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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影像价值再次升华
——研读李向前的画册《毛泽东在延安》

田雨生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在延
安》画册，是中共党史学者李向前老师工作
之余编撰的。其中广泛收集了有关毛泽东
在延安时期的影像资料，也有从国外上千元
买回的珍贵照片。他挖掘出许多照片背后
的故事，还原真实的图片，还原图像学意义
上的历史，更多倾向于对历史的再认识与再
思考，显示出真相的力量。

《毛泽东在延安》以图像再现历史的手
法，展现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延安13年
的峥嵘岁月。画册分为领袖与战友、与人民
群众、与爱国人士和国民党人、与国际友人
和与家人等 5个单元，图片背后的工作和生
活故事让我们领略了毛泽东的风采和魅力，
使我们对红色延安岁月保留一份真实的记
忆，使那些凝固历史瞬间的影像的价值实现
了再次升华，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我曾在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看到那幅
毛泽东戴着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的《毛泽东
在保安》的照片时，发现照片下边写着“毛泽
东在井冈山”，显然误把陕北保安记成井冈
山。1936年 7月 11日，埃德加·斯诺作为第
一个来红色特区的西方记者采访了毛泽
东。对斯诺而言，给中国红军第一号人物毛
泽东主席拍照再重要不过了。当他拍照时，
他突然发现毛泽东没有戴帽子，头发很长，
就坚持请毛泽东戴上缀有红五星的八角
帽。毛泽东说：“我的军帽多日不戴，不知放
到哪里去了。”于是斯诺将自己头上戴的红
军帽取下，戴在毛泽东的头上。随着“咔嚓”
声，定格了毛泽东最喜爱的一张照片。

著名影评人萧沉说过，经典的摄影作品
必须对历史有所回答。必须对时代与社会
有所见证。必须具有独立的思想观念与独
到的语言表达。必须具有创造性发现的一
双慧眼。那么，能否真实地再现历史经典画
面也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正是该书作者整
理、编辑此画册的一个重要目的。

画册中收集了部分我们少见的照片。
如毛泽东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
立煌的合影。1938年4月17日，卫立煌取道
延安拜访了毛泽东。在延安短短的三天，这
位蒋介石的五虎上将感受到了毛泽东和延
安人民的真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由此改
观，从此增强了他与八路军合作抗日的信
念。他被毛泽东赞誉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
军政人员”。

1942年，郑景康给毛泽东拍标准像时也
采用微侧仰拍，一次拍成那张毛泽东头戴八
角帽、目光仰视、微带笑容，显露出高瞻远瞩
的伟人气质的照片。被毛泽东赞道：“他能
抓住动态”。此照从延安一直使用到开国大
典的天安门城楼上。

1942年 3月 9日，中央公祭张浩的仪式
在延安中央党校门前的广场上举行。公祭
之前，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等人说：“张浩
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
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
的心情也是如此。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
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
领导人亲自抬。”因此，吴印咸拍下了中共领
袖集体为张浩抬棺送殡的镜头。镜头中，第
一位抬棺者就是毛泽东，还有朱德、任弼时、
杨尚昆、徐特立等。此照为毛泽东生平唯一
的一张抬棺照。

从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在延安
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也
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有一幅《毛泽东与

朱德研究解放区战场形势》的工作照片，令
我不禁赞叹摄影师的高超技艺。

画册中还有一张名为《小八路见到毛主
席》的照片。照片中，14岁的刘长贵是抗大
的勤务兵，15岁的安定保是抗大东北军干部
队队长张学思的通讯员。1939年春，毛主席
去抗日军政大学讲课，一辆灰色的面包车停
到校门口，他俩好奇地跑去看汽车。只见毛
主席从车上下来，他俩又兴冲冲地来到毛主
席跟前，向毛主席问好。这时，临时抽调到
抗大“三周年纪念展览会”筹备组工作的石
少华拍下了这张照片。

值得一提的还有蒋介石的“御用”摄影
师胡崇贤拍的毛泽东和蒋介石经典合影。
据国民党党史馆前主任邵铭煌透露，当时蒋
介石在曾家岩官邸门前邀毛泽东合影，毛泽
东主动站到了蒋介石的右侧。这时，深谙官
场位置学的摄影师胡崇贤立即将毛请到蒋
的左侧，并迅速按下快门。

毛泽东的一生凝聚着浓浓的农民情
结。我们极少见的毛泽东与吴满有的合
影记载的就是他与农民朋友在一起的情
景。对今天不少读者而言，吴满有是一个
陌生的名字。可在 1943年抗战时期的陕甘
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已家喻户晓。
1946年 1月，离别父亲整整 18年的毛岸英
回到延安。有一天，毛泽东建议儿子上劳
动大学——到吴家枣园村参加劳动。陕甘
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吴满有便是毛岸英的

