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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4 年年 1111 月月 2828 日日，，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观观
众在中国文化中心观看众在中国文化中心观看““国社之镜国社之镜··世纪光影世纪光影””新华新华
社新闻摄影展社新闻摄影展。。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冠森王冠森 摄摄

20242024 年年 99 月月 2626 日日，，观众在北京参观观众在北京参观““国社之镜国社之镜··
世纪光影世纪光影””新华社新闻摄影展新华社新闻摄影展。。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白雪飞 摄摄

20242024 年年 99 月月 2626 日日，，观众在北京参观观众在北京参观““国社之镜国社之镜··
世纪光影世纪光影””新华社新闻摄影展新华社新闻摄影展。。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张玉薇 摄摄

20242024 年年 1111 月月 88 日日，，国家冰壶队团队代表在北国家冰壶队团队代表在北
京参观京参观““国社之镜国社之镜··世纪光影世纪光影””新华社新闻摄影展新华社新闻摄影展。。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胡星宇胡星宇 摄摄

“以影像著史”：用镜头记录时代风云

北京国家金融信息大厦 39层大厅，一面巨大的主题
墙映入眼帘。深沉的背景色，“国社之镜·世纪光影”几
个大字，让历史气息扑面而来。

伴随讲解员的动情讲述，时光的闸门徐徐开启，观
众们缓缓步入一条跨越世纪的“光影长廊”。

第一张照片，是所有故事的开始——
1931年 11月 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开幕。这张有些斑驳的黑白照片，不
仅定格一个重大历史瞬间，也成为新华社诞生之日的珍
贵记忆。自 1931年 11月 7日诞生起，新华社便担负起用
镜头记录时代风云的重任。

漫步展厅，仿佛踏入一条历史的长河。
浴血新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时空巨变、富民厚

生、乡村振兴、硬核实力、百花齐放、绿水青山、国泰民
安、中国风采……不同的主题词，串联起近 500张精品照
片。它们从新华社所属的中国照片档案馆 1000多万张
馆藏照片中脱颖而出，记录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迎来强起来的伟大历程。

同影像对话，与历史相遇。
在“浴血新生”展区，一幅特殊的“火线工作照”，带

给观者深深的震撼。
1948年 6月，河北昌平县（今北京昌平区）上下店子

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新华社摄影记者袁苓腰间缠着手榴
弹，举起手中的相机拍摄解放军战士向敌人冲锋的场
面。他的同事郝建国紧随其后，抓拍下袁苓顶着炮火履
职尽责的身影。

“革命战争年代，前辈们冒着枪林弹雨拍摄的新闻照
片，成为鼓舞斗志、传递信仰的重要媒介。每当讲到这张
照片，观众们都会表达由衷的敬意。”讲解员翟畅说。

宛如晶莹水滴融入时间长河，用镜头捕捉的每一个
瞬间，见证了共和国的沧海桑田。

步入“时空巨变”展区，从 20 世纪 50 年代川藏公路
筑路战士在怒江两岸的悬崖陡壁上开山修路，到 2013年
西藏墨脱公路正式通车，我国实现县县通公路；从 1951
年成渝铁路沱江大桥建成后第一列火车疾驰而过，到青
岛胶州湾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长虹卧波”，北盘江大
桥飞越云贵峡谷；从“用脚丈量”到“日行千里”，从“见字
如面”到“万物互联”……广阔的时空维度里，新中国成
立 75年来的发展变化历历在目，令人赞叹。

“乡村振兴”展区，这一幕意味深长——
一张 1966年拍摄的黑白照片中，留下了河南兰考人

民战风沙、斗盐碱，坚韧不屈、奋力向前的身姿。
另一张拍摄于 2024年 4月的彩色照片里，兰考县张

庄村良田沃野，民居错落，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今昔对比，旧貌换新颜。
地处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的张庄，曾是兰考最大的

