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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吴印咸是20世纪中国摄影史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吴印咸在1900年生于中国东部江苏省沭阳县，直至1994年在北京辞世，是一位拿着摄影机的世纪同龄
人。
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他经历了中国历史巨变的许多关键时刻，目击了重要政治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
实场面。
他以高度的历史感悟力和摄影敏锐性，记录了这些重要的瞬间。
所以，吴印咸成为20世纪中国摄影史的重要代表，首先是由于他对中国当代历史影像建构的贡献。
他于20世纪40年代进入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延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坚持抗战、倡导民主的过程中
，成为一名投身战火的战地摄影师。
他用手中的摄影机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领导民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由小到
大、由弱变强，直至取得完全胜利的历史进程。
他的摄影生涯和艺术成就，清晰地表明了一个正直的爱国者，一个痴迷于纯艺术探索的摄影家，怎样
投身到历史的洪流中，确立了民族历史影像建构者的新身份，成为一个与人民共命运的摄影家的过程
。
摄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
对于中国而言，20世纪20_30年代，是照相技术不断发展，完善摄影作为艺术的初创时期。
吴印咸当时是一位勇于尝试的年轻人，是中国摄影史的早期问路者之一。
在他的早期的摄影作品中，就表现出对黑白光影处理的艺术敏感和多方试验，跟同时代的世界摄影潮
流相互呼应。
今天，当我们回顾与他年龄相近的各国摄影艺术家，如出生于匈牙利的布拉塞(Brassai，1899-1984)，
美国摄影家安瑟·亚当斯(AnselAdams，1902-1984)，英国摄影家毕尔·布兰德(：BillBrandt
，1904-1983)，尤其是享誉世界的法国摄影家昂利·卡蒂一布列松(HenriCartientBresSOIl，1908-2004)的
历史足迹时，从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所拍摄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黑白摄影全盛时期的光影探索
和时代风格。
吴印咸早期作品中与之呼应的明显特征和本土风味，显示出他对中国摄影艺术开拓时期的个人贡献。
就中国而言，另一位早期摄影的开拓者郎静山(1892-1995)，也是一位与吴印咸年龄相近而影响出众的
先躯者。
但是，郎静山的摄影主题随后转向禅学意味、灵虚宁静的意境追求和合成技巧的锐意尝试，与吴印咸
投身革命洪流面向大众的艺术转向，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对照。
吴印成一生最突出、最有历史价值的艺术创作，是于1938-1945年这7年间在延安完成的。
他为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许多真实场面留下了宝贵的影像史料，并且是在摄影器材十分短缺、拍摄
条件极其困难的状况下完成的。
他的这份贡献受到了许多论者的充分肯定和评价。
吴印成从一个早期摄影探索的唯美主义者和精湛的技术研究者，转变成为一个政治上信仰共产主义、
艺术上具有战地摄影家特点的创作者。
他的早期艺术积累、他在黑白摄影方面的造诣，对他在延安时期的摄影创作的保证作用，却较少被人
论述。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苏联早期的艺术发展史中，不乏这样的先例。
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雕塑家穆希娜和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在十月革命之前，都曾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
经历过现代派和形式主义的洗礼。
但在十月革命之后，转入苏联早期的文化建设时，他们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不但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
时代感，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是具有独立的创新意义和恒久的文化价值的。
比如爱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和《十月》，并不因为苏联的解体而丧失其历史意义和文化价
值。
我想指出的是，这样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吴印咸延安7年的摄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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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印咸延安时期的摄影创作不只具有政治意义和文献价值，而且具有摄影艺术上的价值。
青年时代，他在上海时期探索黑白摄影形式。
延安时期虽有其他各位摄影师同样参与了历史记录的摄影活动，而唯有吴印成的摄影作品兼具突出的
文化价值和艺术成就，原因就在于此。
这样，我们不仅把吴印咸的摄影创作活动，置身于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摄影史的流程之中进行了考察，
而且也将他置身于20世纪的世界政治史和摄影史的发展之中做出了比较。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回眸的目光也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空间之中，只有观览世界
语境，才能够对一位作者做出较为全面的分析。
吴印咸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图片摄影家，而且是一位电影摄影家和电影教育家。
他贯穿一生的摄影理论写作——主要是在摄影艺术教材和技巧理论方面的著述，说明了他也是一位摄
影理论方面的不倦建设者。
所有这些创作和理论活动，都表明了他贯穿一生的对摄影艺术的挚爱，并且随着时代的演进力求不断
更新的执著欲望。
《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在写作过程中，立足于既有吴印成生平的历史文献资料和他的同事、战友及
亲属的回忆，还有吴印成本人的回忆录。
另外作者在写作准备中，又对许多与吴印咸共事过的同事和亲友进行了采访，力求使《背着摄影机走
向延安》比以往的吴印咸传记增加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事实和细节。
