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部记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西部记忆>>

13位ISBN编号：9787505966246

10位ISBN编号：7505966243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中国文联出版社

作者：罗小韵

页数：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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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部记忆>>

前言

　　“是那五年的插队生活，锻炼了我性格中的坚韧，在以后的生活中，面对任何困难，我都能从容
面对。
在我30年的采访生涯中，只要是到农村采访，就倍感亲切。
”　　41年前的一个冬夜，在北京开往山西原平县的火车上，一整列火车上都是从北京到山西落户的
知青，我也在其中。
那天晚上，大家在火车上听到了毛主席发表的“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
　　那一年，我15岁。
　　我们插队在柳巷村。
这里日常食物是高粱面做成的各种食物和玉米面蒸出的发面“窝窝”，我们6个女生睡一个大炕。
每到冬天，白天烧炕的余热散尽，第二天早晨，炕就变得冰凉，屋里的水都结成了冰⋯⋯但我们很快
适应了新环境，开始投入到劳动中，平整土地、播种、锄苗、锄草、收割，这些农活一点一点地学起
。
最难忘的是春天的浇地和秋天的麦收，浇地时常常要在夹着冰碴儿的水里泡上几个钟头，五年下来，
我落下了关节炎的病根。
割麦子一般是天不亮就到地里，干上五六个小时，收工时，腰都直不起来。
　　但是，知青上山下乡这场运动，使我们这些城里的学生有了农村生活的经历，锻炼了我们坚强的
性格和不怕吃苦的精神，是我们一生都受益的。
现在每到节假日，我更愿意到农村走走，陶醉在田野那特有的芬芳中。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件，但是对自己的人生影响最大的，也许只有一次。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国家的不幸、自身的坎坷，使我们知道了什么叫
面对、什么叫责任。
”　　1973年，我结束了五年的插队生活，赋闲在家，正好家里有一台相机，受亲友们的影响，我开
始对摄影产生了兴趣。
　　1976年清明，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举着花圈的人们冒雨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
“总理为人民人民爱总理”十个大字在广场上矗立着，近百万人掀起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汹涌波涛。
我背上相机骑着一辆28型男式自行车来到现场，踩在自行车的后架上拍摄，好些大场面的照片就是这
样拍到的，包括这张获得“四五运动”摄影作品一等奖的《力挽狂澜》。
　　我第一次领悟到了“摄影”的真正价值，从那时起，我和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8年11月，我和一些“四五运动”的摄影者加上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历时一年制作的《人民的悼
念》一书出版，10万册很快销售一空。
画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我们这些人被称为“四五英雄”，大家也相继走上专业摄影的岗位，并于后
来成立了在中国摄影史上颇有影响的“四月影会”。
　　但是三十多年来，我从未以“英雄”自居过，我想我们当时不过是做了一件分内的事情。
“四五”的摄影者们是怀着一种社会责任感去记录当时发生的一切，以避免那段历史影像变成空白，
因为当时专业摄影记者都被禁止去天安门广场拍照。
这种社会责任感伴随了我一生。
　　“在生活中，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女人，要想在事业上有所追求、有所成就，总会遇到许许多多
的困难，摄影更是如此。
然而，我渴望并努力着，把我所爱的、所寻找的、所追求的一切美好的形象，通过摄影艺术表现出来
，献给人们。
”从事专业摄影以后，我几乎走遍了神州大地，对西部更是情有独钟。
无论在哪里，我都深切地感到，美是无处不在的，它从四面八方涌来，启迪你的思想，开拓你的视野
，陶冶你的情怀，促使你去不断地发现、感受和创造。
　　我喜欢表现“人”这个永恒的主题。
