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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龙去脉

□仇柏年

天胜照相馆的裘珊确有经商才识，开业后他十分
注重企业形象和服务质量，规定员工必须着西装，营业
时要戴佩服务证，接待顾客必须热情礼貌，态度和蔼可
亲，若与顾客口角，轻则批评，重则开除；关键岗位均须
由技术熟练的师傅担任，学徒只能做辅助工作；拍摄、
修底、冲晒、漂洗每个环节都要严把质量关，照片出店
前，要经过检查，达到美观、大方、清晰的标准才行。学
生拍照，相馆负责将相片免费送到学校。“天胜”的营业
电话选2号、777号、888号，易于顾客记忆，营业时间
从上午八时到晚上九时，长达13小时。据说“天胜”还
有项承诺：顾客若对照片不满意，可免费重拍，直到满
意为止。

“天胜”的设施在宁波也无可匹敌。凭借充裕的资
金，天胜照相馆配置了先进的摄影设备，镜头就配有美
国柯达摇头长镜、新式光甬镜、格菜佛力克司镜，德国
七寸径口镜、绞子镜等，以适应不同拍摄要求。各种软
片、灯片和干片选用美商柯达公司和德商矮克发公司
优质材料。“天胜”用高薪从上海、广东等地雇来技师摄
影，请上海新舞台布景主任张聿光绘制闺房、花园、皇
宫、月夜、楼台以及西湖名胜等布景。照相馆起先名为
照相公司，内设玻璃棚、招待室、样子间、景装部、照相
部、经售部等六部。这规模和设施，其它照相馆难以企
及。

裘珊还具有商战胆略，勇于竞争，“容华阁”老板在
中山公园外开“中华”照相店，他就在公园内开“珊珊”
照相店；徐大椿在中山西路5号开“绿宝”照相店，他就
在“绿宝”的对面中山西路2号开“大同”照相店。据说

“天胜”员工的工资报酬，比一般同行要高出50%左右，
年终视效益还能增发一到两个月的工资。“天胜”很早
就推出艺术照，当别的相馆还在标榜“时间快、图像真”
时，“天胜”已经在讲究“灯光美、姿态妙”了。裘珊十分
在意广告宣传，所做的报纸广告图文并茂，其版面之
大、频度之高常常超过其它照相馆。圆明照相馆与“天
胜”的竞争曾一度成胶着状态，广告幅面做得比“天胜”
大，“天胜”马上反击，幅面做得比“圆明”更大；“圆明”
推出外出摄影，“天胜”也随之推出，并打折优惠。后来

“圆明”利用地处钱家花园的优势，推出实景拍摄，“天
胜”这才作罢。明星照相馆也曾与“天胜”打过广告战，
对“天胜”旁敲侧击地予以攻击，但不久因为拍裸体照
陷入风流案忙于辩清而熄火。

“天胜”不但在照相拍摄业务上独占鳌头，还逐步
控制了当时照相原料经营业务，重要产品如矮克发公
司、柯达公司的产品由其独家经销。“天胜”所设的照相
材料行，品种丰富，当时不仅宁波地区的照相店大都向
其进货，连远在金华、江西、湖南等地的一些照相店，也
向其购买材料。天胜照相馆还将业务触角伸到外地，
普陀山观音胜会香客游客最多的两个月，“天胜”在普
济寺前设临时分公司，满足各地客人照相留念之需。

由于服务周到，照片质量好，久而久之，“天胜”有
了口碑，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成了本地照相业中翘
楚。当初的“后生小子”裘珊也被推举为宁波照相业同
业公会理事长，一段时期江北岸重大社会活动常常出
现他的身影。裘珊在事业兴旺时期，除了“天胜”、“珊
珊”、“大同”照相馆及照相材料行，还与人合资或独资
开办了民光电影院、甬江大戏院、明星大戏院以及天胜
印刷公司。

抗战时期，裘珊远离宁波赴重庆，职工解散失业，
有的自开小店，有的摆摊度日，照相馆被日人占用。抗
战胜利后，裘珊返回宁波，重操旧业。1948年，裘珊遇
到人生重大波折。《申报》报道：“昨夜半居住市区江北

岸之天胜照相材料行暨活佛素菜馆主裘珊，十时许由
民光戏院驾自备汽车返家，抵门时，突有预伏弄口之匪
徒五人，各持短枪，将裘挟住。裘妻闻声开门，亦为匪
监视，勒去金饰后，即将裘绑向慈溪县境遁逸，临行声
言须备金条十条往赎，否则将有不利。事后裘妻报请
治安机关严缉中。”（《申报》1948年4月12日）后来有
资料显示，这伙绑匪来自奉化宁海方向，为首的绰号叫
作“小雄鸡”。裘珊被土匪绑架长达53天，这期间，其
妻为营救丈夫四处奔走，后因富亲阔友不肯相帮，活佛
素菜馆招盘不成，凑不足十根金条，感觉人情淡薄、救
夫无望而服毒，幸被及时抢救。在裘妻服毒后第四天，
裘珊终于脱险，重获自由。由于此案扑朔迷离，社会上
对裘珊是赎出、救出还是逃出，议论纷纷。

