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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色新闻兵的红镜头》是李振盛先生香港回归的见证，十年一瞬。
让我们重温历史。
香港百年（1897-1997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一个耻辱；香港回归的十年（1997-2007年），
却是我们民族一个良好的开端；用镜头通过平民化的视角纪录那激动人心的一刻，李振盛先生只是其
中一位。
所不同的是，李振盛先生是一位以新闻摄影为终生职业的知名摄影家，而纪录香港回归又不是他为职
业所服务。
职业的敏感让他的每一个镜头在相同中体现不同，在不同中拥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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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振盛，1940年8月出生于大连，祖籍山东荣成，1963年7月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
1963年8月在黑龙江日报社做摄影记者20年。
1982年5月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执教15年。
1987年12月获艰巨历程全国影展。
系列新闻照片大奖。
1996年5月16曰提前退休应哈佛大学邀请赴美国访问讲学。
1996年12月应邀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演讲会。
1998年11月应邀在联合国中国书会举办“黄河文化”幻灯演讲会。
2001年9月目击并记录9.11纽约世贸大楼遭恐袭爆炸及救灾的情景。
2003年6月法国文化部主办《李振盛：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革中》首展。
2003年9月英国菲顿出版公司以多种文字出版《红色新闻兵》画册。
2004年1月《红色新闻兵》被评选为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
2004年5月《红色新闻兵》获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最佳摄影报道奖。
2004年9月《红色新闻兵》入选英国皇家学会图书大奖6部摄影集。
2005年4月牛津大百科的《牛津摄影指南》单独列人“李振盛”词条。
2005年8月入选1855年至今150年以来世界54位新闻摄影大师行列。
2006年9月入选香港《凤凰生活》评定的“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
2007年8月获美国东西方艺术家协会颁授的摄影艺术终身成就奖,《红色新闻兵》画册被美国多所大学
相关历史专业选择作为教科书，《让历史告诉未来》环球影展欧美观众近80万人五大洲巡展需十余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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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摄影与历史，李振盛透过镜头见证香港回归——罗伯特·普雷基序二：见证历史，李振盛的红
镜头——马未都异想天开见证香港回归——李振盛“李振盛见证香港回归”97幅／组共计105幅摄影作
品站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李振盛先生——马晓霖红色新闻兵的红镜头——王瑞鸿鹄已至：李振盛先生
印象——韩毅、张或一位摄影家的“梦”——刘元林中国网“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文字实录(节
选)附录：《红色新闻兵的红镜头：李振盛见证香港回归》影展开幕花絮集锦李振盛摄影艺术简历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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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她听后很是高兴.谁不愿听人夸奖自己的家乡美呀，她一边点着头，一边又耐心地说：但是，你在
这里只停留三天，这点时问可是太短了。
要想对我们的夏威夷有个完整印象起码要在这儿玩上个七八天才行。
”　　我心里想，要是在你这儿玩上七八天，香港早就回归了。
于是便实言相告：“我是要去香港采访回归庆典的，顺道看看美丽的夏威夷。
我必须在28日到达香港。
”　　那位移民官看着墙上的世界地图，她用手指在北京与香港之间画出一条短线，接着又划出一条
由北京经东京到夏威夷，再折返东京又到香港的不规则的长长的曲线，她十分不解地问：“何必这么
麻烦为什么要绕这么远呢？
”　　看来我只好如实对她说了：“我的同胞中很多人都想涌到香港去旅游并参加庆回归活动，为了
确保香港平稳过渡与回归，我国政府规定7月1 5日前减少从内地进入香港的人数。
由于收到采访批准函太迟了我已经无法从我国政府机关办理赴香港的入境手续，只能取道夏威夷转赴
