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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摄影术自诞生之日起，便承载着人类视觉延伸的无限愿望，使宇宙世界有了重新被观看的可能。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摄影不断定义着自己的使命，寻找着影像的自觉。
而其独一无二的纪实特性，使新闻摄影成为其中颇显重要的类别。
在这本《中国新闻摄影史》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百年问新闻摄影的历史图景，更可以感受到整
个摄影文化的发展变迁。
同时，中国新闻摄影的曲折演进历程，也隐隐彰显了国家社会生活的震动脉搏。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吴群、伍素心、蒋齐生和顾棣等老同志对中国新闻摄影史料作了大量的搜集整理
工作，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的新闻摄影学史论研究与其他摄影类别一样，仍显薄弱，有关中国
新闻摄影发展历程的专门史料著作还很鲜见。
本书编著者搜集了浩繁的历史资料，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以40余万字、近200幅新闻照片、10余幅图
表，图文互证地梳理了中国新闻摄影百余年的历史，并对新闻摄影史上的代表人物、优秀作品、重要
事件等做了较为翔实的介绍。
编著者潜心治史，不为世俗所动，甘饮学术的单调、研究的枯燥，其严谨的态度难能可贵，值得提倡
。
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视觉媒介，摄影已渗透进当今社会的每个角落，成为塑造现代生活的重要力量。
《中国新闻摄影史》一书，必将为这一媒介的开发研究提供有益的视野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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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新闻摄影史》以图文并茂、图文互证的形式梳理了中国新闻摄影百余年历史，作者为山东
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主攻新闻业务、新闻史、媒介产业和对外传播，1997年考入
复旦大学新文学院，2000年获得博士学位，曾出版过《中国对我新闻传播史》、《中国漫画史》、《
新闻图片与报纸编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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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甘险峰，1968年5月生，1997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师从新闻学大家丁淦林先生攻读博士，2000年
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
曾在国内主流媒体担任记者、编辑十余年。
2007年调入山东大学从事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科研工作。
现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研究方向为新闻业务、新闻史、媒介产业和对外传
播。
出版过《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中国漫画史》、《新闻图片与报纸编辑》等专著和《奥威尔书信
集》等译著，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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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摄影术的发明二、摄影与新闻摄影三、世界新闻摄影发展概述四、中国新闻摄影发展概述第
一章  摄影来华——中国新闻摄影的史前期(1840-1900)第一节  摄影进入中国一、中国古代的摄影原理
研究二、摄影在中国的最初发展三、外国摄影师在中国的活动第二节  中国媒体上最早的摄影图片一
、《申报》上的《拍照火轮车》广告二、《格致汇编》的铜版镂刻照片三、《述报》上的石印照片四
、《远东》所贴风土人情照片第二章  现身报刊——清末民初的中国新闻摄影(1900-1919年5月)第一节  
新闻照片走上报刊的开始一、最早使用铜版照片的报刊二、刊登“南昌教案”真相照片的《时报》和
《京话日报》三、《民报》的新闻摄影四、早期摄影画报《世界》和《时事画报》第二节  晚清皇室
与新闻摄影一、裕勋龄与晚清宫廷摄影二、“东陵照相案”及其对新司摄影的影响三、清末的记事照
片册第三节  辛亥革命时期及民初的新闻摄影一、两位新闻摄影先驱二、辛亥革命及民初的新闻摄影
三、高剑父与“中华写真队”第四节  “一战”期间的中国新闻摄影一、第一个报纸型的新闻摄影画
刊《诚报》二、欧洲战场上的摄影家郭承志三、一战的新闻摄影出版物第三章  初步发展——中国新
闻摄影的起步期(1919年5月-1937年7月)第一节  报纸摄影附刊的兴起和摄影工作的进步一、我国第一个
报纸摄影附刊——《时报·图画周刊》二、其他报纸的摄影附刊三、报纸新闻摄影工作的进步第二节 
