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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烙刻：记忆中的影像》名中的“烙刻”有被迫和自愿两层含义。
这些影像自然已经深深地烙刻在了故人的记忆中；但我们希望它们继续烙刻在新人的记忆中。
只是这新旧两种烙刻的本质意义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必须说明的是，因为淡化、回避了现代人的观点，使得《烙刻：记忆中的影像》不是一册厚重深
刻的读物，它只是把这些堪称“中国现代史缩影”的照片罗列在这里，同时捉洪一些比较真实、鲜为
人知的拍摄背景资料。
至于这些照片所反映的历史和了川们更深层的真相和意义，只能有待后人来揭示了。
叩击记忆的门扇，减缓下该忘却的忘却，留下思想的引子——我们目前只能做到这个程度。
　　作为编者，我首先要感谢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及相关人士对成书无私的帮助，尤其感谢作者巴义尔
在工作之余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工程”。
如果此书还能给读者带来一些阅读乐趣，如果它还有一点现实的、历史的价值，就让我们在回味、铭
记这些影像的同时，也稍微留意一下拍摄这些照片们人吧——虽然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并不是什么知名
人士，可能也不属于永久铭记的内容。
此书得以面世，我们还要感激、铭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按照出版规定对《烙刻：记忆中的影像》的
审查、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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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铭记与忘却《占领总统府》：一个王朝的终结《开国大典》：照片辉煌的背后上甘岭的照片，上
甘岭的故事中国的胜利：《欢送志愿军回国》一幅照片，一桩姻缘《毛主席接见亚非拉青年朋友》绝
版的“四巨人”合影大地颤抖中产生的摄影名作吕相友：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看
得见的《东方红》长城第一照林彪飞机坠毁的照片划时代的握手谁是“四五英雄”?王立平：音乐家，
摄影家吴鹏：端着相机的“四五英雄”《小平您好》：定格了一个新时代只有这张照片把“四人帮”
拍全了《彭德怀在前线》：中国军队高级领导人在前线的惟一照片杨绍明：聚焦伟人《毛主席畅游长
江》：奋斗其乐无穷经理给总理照相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大夫》“黑”的画家，白了一头青
丝，掉了满口白牙《我们热爱和平》：一张令无数英雄洒血无憾的照片《学习雷锋好榜样》留得“样
板”在史册《西沙民兵》：红光亮的代表作《上访者》：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摄影作品的里程碑“最高
”的照片鲁迅与中国摄影的先驱者沙飞希望的“大眼睛”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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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终因敌强我弱，弹药供应不上，志愿军被迫转入坑道，坚持斗争。
坑道战比阵地战更艰难。
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对十五军坑道采取筑垒封锁、石土堵塞、轰炸爆破、断绝水源、施放毒剂和烟熏等
毒辣手段，妄图消灭坑道中的志愿军。
　　坑道战是艰苦的。
许多坑道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块饼干，许多人喝不到一滴水，只好用互相喝尿来解除难忍的干渴，官
兵们还戏称为“光荣茶”。
战士们把饼干放入嘴里能把舌头割破，人丹放在嘴里竟化不了。
由于医疗条件差，许多伤员牺牲在坑道中。
有一个坑道，10多名战士直到饿死，还端着冲锋枪守在坑道口。
　　“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二等功!”这是上甘岭战役坚持坑道战阶段的立功标准。
两个高地的各个坑道，距五圣山主峰最近的地方500米，最远也不过1000多米，但要通过10道封锁线。
即使到了坑道口，要进去也很难，每走一步，都可能流血牺牲。
派去一个班，活着进坑道的只有三分之一，为送一壶水，甚至要付出几条生命。
　　十五军后勤部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组织机关和部队靠“匍匐运输”、“接力运输”等方式，
将3万发迫击炮弹和大量食品、物资送入坑道。
整个上甘岭战役运输人员伤亡就达1700余人，占我军整个伤亡人数的14％。
秦基伟曾对尤继贤说：“打罢上甘岭，给后勤记头功。
”　　坑道里挤满了战斗员、伤员和烈士的遗体。
硝烟、血腥混合在一起。
粮没了、水没了、药也没了⋯⋯双方已经都很难坚持了，这时就看谁能沉住气了。
为了掌握情况，志愿军决定抓俘虏。
通过审讯俘虏，秦基伟心中有了数。
他在日记中写道：“敌人两个师已有半数以上死伤，按美军(每个)师1.8万人，伪军(南朝鲜)1.2万人，
合计3万人。
现在能够参与战斗的不到1万人，敌人为争夺我们两个连的阵地，用了两万人的死伤，而阵地仍然夺
不去。
我想，敌人是不愿意这样来拼消耗的，美军不是缺钢铁而是缺少人力⋯⋯”据此他决定开始筹备反击
战。
　　11月11日15时45分，志愿军的榴弹炮、火箭炮、追击炮、山炮、野炮，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军倾
泻。
秦基伟指示炮兵要巧妙地运用火炮的威力：15时45分炮火进行第一次急袭后，停歇5分钟，再急袭5分
钟，然后假意发出步兵攻击信号，但并不冲锋，把敌人引诱到前沿工事后，才使用火箭炮覆盖，几十
门榴弹炮也一起轰击。
这几次急射，1万多发炮弹铺天盖地落到敌人阵地，537.7高地北山一片火海，地堡飞上了天，铁丝网
被炸断，敌人的尸首四处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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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影像，对原创作者的最新采访，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照片定格了时代，记录了曾经的震撼，也在瞬间锁定了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本质，成为一张张历
史的切片。
这让我们能够从容地回顾历史，品嚼其中的味道。
这些照片所表现的时代和事件，今天看来让我们发笑，也让我们流泪，更让我们感动。
本书收录了一些摄影名作，并配上了作者的访谈资料和原作，是一本可读性强、资料性强的休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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