我希望在我的作品中，反映人的思想、人的性格、人的喜怒哀乐、人的感情交流的诸多形象，能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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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矛盾的冲突去突破命运的限制。
我喜欢到边远的地方去，那里山川苍莽，天穹博大；那里生活着不同的民族，保留着古老的习俗；那
里的一切都蕴含着一种浑厚、粗犷甚至是惊心动魄的美！
这些使我情不自禁地要拿起相机，来抒发我对这一切的认识和感受。
在朴实、粗犷、浑厚之中寻找含蓄、抒情和细腻的表达，成为我多年来始终追求的艺术风格。
　　摄影创作是艰苦的。
旅途中，一天赶上千里路，睡两三个小时，吃一顿饭⋯⋯是常有的事。
但是，我喜欢这样的职业生活，从未因此而感到精神上的疲倦。
我最大的收获莫过于从感性到理性去领悟人生的慧义，最大的享受莫过于永无止境地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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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聚焦西部人文地理的图文并茂的纪实摄影图书。
罗小韵以女性的细腻敏感捕捉到了三十余年间西部变迁的魅力细节，用纪实摄影的手法艺术而又忠实
地记录了这些珍贵的瞬间，并辅之以凝练朴实的文字记述。
镜头内外和字里行间都充溢着罗小韵坚忍勇敢的艺术探索步伐和理性的人文关怀，同时也留驻了多彩
而浪漫的少数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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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小韵，1953年生于北京　　198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摄影专业　　1992年获美国纽约大学摄
影硕士学位　　1976年拍摄“四五运动”，《力挽狂澜》获“四五摄影”一等奖　　1978年，《人民
的悼念》编辑组成员　　1979年，“四月影会”发起人之一　　1979年-1989年，中国新闻社摄影记者
　　1987年-2005年7月，台湾《大地地理杂志》驻京特约编辑、签约摄影师　　2007年7月至今，中国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首席摄影师　　有几百篇专题报道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刊登，并主编过上百本人文地
理图书　　1984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罗小韵个人摄影展”　　1988年4月在台北举办“大陆杰出
女摄影家——罗小韵边疆之旅”摄影展　　1990年3月在美国纽约举办“中国人”摄影展　　1990年11
月在美国纽约大学等四所大学举办“中国当代摄影艺术”讲座　　1992年6月在美国纽约举办“人生”
摄影展　　1987年出版《中国青年摄影家——罗小韵》　　1988年出版《中国摄影家罗小韵作品集》
、《边疆之旅》　　1992年出版《大西北纪行》　　1994年出版《我看美国》　　1998年出版《罗小
韵的天地有情》　　2006年出版《自然与人文的交响诗——三江并流》　　2007年出版《难忘1976》
　　2008年8月主编：《守护大熊猫》、《震中熊猫影像日记》、《魅力四川》、《万里长江》　
　2007年-2009年策划并实施：“高原精灵”在青藏铁路线，在北京-拉萨火车上展出；“自然精灵”
、“绿色家园”、“抗震救灾与大熊猫同在”、“高原精灵”、“熊猫宝宝成长记”、“野性秦岭”
摄影展，在北京地铁五号线的站厅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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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族云南金平县南昆铁路珍珠的故事贵州长角苗丹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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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卧龙 1978年11月24日 时值初冬季节，我来到卧龙。
