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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第九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主题为“历史的底
稿”的18家媒体新闻摄影联展备受关注。展览以新闻
图片构建起2000年以来中国重大社会议题的视觉纪
事，从佐证历史而非猎奇传播的角度检视新闻摄影，并
举办了题为“图像证史——新闻摄影的当下情怀与历史
意识”的研讨会。新闻照片与历史文本构成的互动关
系，在当下媒体转型与社会变迁中尤显重要。新的媒介
时代孕育着转机也意味着挑战，新闻摄影行业的荣耀与
困境都无可回避，在这场研讨会上，高校学者、纸媒从业
者与网络媒体从业者都对此问题作出了回应。

陈卫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图像证史
的意义与当下新闻摄影的困境

图像证史的第一种意义是要以图像解释
历史实践；第二种意义是要肯定图像的史料
和史证价值，图像应当充当第一手史料，去阐
释文献，或者去激发其他文献无法激发的历
史观念，要有新的发现、新的细节来丰富原来
的历史链条，而不仅仅充当已知史实的图
解；第三种意义是，要使传世的图像发挥合法
的独立作用。我们要清楚一个深入人心的误
解，即图像的可视性更直接、更生动、更真实
地反映历史原貌。图像的造假能力远胜于文
学，只有认清这个事实，我们才能真正挖掘图
像的证史功能。实质上就是要把图像文本、
历史文本和社会文本进行对证，这个挑战是
很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让那些伪造的历史
从这些图像细节中得以澄清。

关于当下新闻摄影的困境：2003 年伦敦
地铁爆炸案第一张现场图片不是来自 B B C
的记者，而是来自正在地铁中的游客所拍摄
的手机图像。2008 年汶川地震，那段关于地
震的 6 分钟的视频，也不是专业记者拍摄的，
而是来自一个秘鲁游客。在场的专利已经与

摄影记者拉开了距离。各位摄影记者拿着全
套的设备奔赴现场，和那些随时通过互联网提
供现场信息的人相比，就显得不那么有利。有
的现场等你赶到时已经完全变形走样。

但这次展览中的那些新闻图片我看了很
感动，有些图片在历史上还是有地位的，因为
它提供了一个历史上无可替代的时刻。有的
图片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在纸媒上，而是在互联
网上。例如《京华时报》的《村里来了拆迁队》，
我估计它在互联网上的转载量远远高过《京华
时报》的发行量。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件有意思
的事情：按照实践的标准来看，新闻图片还是
可以保持专业性，但是它的竞争效率已经被那
些自媒体打了折扣，产生了损耗和折旧。所以
怎么去营造这个时候的现场感，是一个问题。

冯原(中山大学教授)：新闻摄影的转向
要基于现代主义框架向后现代的过渡

过去的新闻摄影是建立在一个三位一体
的框架内的：职业化的精英从业者、统一发放
的传播渠道、权威审定的筛选机制。职业化和
精英化使得“记录历史”不仅要有技术资格，还
要有身份资格；信息需要通过特定的传播机构

例如报纸、电台、电视台统一发放；也正因此，
历史书写的背后有一个权威审定机制，这个权
威审定机制决定了什么会被拍摄以及如何被
拍摄，这个审核机制告诉我们历史是重要性的
选择，因为历史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囊括所有。

新闻摄影记者都是在这个框架中获得位
置的。今天新闻摄影面临的所有问题，失落
也好荣耀也好，都是在现代性的框架中被赋
予的。今天我们讨论图像证史是在一个当下
的环境中，即旧的框架到新的框架的一个过
渡中。如果说摄影术是现代主义出现的一个
标志的话，那么信息革命就是现代转入后现
代的标志。互联网以及数字技术的出现导致
整个传播以及信息获取方式的改变。在这种
条件下，前面所说的“三位一体”在互联网时
代就遭遇到困境。

张念(同济大学副教授)：图像意识大于
一切意识

我看这次展览的照片，最有意思就是它
用图片堆砌起了我们当代的民族史诗，比如
春运，我相信一百年后，如果我们的子孙要了
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可能

