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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的全局和战略高度，亲自谋划、部署、指
导推动新时代文艺工作，并针对文艺界相关艺术
门类存在的问题作出许多重要指示批示。广大
摄影工作者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自觉审视当前摄影界和摄影事业发展
的现状，找差距、摆问题，努力改变工作作风，策
划选题深入各行业、各地区第一线，为时代留影、
为百姓照相，认真拍摄了大批有温度、接地气的
作品。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方面，以“中国
梦”为主题的影像创作和展示活动，改革开放40
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等重大历史节点，摄影艺术充分展现了其记
录历史和时代的功能，以具有现场性、见证性、机
遇性的瞬间影像，形象、客观、直接地为我们展示
了生活变迁、时代进步、文化传承和文明生态。

用影像抒写中国梦

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
之路》展览发表讲话时，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成为新的历史时期
对我们国家和民族100多年来共同理想的全新
阐释与形象表达。以文艺的方式抒写中国梦、表
现人民群众努力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成为新
时代文学艺术创作追求的重要目标和文艺家责无
旁贷的历史使命。摄影艺术由于对客观现实的直
接描摹，更容易显得可信可感，随着数码技术和手
机摄影的普及，摄影能以更直观和快捷的方式传
播形象，成为抒写中国梦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2014年8月24日至9月5日，由中国艺术研
究院主办、《中国摄影家》杂志社承办的“中国人
中国梦”摄影艺术展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此
次展览以历史眼光观察中国人的当下生活，做出
影像化的提炼和记录，以中国人的主体精神呈现
中国自然、社会和人的客观面貌，从中国人民改
革开放的实践中发掘中国精神，在日常生活和社
会进程中梳理和呈现中国道路，受到广大观众的
欢迎。在“中国人 中国梦”摄影艺术展的基础
上，《中国摄影家》杂志社策展的“影像中国梦”获
得国家艺术基金支持，2015年开始于全国巡展，
此展荟萃1860年以后中国摄影家、外国摄影家
拍摄的百姓生活影像，呈现了各个历史节点上百
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一座座“时间的遗址”折射
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历程。“影像中国梦”
先后在石家庄、南京、南昌、武汉、成都、乌鲁木
齐、合肥、深圳、沈阳、西安举办，有的是在博物
馆、美术馆、图书馆举办，有的是在城市公园、文
化广场举办，参观人数近百万人。

2014年，中国摄影家协会联手有关部门将
1500幅“中国梦”影像公益广告投放到北京地铁
各条线路，面向市民和中外游人展示。在北京召
开APEC会议期间，“中国梦”影像公益广告走进
首都国际机场，在“文化国门”等重要窗口展示。
此外，地方摄影协会、行业摄影协会也举办了大量
各种规模的此类主题影展，用实际行动表明，以影
像的方式抒写中国梦，是摄影艺术的使命和担当。

用影像见证历史

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批摄影家对抗战老
兵及二战遗存进行了拍摄；2018年，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摄影界以影像的方式对改革开放40
年历史进行了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回顾；
2019年，五四运动10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掀起了对历史影像梳理和研究的热潮；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对红色影像的发
掘整理和研究成为热点。伴随着这些重大历史
节点，大量老照片和纪实影像呈井喷式进入业界
和公众视野，而“影像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影
像”则交错着引发人们对影像与时间、历史、记忆
的进一步探究。

摄影在重大事件方面发挥着其文献记录的
重要意义和价值。一方面，策展人立足于对历史
影像进行梳理和整理；另一方面，大批纪实摄影
家出场，拿出这几十年记录下来的中国的巨大变
化，这些作品或展览系列化、专题化地从历史建
构的角度强调影像的客观力量。2018年，中国
国家博物馆展出“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展览以图像、图表、文字、言
语和实物、模型等形式建构起一个系统化的话语
系统。在这个展览中，影像的运用极具典型性，
充分发挥了摄影现场性、客观性的特征，用不可
重复的历史瞬间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改革开
放的高度概括：“一次伟大觉醒”“一次伟大革命”

“重要法宝”“关键一招”，并以令人信服的见证方
式凸显历史进程中的代表性细节。以此展为思
想统领，全国各地各行业都对本地区、本行业40
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进行了影像化的回顾，构成了