香港。
表面上看的确是绕道万里，实际上却是走了一条捷径。
　　她一边听着，一边点头。
当我说完以后，她友善地微笑着说：“看来你是一位很爱国很敬业的新闻记者。
凡是爱国者、敬业者，都会受人尊敬的。
我十分理解你绕道夏威夷去香港的这份情感。
”接着，她在我的护照上盖了入境章，并祝我在夏威夷的三天里玩得开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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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毫无疑问，李振盛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中国摄影家，他具有艺术家的气质、记者的好奇心和历
史学家的心态。
这种独特天赋的组成，使得他近年来得到国际上他所遇见的同行的承认和称赞，如法国已故的亨利·
卡蒂埃－布勒松、瑞士出生现居住在纽约的罗伯特弗兰克、传奇般的英国战地摄影家唐·麦卡林、世
界著名巴西纪实摄影家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以及美国受人崇拜的摄影家安妮利博维茨和大卫·伯
耐特等。
　　张爱萍将军曾经在1988年看到李振盛的文革照片后题词：“让历史告诉未来”。
这位前国防部长的睿智说法同样可以适用于李振盛1997年在香港拍摄的照片。
　　——罗伯特·普雷基　　《红色新闻兵的红镜头》是李振盛先生香港回归的见证十年一瞬。
让我们重温历史。
香港百年（1897-1997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一个耻辱，香港回归的十年（1997-2007年），
却是我们民族一个良好的开端用镜头通过平民化的视角纪录那激动人心的一刻，李振盛先生只是其中
一位。
　　所不同的是，李振盛先生是一位以新闻摄影为终生职业的知名摄影家，而纪录香港回归又不是他
为职业所服务。
职业的敏感让他的每一个镜头在相同中体现不同.在不同中拥有相同。
　　——马未都　　李振盛先生的认真、执着、细致、热情和孜孜以求在体验博客的过程中日益给我
留下深刻印象，他那让我们年轻人感到震撼的历史照片和文字记录也通过网络闯进我的视野，通过博
客揭开那尘封不久的沉重岁月，也再次钩起许多知识分子对历史沧桑和民族遭际的凭吊和思考。
　　“让历史告诉未来”，是张爱萍将军为李振盛先生《红色新闻兵》影集题写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警
言，不仅高度概括了李振盛先生那段让他享有世界声誉的职业成就和意义而且准确诠释了他对新闻职
业的理解和追求，更是一个矫正他后半生事业和目标的坐标系。
　　——马晓霖　　97幅／组共计百余幅见证香港回归的照片，是李振盛在回归之际三日之内独立完
成的摄影作品，印证的是一位优秀摄影家在新闻报道意识和纪实摄影观念方面的杰出业绩与卓越造诣
。
　　李振盛40年前拍摄文化大革命和10年前记录香港回归的影像印证的是优秀摄影家的优质社会纪实
作品，必然出自对历史事件做整体理解基础上的影像诠释技能，当然包括视觉传达与艺术表现的个性
化素质。
这样出色的专业素养，与李振盛曾经在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受过扎实的影像训练直接相关。
　　——王瑞　　我们曾有幸见到李振盛先生几十年前拍摄的上万张底片，在每一张底片的牛皮纸袋
上都无一例外地用隽秀的钢笔字清晰地记录着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工工整整，一丝不苟。
正如著名艺术鉴赏家马未都先生看罢感言，李老师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的档案工作在今天看来都令
人望尘。
　　马未都先生在李振盛众多作品中发现一个独特的系列——自拍像。
那是当年他在《黑龙江日报》工作期间摸索的经验，每次采访结束相机里总要留下一两张胶片，以备
应对回报社途中遇到突发事件⋯⋯就是这最后的一两张胶片成就了他的自拍像系列。
他也被国际媒体誉为“自拍之王”。
　　——韩毅、张彧　　李振盛老师以他的勇气和良知，保留并传播了一段重要历史的影像记录，为
中国摄影赢得了荣誉，并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尊重历史反思历史的中国人的“新形象”，作为同胞，
我们理当感谢他。
　　不可否认李老师的成功有“历史机遇”的因素。
假如没有“文革”，或者今天还在“文革”，就不可能有作为“文革摄影家”的李振盛。
但这不是他成功的关键因素。
关键在于，他是一位善于识别并把握机遇的智者和勇者。
他十年后能举办见证香港回归摄影展，也充分说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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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一个“梦”，梦是智慧的源泉，是勇气的保障，是不竭的动力，　　——刘元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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