“大学老师”。于是，吴满有成了毛泽东的

座上宾，毛泽东还亲笔为他题词“天下有
名”。

还有毛泽东请他们的干女儿卜兰兰一
家吃饭的照片。1947年转战陕北时，党中
央和毛泽东在靖边的小河村住了 40多天，
江青把农家小姑娘卜兰兰认作了他们的干
女儿。仅 40多天，兰兰跟江青学会了 600
多个字。为表感谢，心灵手巧的兰兰在她
妈妈的指点下很快做了一双布鞋送给了毛
泽东。为了回谢干女儿，当天下午，毛泽
东就留下卜兰兰和她的妈妈、弟弟在家里
吃饭。

在“毛泽东和他的家人”这一单元中，我
们可以看到生活中的毛泽东随性而又随和，
既有天伦之乐，又有慈父般的爱。这些照片
背后的故事，使我们能够站在一个平常人的
角度去了解和理解那峥嵘岁月中，一代伟人
的真实生活。

摄影评论家陈昌谦说过，“现在首先要
收集他们的生平资料、分散在各处的作品，
要一点一点去找，不要怕麻烦。总之，这是
一件费时间费精力的事情，但一定要做。现
在抢救还来得及。这些人是新华社的宝贝，
也是中国摄影史上的宝贝，研究他们有历史
意义，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诚然，画册《毛泽东在延安》编撰者李向
前老师正是做了一件不平凡的抢救性的工
作，为我们讲好延安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
提供了可靠的影像资料，实现了延安时期毛
泽东影像价值的再次升华。

江南之夏雨
章中林

蓝野菊
高娟娟

闷热的夏天处处像着了火一样。池塘清浅了，水田开裂了，
棉苗萎靡了，大地就像饥饿的嘴巴，在等着一场雨。蹲在地头的
老农无精打采的，对着天嘟囔着：“下一场酣畅淋漓的雨吧！”

忽然，窗户被摇得咯吱咯吱响，门前的水槐随风狂舞。豆大的
雨点裹挟在风里扑过来，清扫着地上的暑热。一道耀眼的闪电划
过，接着是一阵震耳欲聋的雷鸣。刹那间，风裹雨，雨夹风，雷声轰
轰，闪电灼灼，狂风滚滚，骤雨淙淙。雨越下越大，越下越急，起初是
瓢泼，接着是倾盆，最后是瀑泻，疑是银河决了堤，充斥在天地间。

村子里的男女老少在雨中奔跑着，为这及时到来的甘霖狂欢着。
跑回家的人们，忙着架被大雨掀起的棚顶，寻找被雨水冲走的鸭鹅，他
们是那么惬意、愉悦。“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一个少年张开双
臂大声朗诵着《海燕》，他全然不顾风狂雨急，胜似闲庭信步。

那少年就是当年的我。
那时，住的是土房子。暴风雨来临前，第一个抢进家门的是

稻场上的稻子，然后关上所有门窗，以免暴雨冲进屋子。躲进了
屋里无事可做，我就望着亮瓦，想象着暴雨扫过大地的雄壮。有
时，我也钻到玻璃窗前痴痴地看雨。门前的香椿、梧桐在雨中更
显挺拔。一边看雨，一边听雨，鼻息之间还有香椿的气息在浮动，
别有滋味。如果把手伸出窗外，冰凉的雨点透进肌肤，则是另一
种畅快。

母亲是忙碌的。她炒一会儿菜，就倚着门望望天，自言自
语：“不知道你父亲在哪里躲雨？是不是被雨淋了？等雨小了，
你去给你父亲送把伞吧。”每当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会乐
颠颠地夹着伞冲进雨中。

雨真大啊！雷声惊天动地，风狂雨骤，横扫过村庄。门前的
苦楝被风刮断了，盖稻把的塑料布吹翻了。大雨在小溪上开出一
朵朵雨花，溪水更欢畅了。田野的棉花在风中起伏，拼命吮吸着
甘露。野草在风雨中波翻浪涌，就像随海水起伏的紫菜。远山含
烟，近村流霭，恰如一幅泼墨山水画……

大雨是困不住我们的。人在路上走，心在雨中游。我们随着
水流踩水，不顾大人的叫唤，追逐着，嬉闹着，弄得水一身、泥一身
地跑回家。大人的嗔怪我们是从来不放在心上的，挂在脸上的只
有纯真的欢乐。

“夜雨染成天水碧，千里雨声洗红埃。”雨停了，一声叫唤，呼啦啦
地就跑出一串。每个人穿着短裤，赤着脚，尽情地奔跑在田野里。我
们最爱做的就是到水田之间的排水沟里摸鱼。大雨过后，鱼儿也跑
来凑热闹，追着水头奔跑、跳跃。我们就带着畚箕和网兜钻进水沟捞
鱼。有时一个傍晚，我们能捞上四五斤鲫鱼、鲦鱼和泥鳅。

暗香归隐芳音渺，锦瑟年华谁与度？儿时的一川烟雨早就随
着时光的流逝远去了。聆听着窗外的闲雨敲窗，却再也看不见那
个曾经躲过雨的屋檐。恍然间，心底滋生出如烟如雾的轻纱，丝
丝缕缕的，在碎雨江南中蔓延至天边。