裘珊脱险后，将民光电影院等推并他人，并登报声
明辞去照相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兼理事各职，仅留下天
胜照相材料行和活佛素菜馆，不到三个月又将活佛素
菜馆闭歇。1949年9月，国民党飞机轰炸宁波，天胜照
相馆着火，被迫停业，部分职工遣散。次月，“天胜”搬
至开明街349号原民国照相馆址临时营业，经营照相
材料维持门面。而频受打击的裘珊无意再在本地经
营，离别宁波，去了上海、杭州等地。1952年7月，天胜
照相馆迁到中山东路108号恢复营业，此后“天胜”继
续发展，成为宁波老字号。

上世纪，相机还是奢侈品；上上世纪，国人使用相
机更是凤毛麟角。宁波这些领风气之先的照相馆，为
千家万户留下了珍贵的记录，使得生活在当下的人们，
能够从遗存下来的老照片中，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丰
富多彩。但在宁波城内，现在能找到老照相馆建筑遗
存的，只剩下一堵断壁残垣了，这一遗存位于江北岸外
滩天主教堂大门北侧，其形状有点像澳门大三巴牌坊，
兀然耸立。它有六眼门框两道护栏，二楼尚有十一根
墙柱，五方六圆，柱端塑有科林斯风格的花饰，墙体上
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文字。1929年，创设于清宣统年间
的新华英照相公司建成此楼，至今已有八十余年历
史。关注宁波照相馆历史或对宁波近代建筑感兴趣的
朋友，不妨前去看看。

宁波早期的照相馆（下）

当年华英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每到年末，年终奖总会成为一种期待。彩友小梁（化姓）
在异乡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一年后，意外地收获了两笔年终
奖：一笔是工厂老板给的，3000元；另一笔是自己给的，
476540元之巨！

1月19日上午，已经身为“双色球”2017007期二等奖得
主的小梁现身宁波市福彩中心，在面对现金支票时他一度激
动得无法自持。“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要是靠打工，这得赚
多久啊！”小梁表示，他来宁波打工多年，曾经从事过多种工
作，今年年初在老乡的介绍下，来到了如今的制衣厂做普工。

“今年活挺忙的，每个月加点班的话有4000多元的收
入，就是有点累，工作的地方空气比较差。”当提及工资待遇，
小梁的笑容中闪过了一丝无奈，但很快又话锋一转，“其实老
板对我们还不错，提供吃住，昨天还发了3000元的年终奖。”
小梁介绍，他有兄弟姐妹三个，他是老大，弟妹分别在读大学
和高中，父母收入不高，需要他接济，因此过得拮据。

但人总是需要点爱好，“双色球”就是小梁如今唯一的爱
好。“‘双色球’一周三期，我每到开奖日都会去买。”小梁说，
买“双色球”就是买一个希望，但他自知这个希望十分渺茫，
因此每次投入都控制在4元，购彩方式也一直都是机选。想
不到，小梁的希望居然在1月15日晚成为现实，当在网上查
得自己中奖后，他一度激动得失眠。

“我得马上回去工作，厂里最近人手不足，缺不得人。”完
成兑奖后，小梁告诉工作人员，这笔奖金他会把大部分交给
父母补贴家用，而制衣厂的工作对于他来说依旧十分重要，
过完年后他还会回去工作。

为了庆祝农历丁酉新年，福利彩票特推出的
三款贺岁版生肖主题刮刮乐——5元票“丁酉鸡-
金鸡银鸡”、10元票“丁酉鸡-鸡鸣富贵”、20元票

“丁酉鸡-吉祥如意”已经登陆甬城，为广大彩民朋
友送来了新春祝福！

“丁酉鸡—金鸡银鸡”

“丁酉鸡-金鸡银鸡”是为庆祝丁酉鸡年而设
计的一款生肖纪念彩票。该款彩票为双联票，分
为金、银两专色，寓意阴阳平衡。

玩法规则：此款彩票的玩法与画面巧妙结合，采
用了市场上普及度高、简单有趣的三同图的玩法，分
局游戏中刮出3个相同的字符即可中奖，共有6局游
戏，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丁酉鸡—鸡鸣富贵”

“丁酉鸡-鸡鸣富贵”采用中国传统绘画——
水墨画为设计风格，主题突出生肖鸡年与春、夏、
秋、冬四季的融合，深度构思，共设计了4款主题
统一、幸福美满生肖鸡的形象。彩票画面意境丰
富、富贵大方，彩民既可领略国画的风采，也可享
受游戏的快乐和吉祥祝福。该彩票采用“数字比
对+特殊图符”游戏玩法，简单、易懂，特殊图符

“鸡”与主题契合度高，趣味性强。
玩法规则：刮开覆盖膜，如果任意一个“我的

号码”与任意一个“中奖号码”相同，即可获得该
“我的号码”下方所对应的奖金；如果刮出“金鸡”
图符，即可获得该图符下方所对应奖金的 10 倍。

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丁酉鸡—吉祥如意”

“丁酉鸡-吉祥如意”画面结合了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中国剪纸，展现了中国特有的民俗
文化。彩票票面朴实饱满，五只形态各异的剪纸
鸡，结合美好的祝福语，寄托了对鸡年的美好祝
福，具有浓郁的传统节日气息。

玩法规则：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鸡图符，即
可获得该图符下方所对应的奖金。中奖奖金兼中
兼得。

彩友收获47万元“年终奖”

福彩“刮刮乐”丁酉鸡票火热来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