记的鲁明，作了系统介绍。称赞孙明经是北影电影专业摄影技术

课程的开创者、奠基者；吕锦瑷则是感光材料及洗印、加工和摄影彩色学的奠基

者。2011年孙明经铜像在人民大会堂揭幕，他电影教育的成就越来越受到重视，

2011年全国高校电影教育研究会年会在贵州专门举办了孙明经电影教育研讨会；

在电影学院成立65周年之际，向孙明经，吕锦瑷颁发了中国电影教育开拓奖，表

彰他们为中国电影教育所做的开拓性贡献。

取材：孙建秋  孙建和编著：《孙明经手记：抗战初期西南诸省民生写实》孙明经

图片传略；《金陵女儿》吕锦瑷：努力实现金女大就读时的志愿；文稿经孙建秋老师反复

校正修订，照片由孙建秋老师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