卧龙保护区的前身是一个木材生产单位，1975年伐木工人在林中采伐时发现了大熊猫的踪迹，于是林
业部迅速组织专 家进山考察，而后停止采伐，建立了一个2万公顷的保护区，时值我们去时，保护区
的范围扩大为20万公顷。
从沟谷至峰顶依次分布着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温带针阔叶混交林、亚寒带针叶林、高山草甸和冰雪带
，分布在保护区 的高等植物接近2000种；大熊猫主要分布在海拔2000米至3600米的森林中，在这个区
城范围内还生活着川金丝猴等其他野生动物。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告 诉我们，如想看到野生动物，必须到“五一棚”。
从保护区管理局所在地沙 湾出发，跨过皮条河的铁索桥，沿着林中小路步行三个多小时，就看见“五
一棚”了。
这一带方圆三十多平方公里，是大熊猫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海拔 2500米，这个观察站只有几间木板房
和几顶帐篷，当时在那里担任观察工作 的是小周和老彭。
次日清晨，下起了小雨，小周带着我们去看熊猫过夜的树洞。
林子里没 有路，我们像熊猫一样在箭竹林里穿行，小雨变成了雨夹雪。
终于到了树洞，只找到几坨熊猫的粪便。
对我们这些外行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但观 察人员却可以从粪便中分析出熊猫几天前到过这里，
吃的是什么竹子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日常的工作。
我们冒着雨雪往宿营地返回，路上很滑，经常摔 倒，好不容易回到“五一棚”时天已经黑了。
我们浑身上下，里里外外，几 乎没有一处是干的，而且满身泥泞，只得换上考察人员的军大衣，坐在
火塘 边将衣服一一烤干。
晚上钻进睡袋，听见帐篷外呼呼的风声，好像帐篷随时 会倒了似的。
早晨刚钻出帐篷，老彭便跑来说，听到金丝猴的叫声了，他让我们到一 个地方等着，准备好相机。
过了没一会儿，就听到树枝被折断的声音，而后 一只、两只、三只⋯⋯大约有几百只的一群毛色金黄
、长相十分可爱的金丝 猴从我们眼前跃过，还可以看到有母猴胸前抱着小猴子。
只不过是几分钟的 时间，猴子们就不见踪影了。
我也按了几下快门。
而后的两天这样的经历又 有两次，只可惜当时我只有一支80-200rnm的变焦镜头，拍出的猴子在底片 
上只有蚂蚁那样大小，根本不能用。
以后我有300、500mm的变焦镜头，但再 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这次的经历，让我深深地了解到野外考察拍摄野生动物 是多么的不容易。
1986年10月28日 今天我们随同英国女皇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时任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主 席）再次来到
卧龙。
刚到卧龙就听说，1986年8月12日卧龙第一次人工繁殖的 大熊猫幼仔出生了，取名“蓝天”。
我们到卧龙时，蓝天已经两个月大，长 至77公斤重。
2000年4月20日 时隔22年，我从四姑娘山再一次到达卧龙，映入我眼帘的已不是当年的 卧龙，它的变
化太大了！
1999-2000年，大熊猫人工繁殖有了重大突破，国 内外媒体广泛的报导，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参观
。
可是随着我们采访的深入，才发现卧龙也面临很多困难。
大熊猫存活率 越高，保护区的经济负担越沉重，因为每一只未成年的大熊猫幼仔，一年的 喂养及治
疗、检查等费用就高达2万人民币，国家的拨款毕竟有限，很多钱 都要自己找。
80年代到90年代，卧龙前后来过140名大学生，因为卧龙远离 城市，现只剩下8名。
2008年7月11日 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核桃坪基地在此次地震中遭到重创，熊猫 圈舍损毁严重
，14座完全损毁，18座严重损毁。
经地质专家们考察，此处属 于次生灾害高风险发生地，熊猫们暂时不适合在此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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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月18日起，8只奥运熊猫已从卧龙转运出来，6月5日正式在北京与游 人见面。
地震时卧龙有63只圈养大熊猫，到今天为止，已从卧龙转移走的有 40只，有的在碧峰峡，还有的到其
他各省动物园。
至我7月11日离开碧峰峡 时，碧峰峡有36只大熊猫，其中含震前在碧峰峡生活的22只，卧龙疏散过来 
