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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关于影像的书，是作者近三年来收集、整理、考证旧影像的一些感悟。
内中涉及到一些关于“影像史学”和“影像叙事学”的学术命题，也非纯学术的论述，只是想通过这
种随笔的形式让书变得有趣而富有启发性。
其中，相当篇幅的历史描述都是阅读影像的产物。
而作者更看重的是本书所涉及的以下几个层面：影像的历史，影像的历史运用，历史学家利用影像的
方式，在影像中解读历史，以影像做历史纪录，记忆在影像历史中的位置等命题。
    很显然，这里的影像很大程度上是指非剧情影像，也就是通常所指的纪录片。
但事实上，作者并不想陷入纪录片这个特指的概念，麻烦的是纪录片是有艺术属性的，而作者所论的
影像概念是中性的、宽泛的，也包括照片影像，包括与纪录片纠缠不清的专题片影像。
在作者看来，真实的影像是沉默的、纪实的、无性别的、无结构的，只是关于历史的一种材料，一段
见证。
即便谈到纪录片的历史，也是关于理念的变迁而非艺术的创造。
纪录片发展史只是影像史的一种推动，所以作者更看重影像的历史运用和在影像中解读历史，而不想
写一部纪录片史论。
    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有阅读影像的便利，这一方面因为中国的影像档案尚未完善，另一方面，
长期浸淫于黑字白纸的学者还不习惯在影像中寻找灵感。
而影像为历史研究提供灵感在于影像保留时代的氛围、表情、场景以及社会细节，正如罗宾纳维兹所
言：“观看和聆听也是历史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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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67年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199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
央电视台主任编辑，《见证影像志》栏目主编。
主要电视作品：大型系列片《百年中国》（总撰稿）、八集纪录片《在历史现场——外国记者眼里的
中国风云》（总编导）、五集纪录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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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旧日影像中国　　一个国家的神话：共和国的新闻记录片　　随军摄影师　　创建共和国
的步伐是从转战陕北开始的。
延安摄影队是这个进程的直接见证者。
在此之前的延安影像我会在下文有所描述，这里只涉及从19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和建设新
中国的影像见证。
在我看来，抗战胜利，驱除外寇后，中国共产党才将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创建民主共和国的任务提
到战略的高度。
在那段时期的影像里，我们可以体味一个朴素、弱小的政党是如何强大到主宰一个国家的。
　　有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是撤离延安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转战陕北行军途中的镜头，是程默等人拍
摄的。
在一块石头上，毛泽东吸烟小憩，与周恩来谈笑风生，可以看出毛的文韬武略和成竹在胸。
没有马匹和汽车，毛泽东手中是根拐杖，迈着他特有的方步，一摇一摆地在陕北与胡宗南的队伍周旋
。
这些素材后来成为短片《还我延安》，并成为《民主东北》的一部分。
该片于1947年夏成为布拉格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放映节目，创作者也是1946年组建的东北电影制片厂。
　　中共中央挥师西柏坡后，在那里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留下了今天看来最为完整的影像
，质量保存也最为清晰。
从前线赶回来的将领们会前的讨论，中共五大书记依次走进会场，整个过程都体现出拍摄者的有意记
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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