摄影画报的蜂起一、毕倚虹与《上海画报》二、伍联德与《良友》画报三、冯武越与《北洋画报》四
、张光字等与《时代画报》五、胡伯翔等与《中华画报》六、梁得所与《大众》画报七、摄影画报的
逆流第三节  摄影通讯社和专业摄影记者的出现一、摄影通讯社登上历史舞台二、第一批专业摄影记
者的出现第四节  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摄影的萌芽一、早期的无产阶级新闻摄影二、中共在新闻摄影方
面的探索第五节  新闻摄影中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一、新闻媒体的相关摄影报道二、相关
摄影画册的出版第六节  《生活》系列抗日救亡的摄影报道一、封面大多选用冲击力强的新闻照片二
、优先发表直接表现中曰关系的新闻照片三、充分报道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四、选用国际新闻照片注
意契合国内形势第七节  描写大众生活的沙飞摄影展览一、沙飞生平二、沙飞抗战前的重要作品三、
沙飞摄影展览及其影响第八节  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新闻摄影活动一、斯诺访问陕甘宁的系列照片二、
史沬特莱拍摄的新闻照片三、韦尔斯与《红色中国内幕》第九节  新闻摄景研究与教育的起步一、新
闻摄影研究二、新闻摄影教育第四章  救亡呼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摄影(1937年7月-1945年9
月)第一节  抗战初期的新闻摄影一、战地摄影记者的身影二、新闻媒体上的抗战图像三、战事促成上
海画报业的再度兴起四、武汉的新闻摄影活动五、卡帕在中国的新闻摄影活动第二节  上海“孤岛”
时期的摄影活动一、《译报》和《译报周刊》二、挂“洋旗”的中国画报第三节  重庆和大后方的新
闻摄影一、重庆的新闻摄影机构二、重庆的摄影画报三、大后方的新闻摄影展览第四节  抗日根据地
的新闻摄影一、陕甘宁根据地的新闻摄影活动二、沙飞与晋察冀新闻摄影三、抗日根据地的其他摄影
画报四、石少华与”摄影训练队”五、抗曰根据地的新闻摄影代表作六、抗日根据地新闻摄影的理论
探索第五章  两大阵营——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摄影(1945年9月-1949年9月)第一节  国统区的新闻摄影
一、报纸的新闻摄影工作二、摄影画报的出版三、摄影画史的编辑出版四、新闻摄影——反内战、争
民主的锐器第二节  解放区的新闻摄影一、解放区的摄影画报二、以解放战争为题材的新闻摄影集二
、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典新闻照片四、解放区的新闻摄影理论探索第六章  步入正轨——新中国前十七
年的新闻摄影(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一节  开国大典和抗美援朝的摄影报道一、开国大典的新闻摄
影报道二、抗美援朝的新闻摄影报道第二节  新中国新闻摄影机构的设立一、新闻总詈设立新闻摄影
局二、新华社新闻摄影部成立三、中国新闻社图片部四、《人民日报》图片组第三节  摄影画报的发
展与曲折一、三大全国性画报二、地方性大型摄影画报第四节  新中国的新闻摄影队伍建设一、老摄
影工作者成为事业的中坚二、高等院校加强摄影人才培养三、举办摄影培训班第五节  报纸新闻摄影
的发展一、新闻照片数量显著增加二、头版开辟定期照片专栏三、批评性摄影报道出现四、剪辑照片
开始流行五、摄影通讯员工作得到加强第六节  新闻摄影的出版与展览一、新闻摄影专业期刊的创办
二、新闻摄影著作的出版三、《中国》大画册和地方摄影画册的问世四、新闻摄影展览第七节  新中
国新闻摄影的对外交流一、走上国际赛场的新中国新闻摄影二、走出国门的影展三、与国外同行的交
流互访第八节  对新闻摄影规律的探索和讨论一、对两种非新闻摄影做法的批评二、关于新闰真实性
的讨论三、”兵种论”的提出第九节  本期代表性新闻摄影作品介绍第七章  遭受重挫——“文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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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中国新闻摄影(1966年5月-1976年10月)第一节  新闻摄影受到的破坏一、队伍的损失二、机构的减
少三、业务的堕落第二节  新闻摄影界的抗争与抗争中的成果一、摄影器材的更新和彩扩自动化的实
现二、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新闻照片三、直接反映“文革”和含有“文革”意味的照片第三节  “四·
五运动”前后的新闻摄影活动一、周恩来逝世报道中的反控制斗争二、“四·五运动”中的新闻摄影
三、反映“四·五运动”的经典新闻照片第八章  渐入佳境——新时期的中国新闻摄影(1976年10月-  )
第一节  新闻摄影界的拨乱反正一、四月影会的成立及其活动二、四月影会的代表人物李晓斌三、四
月影会的贡献及其分化第二节  新闻摄影题材的拓展与质量的提高一、题材的进一步拓展二、新闻摄
影质量的提高三、新闻摄影水平提高的原因第三节  报纸新闻摄影的发展一、《中国日报》及其示范
作用二、走向“图文并重，两翼齐飞”第四节  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的举办一、“华赛”主题——
和平与发展二、“华赛”的分类及设奖情况三、“华赛”对于中国新闻摄影的意义四、“华赛”中的
不和谐音第五节  数码及网络技术的运用一、数码摄影及制作的普及二、拍照手机对中国新闻摄影的