获得的最为珍贵的资料就是摄影记者镜头下
的春运。那是一个史诗性场景。这时候我不
是传统意义上的读者，我也不是无所事事去
娱乐的电影观众，而是一个新闻图片的阅读
者，我叫什么？你们应如何给我一个命名？
我无法定义我自己，我是新闻图片的一个“什
么”，但那一个“什么”恰恰可以给我们力量，
而且还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这种解放的力量
包括我们感官的解放。图像是一个最具有活
跃性的元素，我们可以考证谁最惧怕镜头，肯
定是有权有势者最惧怕镜头，因为他们在限
制我们什么是可看的，什么是不可看的。但
是在 20 世纪以后，我们处于一个突破权力限
制的进程中，一个我可以看得更多的进程。
这样一个解放，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我是
非常赞成和推崇图像的解放。

严志刚(新浪网助理总编辑、视觉总
监)：传统媒体的优势就是新闻专业主义

一个真正好的报道摄影师一定是个很多
情的人，他应该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情
感丰富就表明你的爱的触觉和恨的触觉都十
分发达。只有这样，在这个时代你才能有充

分表达的欲望。
但传统媒体仍有一个优势，就是新闻专

业主义。脱离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新闻摄影在
未来时代里越来越经不起推敲。目前互联网
是一个非常粗糙的整合平台，而传统媒体赖
以生存的是专业主义的报道：对每一个数据
的仔细考证，透过事情的表面现象深入挖掘
事情的真相。我在报纸带过摄影团队，也接
触过很多同行，我认为很多摄影记者是不合
格的。新闻摄影记者首先必须是一名新闻记
者，应该有寻找新闻线索的能力，抵达新闻核
心的能力，突破障碍的能力，而有些摄影记者
连一个图片说明都写不好。当然网站的这个
问题可能更加严重，因为它没有传统意义上
严格的审稿制度，也缺乏受过这方面专业训
练的人员。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会成为未来互
联网发展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王景春(南方都市报编委、视觉总监)：
让渡轻阅读，重视中阅读，强化深阅读

在纸媒里面，包括我们视觉中心所做的
事情，就是逐渐让渡轻阅读，重视中阅读，强
化深阅读。今年年初我们成立了摄影深度

组，有郭现中、钟锐钧、孙俊彬三个摄影记
者。给他们时间和考核上的支持，让他们去
做适合视觉呈现的深度题材，一个月、三个月
甚至半年、跨年都可以。像郭现中完成的《疫
苗之殇》在网络上有数千万的浏览、数十万的
评论，它在传播上的影响就印证了新闻专业主
义的重要性。传播平台只是一个介质，重要的
还是品质。

宁峰(华商报摄影部副主任)：摄影记者
要热爱所在的城市

今年的形势大家也都了解，几乎所有摄
影记者都是带着情绪去工作，但是我想，面对
这种情绪无非就是三个方面：要么闭嘴、要么
离开、要么工作。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新闻摄
影的当下情怀”，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做的其实
就是“有本事的跳槽，没本事的就埋头工
作”。当下摄影记者要热爱所在的城市，喜欢
城市里的人，然后用你丰富的情感去记录，记
录这里的喜怒哀乐。等待时间的沉淀，而这
一定是有历史意义的。
（篇幅所限，发言有删节。）
南都供稿

参展作品【遣送年代】2001年4月23日，北京西站月台，10多名陕西籍农民工
因为没有身份证和暂住证，被公安部门强制收容遣送回原籍。李杰摄/华商报

参展作品【超级女声比赛花絮】 2005年6月7日,四川成都，“超级女声”成
都赛区20强选手集体为文瑶庆祝生日，脸上粘着蛋糕的李宇春即兴表演舞
蹈。张登伟摄/成都商报

参展作品【编个号码回老家】2002年9月30日，温州火车站。春运期间为了
防止插队，工作人员在农民工手背上写上了号码。傅拥军摄/都市快报

站在图史之间
对新闻摄影转型问题的探讨

2013.11.23
研讨会
连州

参展作品【醉卧街头的职场新人】2010年11月8日下午，重庆九龙坡区巴国城，几名年轻人醉倒在广场上。据悉，他们是来参加某公司招聘销售人员的复试，中午领导请吃饭，他们拼命喝酒表现自己，结果都喝得烂醉。求职难，大学生只有“豁”出去了。王雄摄/重庆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