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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总是对自己的来处充满好奇。
面对奔腾不息的时间之河，岁月流逝的速度有多快，想要探究过往的愿望就有多强烈。
而对于历史的态度，将影响我们的现实和未来。
在共和国迎来六十华诞之际，我们想用诚实的眼睛，带着尊重的心，回望共和国的青春往事。
1949年，《新闻简报》伴随着新中国一起诞生。
它用电影胶片纪录和传播新闻，每周一期，每期约十分钟，含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1978年后改为《祖国新貌》，直到1993年结束。
如今，这些影片安静地栖身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库房里。
那是真真实实存在过的历史。
曾经举步维艰又充满希望，曾经沸腾如火又激情莽撞。
和书本上的历史不同，《新闻简报》里有一个鲜活的中国。
今天，当这些黑白画面在眼前滑过，即便已经隔着几十个春秋的距离，那些单纯的、饱满的、粗糙的
、新鲜的气息依然喷薄而出。
摄影机不说谎。
进步是真实的进步，幼稚是真实的幼稚；喜悦是真实的喜悦，苦涩是真实的苦涩。
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珍存着关于成长的记忆。
国家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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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而作为中国最大的纪录电影摄制机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是当年中国百姓文化生活的重要
创造者：《新闻简报》曾是国人集体收看的“新闻联播”——在电影院里，或者在露天的广场上。
距离自己千里之外的素不相识的人们，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他们有着怎样的情感？
　　年轻的共和国，经历着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故事片开映前十分钟的“加片”并不仅仅是热场，它让人们得知了南国粮食的丰收、东北工厂的
投产、西部铁路的铺通、外国友人的来访；还有，泼水节的欢乐有多么浓烈，全运会上是谁打破了纪
录，全聚德的烤鸭如何美味，英雄牌金笔怎么做到高品质⋯⋯　　《新闻简报》是电视机进入中国家
庭之前，一个极为广泛而有效的大众传播渠道。
　　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新闻简报》是新闻，是政治，是文化，甚至是娱乐。
它是一扇打开的窗，在某一段时期里甚至是唯一的一扇窗，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描述：越南电影，飞机
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
闻简报。
　　在纪录历史的过程中，《新闻简报》自己也进入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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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新闻简报1950—3收容乞丐游民乞丐问题是中国数千年来无法根治的痼疾。
旧时，乞丐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当时把乞丐叫做“花子”，北京土话也叫“打闲的”。
这些人成分相当复杂，有成群结队的，也有独挑的。
这些乞丐整天流窜街头，遇到店铺开业或者有人家办喜事，手拿“哈拉把”（牛肩胛骨做成的响器）
的“花子”便蜂拥而至。
有念喜歌的，有唱太平歌词的，有唱数来宝的，办事人不堪其扰，于是就找“看街人”代为设法阻拦
，本家拿些剩菜、剩饭和钱来打发这帮花子。
历代为了消除无业游民都采取了很多措施，晚清时期政府一方面采取传统赈抚政策，发放“恩赏米石
”，收养老弱病残，设立粥厂，收留灾荒与战争性无业游民；另一方面，政府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
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推广“工艺局”，“收养贫民，教以工艺”，为乞丐流民创造自食其力的条
件。
进入民国，丐帮中还出现过自发的“乞丐互助会”组织，群丐选出会长，多次到商会请愿，要求商会
通知各商家把施舍零钱数目增加一倍。
商会表示无法推行，并提出可以介绍“乞丐团”的成员去粥厂喝粥，但这些措施都没有彻底解决乞丐
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各大城市共有多少游民已难以统计，仅从全国各地举办的920所生产教养机构所收
容改造的数量来看，到1953年就收容改造了44.6万人（包括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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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曾以为这是“假演”，其实应该叫“加演”。
　　——共和国一代人儿时的影院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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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生1950-1961》：一个时代的景仰记录，一部共和国的青春史诗。
精选部分新闻简报，制成VCD光盘，随书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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