但限于作者的能力和写作水平，特别是有许多吴印咸的重要亲友和同事已在此前先后辞世，因此，增
加了在搜集资料上的难度。
但是，作者还是尽力弥补这种缺陷，在全书的后半部，从吴印咸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和创建北京电影学
院以及在新中国时期的摄影创作活动等各章中，加入了不少以往的传记中所未有的史料和事实，力求
使《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对反映吴印咸一生的创作和学术生涯，有更丰富和更详尽的展现。
谨此表达对于中国摄影界一代宗师吴印咸的深切敬意和不尽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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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印咸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图片摄影家，而且是一位电影摄影家和电影教育家。
他贯穿一生的摄影理论写作——主要是在摄影艺术教材和技巧理论方面的著述，说明了他也是一位摄
影理论方面的不倦建设者。
所有这些创作和理论活动，都表明了他贯穿一生的对摄影艺术的挚爱，并且随着时代的演进力求不断
更新的执著欲望。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立足于既有吴印成生平的历史文献资料和他的同事、战友及亲属的回忆，还
有吴印成本人的回忆录。
另外作者在写作准备中，又对许多与吴印咸共事过的同事和亲友进行了采访，力求使本书比以往的吴
印咸传记增加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事实和细节。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首批图书，选择约20余位电影家为对象，包括从事编剧、导演、表演、
摄影、事业管理等工作的电影家。
通过对于他们流金岁月的回顾、生活历程的展示，描述他们的人生阅历，记录他们为中国电影发展所
做出的卓越贡献。
同时，也可以对一些重要的电影历史进行过滤和补正，增加电影研究史料的积累，达到以史鉴今之功
效。
 吴印咸是20世纪中国摄影史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本书将在对吴印咸深入采访以及搜集补充相关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以纪实文学的笔法，对吴印咸的
演艺生涯、政治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往事的梳理和不脱离事实范围的文学描写。
全书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既有个人传记的纵向特点，又不完全拘泥于琐碎细
节，而注意展示所述重要作品、重大事件横切面的宽阔历史背景；既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又大胆进行
具有一定想象力的文字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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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世纪之初古城沐浴春风吴门新秀志在华夏千里　　在如今的江苏沭阳县城内大街有一条
小巷，叫郝巷。
巷子很小，地面为青条石铺成，长约一百二十步，宽三步，南连城内大街，北接城内后街；巷西侧正
中间有一个小院子，院墙有门，院内有坐北朝南麦穰缮顶的三间草屋，另有同样的两间西屋。
　　这就是中国摄影界一代宗师——吴印咸的故居。
　　此处院落至今仍保存完好，虽经多次修缮，还保持着一百多年前的风貌。
房屋结构仍为四梁八柱，所不同的是，历经几十年风雨的草屋顶变成了小瓦，泥土墙改成了青砖墙。
　　公元l900年9月21日，这年是闰八月，农历八月廿八日。
凌晨，吴家的院落没有了往日的宁静，伴随一阵紧张的忙碌后，主人吴铁秋的妻子杜氏平安地生下了
第二个儿子。
按照族谱，吴铁秋将孩子取名荫诚，字至甫。
后来改名为印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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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了纪念中国电影诞辰100周年，在回顾历史和弘扬先驱者的意义上，编著中国摄影家吴印咸的传记，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吴印咸是20世纪中国摄影艺术的重要代表。
海外有的论者称他为中国新闻摄影之父，这是名至实归的评价。
吴印咸对中国摄影艺术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他是中国革命史的影像记录者和见证人，
他在延安时代拍下的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争的珍贵镜头，永垂史册；其次，他又是一位在图片摄影和
电影摄影上独具风格的艺术家，特别是早期黑白摄影中的贡献，有拓荒探路的历史意义；其三，他又
是一位坚持不懈、培养后进的忠诚的电影教育家，为建立新中国电影和图片摄影教学体系，付出了毕
生的精力。
他孜孜不倦的艺术探索和勤奋劳作，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直到94岁的高龄才平静地逝去。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不息地坚持着摄影著述的工作，体现了一个为摄影而生、为摄影而死的奉
献者的虔诚和执著。
撰写吴印咸传记最适合的人选，是北京电影学院前院长沈嵩生教授。
他既是吴印成亲密的学生和助手，在吴印咸身旁直接聆教和协助写作有年，又是精通摄影和文艺理论
的学者。
可惜他在1999年也已逝世。
摄影系张益福教授和郑国恩教授也是最了解恩师的吴门弟子，也都是著作等身的摄影理论家，可惜都
过分谦让，未能承担此书的写作。
这项任务落在我的身上，一方面，内心中既有责无旁贷、难辞其托的情感，另一方面，也有一种困难
重重、忐忑不安的担心，担心自己能否圆满地完成这本传记的写作任务。
我于1960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后也曾多年在母校执教。
所以，我也是一名在吴老教导下的学生，曾在学院中多次聆听他的讲话和教导，在校园中看到他慈祥
的身影。
但毕竟很难如摄影系诸师长对吴老的了解那样深入和透彻。
而传记文学不仅要求史料的确凿、观点的正确，更要求细节的丰富和旁侧材料的翔实，只有使传主的
性格心理、音容笑貌跃然纸上，才能达到文情并茂、信达兼备的效果。
在策划《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写作之时，吴老已经仙逝10年，他的夫人和重要战友也都在此前辞世
，因此，直接采访有关史料的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首先要感谢的是吴印咸先生的女儿吴筑清女士，她提供了翔实的史料、资料汇编、吴印成先生的文稿
