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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请读片断： 
    驼铃叮咚北京城夜色渐逝，晨曦初起。
透过正在消散的薄雾，传来叮咚叮咚的驼铃声，一队一队满载各种货物的骆驼正踏着积雪不紧不慢地
迈向京城（图①、图②）。
退回半个多世纪，这是北京的寻常景观。
北京原本没有自然生长的骆驼。
利用骆驼在北京搞运输，始自元代。
13世纪，蒙古大汗忽必烈修建了元大都城，初时有军民人口四五十万，至后期已达百万之众。
为了解决军民日常所需，被蒙古统治者所熟悉和垂青的骆驼自然成为运输货物的首选。
到了明代，北京的骆驼运输几近绝迹。
清代，骆驼复又普遍出现在北京。
当时，蒙古人向清政府进贡或来京做买卖，都是把贡品或货物用耐长途跋涉的骆驼运到京城北面的黄
寺或外馆一带（黄寺，即东、西黄寺，分别为达赖、班禅来京的住所，蒙藏僧俗来京，必前至参佛礼
拜；外馆则为少数民族贵族进京时的招待所）卸货，有时就地将多余的骆驼卖掉。
清政府也在玉河桥、东直门外和通县张家湾设馆官养骆驼。
但京城“驼户”的骆驼多是从张家口外的骆驼市上换来或买来的。
那时，在京西的石景山、门头沟一带，京南的良乡、大红门一带，有很多靠养骆驼拉脚谋生的“驼户
”。
进入民国后，虽然开始有了公路和马车，但“拉骆驼跑城儿”仍很普遍，直到30年代初才明显地减少
。
这是因为：一则政府南迁后，城里的需求大大减少；二则交通逐步改善，郊区出现了火车，方便快捷
的胶皮轱辘马车多了，再往后运货的汽车也出现了。
拉骆驼跑城儿的逐渐少了，但仍有少量驼队给城里送煤。
1949年北京解放后，骆驼不允许进城了，这种运输方式才渐渐绝迹。

   本辑收入老照片79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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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摄影术的诞生，为人们认识历史提供了一种生动而稳定的参照。
较之于文字的记述，照片往往更直观，也更确定，随着照相机快门被按上的一瞬间，历史的某个场景
便如此这般地定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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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的意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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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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