“影像中的改革开放史”。2019年，第十二届中
国艺术节全国优秀摄影作品展览紧扣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的主题，充分发挥摄影艺术的即
时性和纪实性优势，聚焦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的火热实践和壮阔的奋斗图景，生动表现
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和祖国大好河山，洋溢着浓郁

的时代气息。2019北京国际摄影周以“影像：时
间与记忆”为主题，围绕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成就、
城市建设成就、历史文脉传承和百姓生活等主
题，从诸多方面体现出众多当代摄影师对摄影艺
术的思考与拓展。2021年，中国文联和中国摄
协等联合主办“百年·百姓——中国百姓生活影
像大展（1921-2021）”，从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
生产生活入手，多方位展示百年中国翻天覆地的
伟大变革，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以贴近民生
的小切口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大主题，适
合摄影艺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表达方式。

百年的奋斗历程留下了大量真切的影像记
录。摄影师们记录下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记录
下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
下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新中国发展的方方面
面，用最真实、直观、形象的方式见证着百年的风
雨历程、光辉岁月。这些作品有着明确的真实
性，切切实实的记录、明明白白的展示；也有着鲜
明的典型性，形象地反映一个时代、映照一个群
体，恍若一朵花中见世界，一张照片也能见证历
史。这些照片内容丰富、细节生动、信息量大，也
许是背的一个小挎包，也许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表
情，包含了某个特定时代的独特信息。同时，这
些构图精妙、光线讲究，画面中各物体的关系表
现得当的摄影作品中，画面所呈现的意境和气息
也值得一再品味。

摄影是历史的参与者。“所有历史都是当代
史”，因为它立足于现实的思索；所有历史都不是
当代史，因为它是由许多创造历史的人民的微观
历史组成。摄影蓬勃发展以后，以影像的形式为
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致的微观历史。
影像如何书写历史，历史又如何影响影像，在影
像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中各自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等问题，值得大书特书。诚然，影像有其客观性
鲜明性生动性直观性等优势，也有其虚伪性片段
性不可言说性等特点，有一图胜千言，也有一图
需千言。影像与文字在相辅相成中，必将成为新
时代书写历史的重要手段。

以影像反映传统文化与乡情

摄影艺术在弘扬传统文化，对优秀传统文化
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承担起了自己
的时代使命和责任担当，涌现了一大批从优秀传

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具有中国审美意蕴的摄影艺
术作品。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也是
一个民族的血脉根源和文化财富。在高科技日
新月异的今天，如何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
就成为我们需要直面的时代课题。文化部（现为
文旅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连续五
年委托《中国摄影家》杂志社承担了四届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摄影大展的征稿、评选和巡展。
2020年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杂志
社等主办的第十届“群艺杯”全国摄影艺术展览
以“非遗影像·中国风采”为主题，用镜头语言讲
述中华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文化基因，唤起人
们珍爱传统的文化自觉。2021北京国际摄影周
于世界遗产日开幕，主题展为“世界文化遗产在
中国”，同时召开《世界遗产在中国》学术论坛暨
北京国际摄影周主题论坛。

社会上，以中国的世界遗产、文化遗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为拍摄选题的摄影人越来越多，此类
主题的摄影大展越来越多，不但有政府机构主办
的，也有民间机构主办的，甚至有个人举办的。
从关注深度和广度来看，都在不断延伸和扩展，
列入名录的有人专门拍摄，没有列入名录的也有
人拍摄。从地域上看，摄影人的视野扩展到全国
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各个层面，拍摄选题到了查
漏补缺的阶段。与此同时，关于遗产拍摄的研究
也在不断深入，从对象选择、影像掌控到编辑和
图文处理，培训班也层出不穷。大家真正认识
到，拍摄传统文化遗产，是摄影人责无旁贷的责
任；传统文化与摄影艺术结合表现中华美学精
神，是创作的不竭源泉。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
统论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
理念，强调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他同时指出，乡村文明是
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乡村文明的载
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要保留乡村风貌，
坚持传承文化。他还强调，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
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
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
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受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生态文明建设观点的指引，近年来对“乡愁”的
关注在摄影业界是普遍性的。得益于经济和社
会发展，原属于交通相对闭塞之地的摄影师们走

出各自的生活圈子，并把时代的命题，如乡村城
镇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等，融入自己的创
作当中。还有一批离土的中青年摄影师或出于
对往昔生活的怀念，或出于遗产保护的责任感，
更加重视乡土题材的拍摄，最终形成了近年来关
于此类主题的系列展览。