、诸多亲友的回忆录以及海内外的评论文字。
这些资料都是宝贵而系统的。
由于吴老本人就是一位细心严谨的学者，他生前自己整理的文档就相当系统。
而吴老的各位子女，也是慎重、科学地对待史料保存的研究工作者，因此吴老的作品和文字资料成为
一份可供后世研究查阅的宝贵文献，这为《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其次要感谢的是吴老生前的战友和学生。
特别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各位教授。
在《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写作的准备时期，我先后重访了摄影系郑国恩、刘国典、任杰、张益福、
孔祥竺、杨恩璞、周坤、顾文恺各位教授。
有的教授如张益福、郑国恩都接待了我三、四次，十分耐心、周到地向我回忆当年与吴老共事时，在
他的言传身教下成长的历史过程和动人细节。
张益福教授向我提供的文献和摄影作品资料尤其丰富，令我内心非常感激。
另外，北京电影学院前党委副书记鲁明，对我的采访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他虽然不是摄影系的老师，但他在延安时代和东北电影制片厂时代，都与吴印成先生有过直接的共事
经历和师生关系，他不但提供了准确的史料和真实的细节，而且对当下一些著作中的讹传和错误，提
出了有力的修正和史实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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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为《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此外就是通过查阅吴印咸先生共事的战友和同时代人士所写的回忆文字，在旁证中获取有关史料，来
丰富和加强传主的生平足迹及时代氛围，尽量传达出吴印成摄影事业和人生流程的真实面貌。
在《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写作之前，已经出版过多种有关吴印咸的传记著作、亲友回忆和学术论评
集。
所以《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只是在某些方面，做出了补充和完善。
我个人认为，在叙述和反映吴印成生平的后期，亦即东北电影制片厂，尤其是北京电影学院时期的工
作状况和摄影创作方面，《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提供了比以前的相关著作更为详尽而丰富的史料和
细节，也提供了我对这一时期吴印成摄影作品的评价和分析。
这是因为，这一时期也是我个人的年龄和经历能够直接面对的历史阶段，有一些相关于吴印成的历史
事实，更是自身直接参与的，比如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和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岁月，吴印成副院长当时
的处境和表现是我亲眼目睹的。
因此，写作起来自然就落笔有据和分寸自如。
我深有感触的是，跟当下年轻的文友和读者交流起来，这些历史对他们来说，已感到相当陌生。
由此可见，由我这样经历有限的著者去回述延安时代的电影活动和创业生涯，恐怕也会使当年的亲历
者感到意犹未尽吧。
因此，我想说，《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对吴印咸后期人生和艺术轨迹的叙述和描写，是有别于他者
的一种补充。
如能对读者提供一些新的信息和认识，对中国电影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史料和事实，这就是我在这件工
作中的一份贡献了。
在《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写作过程中，我曾两度身患疾病，特别是眼睛有病，导致了出版计划的一
再延迟，使我内心十分歉疚。
在身患眼疾的时期，深得上海同济大学电影学院教师闫凯蕾博士的关心，为《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
前几章的写作和修改，提供了大力的帮助。
因此我内心中认为她已不是一般的协助，而是《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的合著者。
但闫凯蕾博士十分谦让，坚持不受合著的身份，我在此对她表示十分的感谢和敬意。
此外，在采访过程中和写作过程中，也得到过上海华东师大讲师沈嘉熠女士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马聪
敏的帮助，特在此一并致谢。
此外，我还要感谢中国电影家协会主持《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写作计划的前辈程季华先生、中国电
影出版社李梦学副总编辑、责任编辑李晨曦女士，在《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指导
和帮助，在我患眼疾期间延迟出版《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而给予的关心和宽容，深致内心感激和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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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将在对吴印咸深入采访以及搜集补充相关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以纪实文学
的笔法，对吴印咸的演艺生涯、政治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往事的梳理和不脱离事实范围的文
学描写。
《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既有个人传记的纵向特点，又
不完全拘泥于琐碎细节，而注意展示所述重要作品、重大事件横切面的宽阔历史背景；既严格尊重历
史事实，又大胆进行具有一定想象力的文字发挥。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首批图书，选择约20余位电影家为对象，包括从事编剧、导演、表演、摄影
、事业管理等工作的电影家。
通过对于他们流金岁月的回顾、生活历程的展示，描述他们的人生阅历，记录他们为中国电影发展所
做出的卓越贡献。
同时，也可以对一些重要的电影历史进行过滤和补正，增加电影研究史料的积累，达到以史鉴今之功
效。
 吴印咸是20世纪中国摄影史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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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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