的有14只。
每天在碧峰峡拍完照，在驻地院子里遥望邛崃山，满眼青翠欲滴，在山 的北坡就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
卧龙，灾后重建计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震后7月6日，大熊猫帼帼生下全球首对熊猫双胞胎，这是生命的延续。
只要“卧龙精神”在，卧龙，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2009年2月22日 震后9个月——2009年2月12日，我再次来到雅安熊猫基地，这已是震后 我第三次前往雅
安碧峰峡熊猫基地了，为了拍摄震后出生的13只熊猫宝宝集 体搬进新家——雅安熊猫幼儿园。
卧龙雅安基地2008年共有13只熊猫幼仔成 活，在饲养员们的精心照料下，个个身体健康，活泼可爱。
2009年4月9日 我们下午3点从都江堰赶到了映秀，映秀到卧龙，还有45公里的距离，我们必须在天黑前
赶到卧龙。
这条连接“卧龙特区”与外界的公路，是四川 灾区最后修通的路，于2008年10月15日才抢通，但远没
有都汶路那样平坦，其中损毁最严重的路段为映秀至耿达这20多公里。
走在路上，放眼看到的全 是地震时被撕裂的山体、大面积的滑坡，飞石经常从山上滚下，随时有发生
危险的可能。
地震后走过这条路，每个人都能亲身体会到地震给当地生态造 成的破坏。
5·12汶川大地震对卧龙大熊猫栖息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严重的山体 坍塌，把原来植被非常好的大
熊猫通道及栖息地，切割成了许多孤岛，直接 影响了野生大熊猫的垂直迁徙。
由于地震造成的2500米以下的低海拔地区，卧龙野生大熊猫的竹源地受到了严重破坏，大熊猫将面临
食物短缺等生存挑 战。
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原核桃坪基地将改作“地震博物馆”，熊 猫基地新址已选在卧龙耿达乡
以北幸福沟里的神树坪至黄草坪之间的地带。
九寨沟 1978年11月10日 这是我第一次到九寨沟，此行是受林业部的委托，到九寨沟拍照。
此时 的九寨沟还是林场，刚刚停止采伐。
一进沟就可以看见路边散落着被砍伐的 木头，我们就住在诺日朗林场招待所。
这时已进入初冬，屋里很冷，只能靠 烤炭火取暖。
我们拍到了原始森林（针叶林阔叶林）、海子（湖泊）、瀑布、雪山、珍稀 植物和当地淳朴的藏民。
九寨沟主要由树正、日则、则查洼三条沟组成，总 长约50公里，面积700多平方公里，数以百计的高
山梯湖、瀑布、森林、雪 山构成了秀美的景色，在全世界都极为罕见。
我们回京后向有关部门反映，希望能不再砍伐木头。
1978年12月15日，国务院以国发（1978）256号文件，明确指示，将南坪的九寨沟等四个地区划为国家
级保护区，停止区域内一切 砍伐，停止一切经营性生产活动。
再之后，九寨沟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成为全人类共有的世界级遗产地。
1980年5月26日 这是我第三次来九寨沟了，前两次都是初冬季节来的，此行特别选在春 天，希望能拍
点不一样的图片。
长海是九寨沟最大的海子，被漫山遍野的皑皑雪松拥抱着。
长海是远古 冰川的儿子，它没有出水口，靠冰碛物阻塞成湖。
长海的南边冰川雪峰上的 积雪是长海的水源，每当夏秋时节，长海水色湛蓝。
在湖畔找到一条用～根 木头剜成的小船，我们坐在独木舟里，从青蓝色调的湖面轻轻划过。
望着水 中的倒影，好像在远古的、神秘的天空中划行。
这时的九寨沟不为世人所知，民风也很淳朴。
在水冲磨房旁给几个藏族 姑娘拍照，她们回家换了新衣服才让我们拍照。
2008年10月22日 我于1978、1979、1980年这三年连着去了三次九寨沟，这些年九寨沟名 气大了，游人
去得多了，每逢节假日，进沟的旅游车排在沟外几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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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 十年间，有很多次机会去九寨沟，但我一直不敢去。
因为九寨沟在我心中是 那样的美丽、纯净，我不愿意让现在所看到的景象破坏那当初美好的印象。
这次是去甘肃文县白水江保护区采访灾后重建，九寨沟是必经之路，于 是故地重游。
九寨沟依然美丽。
平心而论，游客这么多，管理得井井有条，环境也保护得不错，几十年能保护成这样，已实属不易了
。
只是少了当年那 种纯朴和恬静。
P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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