中国摄影家协会等分别于2015年、2018年
主办了两届“乡土中国”纪实摄影展，以影像为载
体，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对中国乡土文化、乡
土社会及变革中的乡村进行视觉调查；2016年，
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的“乡土中国”摄影艺术大展，借助摄影的现场
性、瞬间性、客观性、选择性和机遇性，用影像的
方式聚焦和展现时代变迁背景下的乡土中国，
继承和发扬关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和深厚历史
情怀的乡土文化，促进绿水青山的生态建设和
城乡一体化建设。2016年年底《中国摄影家》杂
志社等主办的“乡村——人类永远的家园”第四
届中国国际摄影双年展，以全球化视角，涉及乡
土风情、乡亲生活、乡恋乡情诸多方面，展现乡村
的自然、自足、自养、自乐，旨在以生态文明理念
聚焦和展示全球化时代下的乡村家园，诠释内蕴
深厚历史情怀的乡土文化，让每一位参观者都
能在欣赏展览的过程中忆起自己的乡愁，让中
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根脉代代相传。这些展览
充分代表了业界的姿态，那就是从现实出发、寻
找文化根脉，在历史反思里记住乡愁，寻找未来
的道路。

以影像铭刻时代

摄影以其百分之百“复刻”客观世界的特征，
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最“真实”的媒介。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摄影为我们提供了真实之映射和
身临其境之感受。当异域他乡的景象呈现于眼
前时，照片的真切感消弭了空间的距离，唤起观
者复杂情绪的同时也打开一扇带你脱离所处琐
碎纷繁环境的窗户。

真实性是摄影作为工具和艺术的本质属性
之一，也因此，摄影艺术在反映时代进步和人们
生活变迁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其真实和
客观直击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我们将通
过这些真实的影像把国家和时代所赋予的责任
承担起来，把历史的关键时刻留存、传播下去，
把来自奋斗和艰辛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传

承下去。影像因其直观性、形象性、无语言隔阂
等特性，正在进一步地唤起人们的共鸣和同感，
使人们切身体会所处时代的变化和生活的日新
月异。

2019年，第六届中国东莞·长安摄影周提出
了粤港澳大湾区影像的概念。该摄影周以“海边
的风景”为主题，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大
局和基本理念，试图以影像的方式作两个方面的
探索：一是力争以影像志的方式积累大湾区建设
的历史文献；二是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基地，展开
全球各大洲大湾区影像文化与影像艺术的比较，
从各个角度推进“大湾区”影像文化和影像艺术
的研究和学术积累，也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及全
国的摄影家有意识地集中拍摄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和摄影方向。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
的新实践。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届摄影周提出建
设粤港澳大湾区影像，因此更具政治意义、现实
意义和理论意义。美国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
区，日本的东京湾都有其独特的湾区影像，粤港
澳大湾区影像的发展和繁荣也必将成为一个既
有地域特性又有全球化视角的文化现象。

2022年，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摄
影作品展览按照“五位一体”的内容进行编辑，分
成五个单元展示，既有象征民族精神的宏大意象
与新时代新生态自然的融合，也有基层党建、脱
贫攻坚战、抗击疫情中感人形象的摄取和提炼；
既有百姓生活以小见大的精神折射，也有科技攻
关和现代化重大工程建设的现场目击；既有自然
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关系的直观呈现，也有社会
发展关键时期众志成城、伟大斗争的再现。总
之，这些影像是摄影艺术为新时代、新征程、新景
象、新成就所做的见证，将时代之变、中国之进、
人民之呼与中国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结合起来，抒写了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
发展之果；同时，这些作品将近年来摄影技术的
突破、视觉形式的创新融合在一起，亦是近年来
摄影艺术创作优秀成果的重要体现。

（作者系《中国摄影家》杂志主编）
（本文图片分别选自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

国艺术节全国优秀摄影作品展览及“非遗传承，
人人参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大展）

新时代摄影：见证历史 铭刻时代
□阳丽君

北京冬奥会闭幕式 李舸 摄 红旗映礼花 杨元惺 摄

乡村电影节 赵敏 摄 烧火龙 邹森 摄

东海大桥 郑峰 摄

香云纱染整技艺 何惠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