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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照片能更多地留住历史的真实，全赖于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容篡改的独立话语。
令人遗憾的是，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照片的独立话语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使在一些大量使用照
片的书籍里，它也不过是某种历史结论的旁证，或某个历史的概念的图解。
《老照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改变，把照片置于观照的中心，让照片自己来诉说。
有时候，照片蕴含的话语、传播的意味，远不是几条简单的历史结论所能涵盖的，而历史却只有正视
和倾听照片的话语，才能鲜活生动起来。

 本书为《老照片》(第75辑)，全书借助于老照片，真实生动地回顾了中国几段现代历史，如：
叶挺“辞职”风波；北大荒之忆；当街道干部的外婆；百年前的立体照片；1928年的济南航拍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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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940年12月29日清晨，叶挺突然从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单独给延安发去电报，态度
坚决地向毛泽东、朱德要求辞职，请中央派人来这里负责，他本人可以留在新四军做次工作，以免贻
误事机，阻滞本军发展。
这是叶挺的最后一次辞职。
在短短三年的新四军军长的正式任期内，他曾先后五次要求离开工作岗位，这究竟是为什么?让叶挺觉
得难以履行职责的根本原因，是他早年主动脱离了共产党。
事情要从1927年底的广州暴动说起。
那时候因南昌暴动部队的失败，叶挺避居澳门。
这期间国民党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与两广的实力派李济深、黄绍竑发生了内斗，双方调兵遣将，准备在
两广交界地带开战。
广州的驻防变得空虚，中共便决定借机在这里发起新的暴动。
既然要组织军事行动，中共广东省委自然想到了叶挺这员名将，他得到指示，随时准备到广州去指挥
暴动。
由于担心叶挺过早出现会让国民党发现，直到广州暴动的前一天傍晚，作为军事总指挥的叶挺才进入
广州。
11日凌晨暴动开始，叶挺亲自参加战斗。
战事进行得很顺利，暴动武装迅速控制了广州的大部分市区，只有第四军军部和中央银行等坚固据点
没能攻克，张发奎也得以逃脱，组织部队准备反击。
当时中共方面的许多人都为暴动的成功而兴奋，可是却有人看见叶挺神情凝重，一言不发。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知道国民党势必发动强大的反攻，凭中共现有的少数军队和没经过正规训练的
工人赤卫队，是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的。
于是在11日深夜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趁暴动武装还有相当规模的时候撤出广州，去跟其他的中共力
量会合展开斗争。
指挥暴动的多数人还在胜利中陶醉，根本不能接受叶挺的退却建议。
在场的还有一位二十六岁的德国人、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他更是严厉地指责叶挺“动摇”，“想去
当土匪”。
叶挺的意见被否决了，但事情却按照他的预料发展。
12日，暴动武装虽攻下了第四军军部，但国民党的猛烈进攻已经开始。
不过半天的时间，国民党军就杀进广州城内，连暴动总部都受到了威胁。
暴动总负责人张太雷在市区遭到狙击身亡。
到了黄昏时分，市面已是一片混乱，暴动领导人不得不相继撤离。
13日张发奎重新占领广州，之后几天内有五千以上的人被屠杀。
叶挺和广东方面的中共领导人退到了香港。
为了处理暴动善后事宜，1928年1月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前来香港。
李立三很快就给广东的中共领导扣上了“军事投机”等大帽子，分别给予处分，叶挺也在劫难逃，因
为曾主张撤退被认为“表示消极”，遭到“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置。
虽然中共中央随即就取消了对广东干部的所有处分，但关于广州暴动的争论仍在继续。
叶挺这年夏天又到了苏联，中共这时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虽然称赞“广州武装起义的意义是非常伟
大的”，但并没有对叶挺个人的功过作结论，这次大会还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打算研究广州暴动
问题，最后也被撤销了。
代表共产国际的米夫继续指责叶挺消极动摇，米夫的助手王明还摘录叶挺自己的话，证明他“消极怠
工”。
莫斯科东方大学想请叶挺作报告，也被共产国际阻止。
此时叶挺的心情可想而知，生陛宁折不弯的他在痛苦郁闷中脱离了共产党，到德国柏林去了。
一直到了抗战开始，叶挺才跟共产党在新四军重新靠拢，但也正是在新四军，叶挺真切地感受到他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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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士之间无形的阻隔比原先预想的更加强烈。
作为一支中共领导的军队，新四军自然要完全掌握在项英等共产党干部的手里，战略方针都由他们制
定。
按中共严格的组织纪律，像叶挺这样的党外人士参与主要决策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即便是为了搞好团结，项英也只能在其他方面尽量给叶挺多些照顾。
比如叶挺的老朋友，在日本留学得过医学博士的沈其震，项英同意让这个非中共人士担任新四军军医
处处长，月津贴一百五十元，是项英津贴的三十多倍。
加人过别的党派的林植夫，懂得日语，经叶挺推荐，项英任命他为敌工部长。
叶挺的弟弟叶辅平也被安排为军需处长。
叶挺本人保留了过去军队中军官享受特殊待遇的习惯，军部为他和对外工作的需要开设小灶，而项英
除了因去叶挺那里开会和谈工作吃过几次小灶外，都是跟军部人员一起吃大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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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照片:第75辑》：一张照片、一段往事，《老照片》正在为人类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观照百
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回望这些细节，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每张照片都蕴涵了一个真切、感人的故事。
在这里，它们向我们传递的就是这些现代的我们所不知道一切，这些内容包括有人物经历、“文革”
历史、支边岁月等，都是些名人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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