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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77年，是中国国家命运的大拐点。
1977年，也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
这一年，被北京广播学院录取，对于每一位77摄影班的同学来说，堪称个人命运系统的一次大大的重
启⋯⋯　　用影像记录和发现社会，用行动参与和呼应时代，用思考迎接和拥抱变革。
在路上，77摄影班曾经和一个于反思中求变的大国一同辗转⋯⋯ 对胶片的眷恋，实际上是对一种学习
氛围的想念，是对人与人之间真诚交流与相处的怀念。
来自“77摄”关于影像的那些启蒙记忆也许是对胶片时代最好的纪念。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胶片的美好时代>>

作者简介

朱冰，中国传媒大学青年学者，资深策划人，独立作家。
与杨澜合作撰写《一问一世界》，与毕蜂合作撰写《口述凤凰》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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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0年代末期，中国流行假领子。
假领子其实是真领子，领子下面有前襟、后片、扣子、扣眼，衬衫的上半截全齐了，但没有下半截没
有衣袖。
张旭奎指着假领子说这叫“穷人美”。
当然，这是后来成为程老汉的程鹤麟同学的举证。
　　77摄影班的同学们是否流行过戴假领子不好求证，但在他们中间曾经风靡过军服风。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着装风格被外媒称为“蓝蚂蚁”，意为颜色和样式单调。
在当时，有件军装是件很牛的事情，借身军官服，戴着军帽，挎军用挎包拍张照片是很时尚的行为。
流行穿军服，其实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崇拜，因为军服，尤其是四个兜的就意味着军官身份，象征着
地位和权威，是尊严和体面的表现。
　　在77摄影班31位同学中，就有7位有过军人的经历，而且来自海陆空各兵种：任金州、岑传理、马
国力、叶青醇、李讯、柳春江、周五一。
当他们从社会上重返校园的时候，都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穿军装。
　　任金州：穿军装给人一种感觉是，我是从部队回来的；我当过兵，那么当过兵的人，等于是很成
熟的干部和很成熟的社会精英回到大学，说明我两头都行，我当工农兵行，学习也行，是全能型人才
，所以穿军装也有一种优越的感觉。
刘建新：我是部队里长大的孩子，父母都是军人。
我在广院最喜欢穿的衣服，也就是父母留下来的军装。
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其实衣服的颜色和款式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千篇一律了，可我的军装还是天
天穿、年年穿，自己也觉得很自豪、很开心。
　　浸润于军服当中的优越感和雄性之美不仅让77摄影班里曾为军人的同学继续穿着，也吸引着从未
当过兵的同学们喜欢穿着，再加上男生占据全班大多数，穿军服便成为摄影班区别于编采班和播音班
的一个外在特点。
　　任金州：编采班的同学就不爱穿军装，如有穿的，只是零零星星地穿，而且绝少上下穿，就是又
穿裤子又穿上衣那种，一般穿一件，混搭着穿。
我们有不少是上下穿一身军服式的。
　　编采班的同学主要来自工厂还有的是插队知识青年，播音班的同学家庭背景就更加多元，干部、
工农家庭、知识分子家庭的都有。
在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处于匮乏期向丰富期转化的当口，77摄影班对军服的选择，其实也反映了他们心
中强烈的优越感和精英意识，以及对自身这个团队的高标准期许。
　　柳春江：全班有很多位同学当过兵，其他同学也大多有军人亲戚，每天都有一多半人穿军装。
学校开运动会，我们班做出决定，全部穿军装。
我们班当过兵的借给少数几个没有军装的同学参加运动会。
全校就我们班服装最为统一，大家特别高兴。
　　外在透射内在，标准化的流行，在77摄影班整齐划一的外表下，是心态的健康与平等。
没有攀比，没有较量，即使是帅哥级的王政，在大学时代也是“犀利哥”版本。
　　王政：我过去放羊的时候，衣服扣子不齐，老掉，尤其是到了冬天，棉衣的扣子也掉，外面衣服
的扣子也掉，所以里面的衣服就用麻绳扎上，到了学校以后依然保持这种朴素的生活方式。
在学校的时候，长的衬衣下面烂了以后，就把下面剪掉，成了短袖了，生活过得特别朴实，在那个年
代也是社会的一种风气吧，而且我们进校的时候，有的同学还穿补丁（衣服）。
　　衣服上有补丁，但心态绝对淡定。
这也许是那个时代特别为77级大学生定制的奢侈与幸福。
　　柳春江：当年我们的心态与现在的大学生最大的不同就是入校就知道毕业后的工作岗位，没有任
何后顾之忧，思想比较单纯，充满了自信和憧憬。
　　俞建成用“平等”两个字来描述70年代末的校园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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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这种平等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就的，因为那个时代我们整个国家
的经济环境还很落后，由此形成同学之间的经济条件相对比较平等。
无论是所谓的高干子弟还是来自边陲小城的同学，彼此之间的经济条件不会相差很大，况且贫困一点
的同学还有国家补助。
所以，同学之间所能显摆的财产，没有太大的差距，因为大家的穿着饮食和日常开销基本一样。
这种平等当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可恰恰是这种经济上的平等造就了同学之间的政治上的平等。
没有特别的羡慕嫉妒恨，而这些情绪往往会扭曲人性，所以同学之间的相处都很真诚。
当时学习的动力就是为了增长知识，以后到了电视台好好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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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们是中国历史山唯一的“77摄”，他们是北京广播学院77级电视新闻摄影班。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胶片的美好时代>>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