风沙口，黄沙漫漫、盐碱茫茫。经过一代代共产党人和
人民群众艰苦卓绝的奋斗，经过新时代“不获全胜决不
收兵”的脱贫攻坚战，2017年兰考在河南率先脱贫摘帽。

“你没看到的祖国大好河山，我替你看了！”
“国泰民安”展区，一幅志愿军即将出国作战的巨幅

照片前，讲解员雒悦声音哽咽。现场观众深受触动，泪
水润湿了眼眶。

凝望一幅幅照片，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初心与梦
想，中国人民最真挚深切的向往与追求，清晰可见。

有观众留下感言：“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
次心灵洗礼，让我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更深的热爱。”

“一图胜千言”：用影像讲好中国故事

人物恰到好处地居于两只蓝色遮阳伞中间位置，倒
影完美地映在积水中，与其腾跃的姿态上下对称……

第七届全国残运会的三级跳远比赛现场，新华社记
者用镜头拍下运动员飞跃“沙场”的瞬间。平衡精巧的
画面、富于意味的结构，令人回味无穷。

摄影，是光影的艺术。人们从照片中能读懂历史，
也能感受到极致的美学。

新中国工业摄影的经典之作，巧妙利用射入车间高
窗光线所形成的丁达尔效应，为钢管厂动工建设现场平
添浪漫；珍贵的舞台剧照，在设备和感光材料条件受限
的彼时，精准清晰捕捉高速运动的舞蹈动作；拼版照片
中，来自泰国曼谷的一名女士“接过”云南花农“递出”的
鲜花，将“一带一路”给共建国家人民带来的获得感蕴于
无言……

从黑白到彩色、从胶卷到数码，一幕幕光影、构图和
色彩运用高度和谐的画面引人入胜、意蕴悠长。

精品厅照片《解放军战士观看新闻摄影展》反映了
1948年冬淮海战役期间，即将上前线的解放军指战员在战
壕里观看摄影展的情景，这是一场特殊的战前政治动员。

“这张照片深刻诠释了新闻摄影展览的意义和作
用。”讲解员高政翰说，“生动的图片不仅记载着我们从
哪里走来，更告诉我们应向何处去。”

抗日战争时期战地摄影名作《切断敌人供给线》旁，
英国著名纪录片导演柯文思驻足良久，直言“震撼”。

“每一个有幸看到这些照片的外国人，都会对中国
在短短 75年里走过的‘距离’产生一种无价的欣赏。”柯
文思送来亲笔撰写的感言，“要使中国对西方人更具吸
引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呈现中国人的灵魂、智慧和创造
力。照片是最好的展现手段之一。”

方寸乾坤，经典永恒。
这些载入史册的新闻摄影图片，亦是一幅幅精美的

艺术佳作，展现出“国家摄影队”权威专业、大气方正的
美学气派，让“中国梦”有了清晰可感的具象化呈现。

“新闻摄影最可贵的就在于其真实性，今天的新闻
摄影就是明天的历史。展览展出的每一幅照片，都记录
下国家发展的脉络、民族复兴的足迹，都饱含新华人对
新闻事业的忠诚与奉献。”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王小
川说。

一图胜千言。一个在光影中长久闪耀的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最是可信、可爱、可敬。

在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摄影展迎来上千
名多国嘉宾。现场观众通过照片这一“无需翻译的语
言”，了解到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世界的重大深远意义。

尼日利亚通讯社社长阿里表示：“新华社以艺术的
方式记录了中国几十年来的历史性变革，图片以文字无
法比拟的方式讲述故事和传达情感。”

“润物细无声”：用真情凝聚奋进力量

“光影长廊”如同一条纽带，将家国与人民紧紧相
连。

1949年 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著名的
战地照片《我送亲人过大江》定格下这一历史性时刻：一
艘满载解放军战士的木船上，梳着大辫子的姑娘撑船向
对岸奋力划去，留下一个美丽的背影。

“这位‘背影姑娘’叫颜红英，当年 19岁的她与家人
轮流摇橹、掌舵，冒着枪林弹雨出发。炮火纷飞中，像她
一样支援渡江战役的老百姓数以万计。”展厅内，讲解员
苏凯深情讲述着照片背后的故事。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从数万群众在悬崖峭壁间修成“人工天河”红旗渠，