影响三、网络的运用及其对新闻摄影的影响第六节  新闻摄影教育的恢复与发展一、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学院二、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三、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摄影工作室四、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五
、大连医科大学影像艺术学院六、北京摄影函授学院第七节  新闻摄影学术活动和学术著作出版一、
新闻摄影学术组织的出现及学术活动的开展二、新闻摄影专业报刊的出版三、新闻摄影论著的出版四
、新闻摄影理论研究的突破第八节  经典新闻摄影作品点评第九章  别样天地——香港澳门台湾的新闻
摄影第一节  香港澳门的新闻摄影一、香港新闻摄影的简略回顾二、香港新闻摄影的现状和特点三、
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四、澳门的新闻摄影第二节  台湾的新闻摄影一、台湾新闻摄影的简略回顾二、台
湾新闻摄影的现状附录中国新闻摄影大事记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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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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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十几年来，我一直关注着媒体上新闻图片发生的变化。
令人欣喜的是，图片的地位真的是今非昔比了。
在今天的平面媒体上，即使不能说图片已经可以与文字分庭抗礼，至少也可以说图片已是不可或缺的
一个“兵种”。
然而，一方面是新闻实践中图片报道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却是关于新闻图片的学术研究严重滞后，
二者的强烈对比让我深感不安。
因此，这些年来我始终努力着，试图在这个领域里有所作为。
这部《中国新闻摄影史》就是其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这部书以40余万文字、近200幅新闻照片和10余幅图表，通过图文并茂、图文互证的形式，系统梳理了
中国新闻摄影百余年的历史，并对中国新闻摄影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作品、重要事件、重要媒体、
重要摄影机构、重要理论探讨进行了较为翔实的介绍，并初步探讨了中国新闻摄影的发展规律。
全面、系统地研究和介绍中国新闻摄影发展历史的专著，这大概是第一部。
这部书凝聚了我两年的心血。
由于本人学识上的欠缺、资料上的不足，书中肯定还有不少纰漏乃至差错。
我是把它作为引玉之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恳请新闻界与摄影界方家赐教。
也因时间和精力所限，本书使用的新闻摄影作品未能一一征得原作者同意，请摄影家们和这些作品的
首发媒体谅解，在此谨向他们致歉和致谢。
希望与本书作者联系的，请发邮件至本书作者的电子信箱。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老师丁淦林先生。
他一直关注和鼓励我的研究。
我还要感谢摄影界前辈蒋齐生、舒宗侨、顾棣先生，他们或用文字或用语言支持了我的写作。
感谢帮助过我的《中国摄影》杂志社陈奇军先生、国家图书馆汪桂海博士、青岛远洋船员学院龙厚彬
先生、山东电视台逯传涛先生，感谢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席、秘书长李前光先生，他重
视摄影史学研究，并为本书作序。
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国摄影出版社的海德光主任、杨静编辑，感谢他们为给本书增色所贡献的智慧和倾
注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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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新闻摄影史》以40余万文字、近200幅新闻照片和10余幅图表，通过图文并茂、图文互证的形式
，系统梳理了中国新闻摄影百余年的历史，并对中国新闻摄影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作品、重要事件
、重要媒体、重要摄影机构、重要理论探讨进行了较为翔实的介绍，并初步探讨了中国新闻摄影的发
展规律。
新闻摄影学是一门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科学，其中新闻摄影史学的研究尤其薄弱。
所谓新闻摄影史学，就是研究新闻摄影历史的科学.这是新闻摄影学研究的前提与基础。
研究新闻摄影学，首先就要了解新闻摄影的产生、新闻摄影事业的发展和它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变化及
特点。
我们只有很好地了解了新闻摄影的昨天，才能更好地解决新闻摄影的现实问题.把握好新闻摄影的今天
，并创造新闻摄影的美好明天，使中国新闻摄影昂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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