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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钱瑜先生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在专注于拍摄北京市民在公共空间中的日常生活之时，摄影中的人（
摄影的，被摄影的，从旁观看摄影的），集中地出现在他的照片里。
这些在镜头前后的中国人，成为他的观看对象。
尽管当时他的摄影技术并不高超，但他独特的视角与幽默感，使我们看到了被摄影这个现代性仪式所
激发并被摄影表现出来的丰富的人性。
我们从他的照片发现，摄影成了促使长期被压抑的自我苏醒的一种媒介。
从《拍照》这个独特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态度，在与摄影的接触中，开
始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现在回头想想，通过摄影这个活动所展现出来的个性与所确认的自我，肯定会向他们生活中其他方面
延伸并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微妙的影响。
而这也许就是摄影对于人的意识、对于现代生活所产生的深刻的、然而却又是无形的影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录北京>>

作者简介

钱渝，新华社高级编审，热爱摄影，拍摄的9·11事件照片（飞机穿过双子楼中之第二座）获全国新闻
摄影奖一等奖。

    李健鸣，曾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工作，从事德语方面的工作，翻译出版有《爱的艺术》、《布莱
希特剧本》及一些心理学著作。
在德国读过戏剧博士学位，在中国做过戏剧实验，创作过剧本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录北京>>

书籍目录

序  从旁侧写历史的可能／顾铮  沉默的诉说／史铁生  走进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时髦  两情相悦  拍照  
午睡  读报  盲流  老人是国家的宝  童年  买卖公平  看字识图  讨生活  房子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录北京>>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从旁侧写历史的可能　　顾　铮　　钱瑜先生是一位非专业摄影工作者。
在中国，这样的摄影爱好者何止成千上万。
然而，他的摄影最终却与大多数摄影爱好者的“摄影作品”有所不同，成了一个时代的见证。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变动，其速度之快，力度之强，广度之宽，实乃前所未有。
然而，这种变动与那些一夜翻转的社会震荡性的革命变故毕竟有所不同。
时代的变化在各方面映现的征象，虽然就个别而言也有“弹眼落睛’’的，但总的过程却是渐变的，
无论对老百姓实际生活与观念意识的影响，还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内外变化。
对于普通并不出入重大事件场合的人来说，如果想要对于社会变化做出自己 的见证，显然，从日常生
活下手才是可能。
社会变动下的具体而又持续的变化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是有迹可寻，足可耐心捕捉的。
但是，这种细微而又具体的变化，对于那些志在制作宏大叙事的新闻报道摄影人来说，也许太微不足
道了，职业的记者们也许更愿意见证惊心动魄的事件，有朝一日或可争取到普利策新闻奖、荷赛新闻
奖或范长江新闻奖，为国争光，为报社争雄。
　　与这样远大的志向相比，另一种见证历史，进入历史的路径，或者说，另一种观看方式，如那些
谱写正史的边角余料，难道就不能给出有关时代与历史的信息与气息?　　钱瑜先生的这些照片拍摄日
期始于1970年代后期，止于1980年代后期，拍摄地点仅限于北京一些人人去得的公共场所。
而他就从日常生活的小处人手，细细勾勒出一部中国人在改革开放最初阶段的生活史。
虽然照片中的事像并不惊心动魄，但却未必不能看出中国现实生活内里的深刻变化。
比如，他的《拍照》专题，就非常值得咀嚼。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特质条件与政治现实的限制，摄影在中国一直可以说是一种权力与地位
的象征。
摄影不是权力的附庸就是富人或知识者的余枝，平头百姓与摄影的关系从来都是陌生的。
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思想的活跃与特质生活的改善，摄影才真正地逐渐走进民间生活，中国
的普通大众才真正与摄影有了全面的接触。
对于中国大众来说，在1970年代后期、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个还没有多少娱乐方式可以选择的时代
里，接触摄影，通过摄影丰富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生活保留某种物质形态的记忆，就意味着接触现
代生活，意味着渴望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意味着通过影像确认人的自我与尊严。
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摄影就是一种现代性的象征。
摄影，是一种表征了现代性进入平民生活的象征。
与后来的彩电冰箱等大件相比，摄影也许是更早的使平民与现代意义的生活发生实质联系的媒介之一
。
或者说，通过摄影这个行为，平民开始想象现代生活的意义，开始思索人的自我表达与尊严的具体性
。
　　钱瑜先生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在专注于拍摄北京市民在公共空间中的日常生活之时，摄影中的
人（摄影的，被摄影的，从旁观看摄影的），集中地出现在他的照片里。
这些在镜头前后的中国人，成为他的观看对象。
尽管当时他的摄影技术并不高超，但他独特的视角与幽默感，使我们看到了被摄影这个现代性仪式所
激发并被摄影表现出来的丰富的人性。
我们从他的照片发现，摄影成了促使长期被压抑的自我苏醒的一种媒介。
从《拍照》这个独特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态度，在与摄影的接触中，开
始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现在回头想想，通过摄影这个活动所展现出来的个性与所确认的自我，肯定会向他们生活中其他方面
延伸并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微妙的影响。
而这也许就是摄影对于人的意识，对于现代生活所产生的深刻的、然而却又是无形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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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钱瑜先生的这些照片拍摄日期始于1970年代后期，止于1980年代后期，拍摄地点仅限于北京一些
人人去得的公共场所。
而他就从日常生活的小处入手，却细细勾勒出一部中国人在改革开放最以初阶段的生活史。
　　视觉化的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史，应该而且可以则真正的摄影爱好者与专业工作者这两方面的人
所拍摄的照片构成。
如果说专业工作者是正写历史的话，那么业余工作者则是侧写历史。
　　有丰富内心的人才会有丰富内容的照片。
钱先生的照片，不乏幽默，有时还有一点揶揄，所有这一切，全都是以饱含温情的视线送出而最终又
返回到他的底片上。
他的每张照片，都保留着过往进代的现实温度，沉淀着历史余香。
他的照片是温和视线触碰现实之睛激起的浪花，自然而又亲切。
他关注的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但这些小事又与现实世相的波动密切相关。
以这样特质的照片，他为我们见证时代，保留历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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