到北京昌平十三陵水库的劳作者群像；从安徽凤阳县小
岗村村民吹响农村改革的号角，到无数追梦人将深圳这
个昔日小渔村变成改革最前沿……一张张照片，留下普
通劳动者的奋斗身影，诠释出亿万人民的磅礴伟力。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浸透的是中国人民风雨兼程
的辛勤汗水，挺立的是中国人民顶天立地的精神脊梁。”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观展体会。

时光荏苒，本色如初。“国社之镜”聚焦点始终是人
民，“世纪光影”汇聚成人民相册。

这里有振奋人心的时刻——
“硬核实力”展区，第一批“解放”牌汽车从吉林长春

第一汽车制造厂总装配线上开出的照片，见证着中国汽
车工业迎来重要里程碑。

“一眼就认出来，在驾驶室旁边站着的就是我，这个
镜头能留下来太珍贵了。”吉林分展上，89岁的一汽老职
工刘成福在照片里找到了自己。

“要出发的时候，汽车城顿时就沸腾起来了，全场职
工从四面八方涌进了中央大道……”遥想当年，刘成福
记忆犹新，激动不已，仿佛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这里有感人至深的故事——
14年前的南昌火车站，彝族妇女巴木玉布木身背比

人还高的巨大行囊，一手拎着双肩包，一手抱着襁褓中
熟睡的孩子，眼神坚毅地望着前方……这一场景被新华
社记者捕捉到，感动了很多人。

如今，四川大凉山，巴木玉布木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这名感动全网的“春运母亲”已是家乡的致富能手，
她说，“每当看到这幅照片，我就感到有一种力量鼓舞着
我继续前进。”

……
新华人始终饱含深情，聚焦欢乐的笑脸，也聚焦激

动的泪水，聚焦紧咬牙关的奋进，也聚焦星辰大海的追
寻。

照片无言，但背后跳动的真情却能直抵人心。
中国图片集团副总裁黄文说：“这些照片就像大时

代中一个个闪光的切面，共同构筑了宝石般璀璨的新中
国社会图景，让人们既感受到鲜活个体的生命温度，又
体会到家国巨变带来的心灵震撼。”

展览结尾，气势磅礴的金山岭长城在云雾环绕下宛
如巨龙，身着各民族服装的年轻人笑容灿烂，毕业典礼
上五星红旗映照着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庞，巴黎奥运会
开幕式上即将登场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英姿飒爽……8张
巨幅照片描绘出新时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
远大”的万千气象。

为祖国传神写照、为时代放歌抒怀、为人民画像立
传，“国社之镜”仍在不断聚焦，“世纪光影”必将开启新
的精彩。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看见的力量
——走进“国社之镜·世纪光影”新华社新闻摄影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之
际，“国社之镜·世纪光影”新华社新闻
摄影展 9 月 26 日在京开展，以新华社
记者拍摄的一张张精彩照片描绘共和
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全景式展现
了新中国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辉煌成
就和深刻变革。

近三个月来，参观团组络绎不绝，
北京主展、地方和海外分展共吸引超
过千万人次参观，在海内外引发热烈
反响。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盛世
中国的真实写照就应该是有凝聚力、
有振作力的。”

影像，记录历史，昭示未来。这场
新华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新闻图片
展，带观众看见了“看见的力量”。

2024年10月30日，来自云南省丘北县舍得乡矣白小
学和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巴彦高勒镇二龙山中心学校
的师生代表，在北京参观“国社之镜·世纪光影”新华社新
闻摄影展时留影。 新华社记者 才扬 摄

2024 年 9 月 26 日，观众在北京参观“国社之
镜·世纪光影”新华社新闻摄影展。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2024年10月30日，在北京“国社之镜·世纪光影”
新华社新闻摄影展现场，工作人员为来自云南和内蒙
古的师生讲解照片。 新华社记者 才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