汽车在黄土高原上奔驰，我要去看壶口瀑
布。

黄土高原于我而言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
悉，是因为读小学时地理课本上就介绍过；说陌
生，是因为以前从没到过北方，更没到过黄土高
原。或许因为我是南方人，说句实在话，我比较
喜欢南方，不太喜欢北方，北方给我的感觉是有
些古旧，而南方让人觉得更为清新。受书本和
一些电视剧（比如《平凡的世界》《人生之路》）
的影响，我一直以为黄土高原虽然博大、广阔，
但也贫瘠、荒凉，甚至尘土飞扬，寸草不生。可
这次来陕西，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黄土高原：她
是碧绿的，有碧绿的山峦、有碧绿的原野、有碧
绿的天空……跟我们南方完全一样。黄土高原
也是厚实的，有厚实的土壤、有厚实的民风、有
厚实的历史、有厚实的文化……如果把南方比
作小家碧玉，那北方就是壮实大汉，更有力量，
更有精气神。这次在陕西短短七天，彻底改变
了以往我对北方、对黄土高原的误读，我慢慢地
喜欢，不，是热爱上了这片极富魅力的土地。

汽车继续前行，高原万千风物扑面而来，让
我收获了不少的惊喜和感动。历经两个多小
时，我最后来到了晋陕交界之处。忽然，汽车驶
进了弯弯曲曲的下坡路，就像飞机降落时那样，
从高高的云端俯冲下来。汽车向下，向下，再向
下，似乎要冲进大地的深处。导游说，这是秦晋
大峡谷，壶口瀑布就在这里。

当汽车停下来时，我已经到达了峡谷谷
底。放眼望去，谷底空旷开阔，到处都是铁黑色
的大石头，两岸也全都是石头，层次分明，犹如
刀切一般。整个峡谷就像一张硕大无比的石
床，黄河水就是在这些石头上面日夜流淌。据
说秦晋大峡谷全长有 700 多公里，是世界上最
大的峡谷之一。这条大峡谷是亿万年来黄河水
慢慢冲洗出来的。这股强悍的大水冲走了厚达
几十米的黄土层，直到露出地底下坚硬的石
头。这些石头也经不起河水长年累月的冲洗，
最终从河道中间冲出了一条长达 10 公里的深
不可测的龙槽。这就是水的韧性，这就是水的
威力，看似柔弱，但不可阻挡。沿着龙槽往上
走。眼前的龙槽又深又窄，浑浊的黄河水被束

缚其中，看起来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十分
凶险，能吞噬一切。我想，也许再过亿万年，龙
槽会越冲越宽，也许会不复存在了吧？甚至这
条大峡谷也不存在，变成了宽广的平原。我坚
信水是能够做到的。

渐渐听到轰轰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清
晰。似电闪雷鸣，似万马奔腾，似黄土高原上擂
击的百千腰鼓……我抬眼向上望去，远处隐约
升起了一团巨大的白雾，就像原子弹爆炸时冲
上天空的蘑菇云。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心跳
也在不断加速，我终于看到了慕名已久的壶口
瀑布，我终于可以手掬黄河之水。原来，壶口瀑
布的位置就在龙槽最上端。宽阔汹涌的黄河水
瞬间收成一束，然后一齐挤进狭窄的龙槽。这
些水交织、旋转、奔突、翻腾，自是水花飞溅，响
声雷动，无比壮观。“千里黄河一壶收”，壶口瀑
布这个大自然的奇观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看过许多瀑布。贵州黄果树瀑布从半空
中垂挂下来，又高又宽，就像一匹洁白的绸缎，
又像一块银色的大幕，仿佛在她上面可以任意
绣出各种花纹和图案，给人一种艳丽之美。四
川九寨沟瀑布群，水色清绿，小巧玲珑，宛如藏
在深闺的美人，悄悄地流淌着，给人一种静柔之
美。唯有壶口瀑布源远流长。他起于平地，冲
向深渊，不怕粉身碎骨；他气吞山河，声振寰宇，
一路高歌猛进；他初心不改，百折不回，有断腕
之豪情。他与众不同，能给人一种雄奇壮丽之
美。

不到黄河非好汉。只有身临黄土高原，只
有目睹壶口瀑布，才能真正体会到黄河精神的
意义。那就是在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征程上，
我们共同拥有的那股勇往直前、不达目的誓不
罢休的冲劲、撞劲和干劲。这，也许就是我这次
陕西之旅的一点收获吧！

壶口壶口行行
蒋立中

一天，我开着车，沿着一条铺满石子的小山路，
漫无目的地前行。

小路两边景色优美。芦苇花凝重地将肃穆
的大山染成一片苍茫，山畔上青红相间的野酸枣
点缀着沟沟壑壑，一些不知名的小花遍布幽静的
山谷。几只罕见的白蝴蝶飞过，像虚化在山谷里
的几片薄云，溪水被蓝色的天空渲染得酷似布达
拉宫那条亮晶晶的哈达，山路两边的小草就像赶
集路上偶遇的乡民，在你驻足片刻之时，与你相
视一笑。

转过一道弯就到了一个无名小村。村畔上的
野菊花蓝得就像一首未喊出嗓门的山歌，被山风漫
流过几道弯。那弯弯绕绕的蓝野菊，仿佛独自在那
道沟里低吟浅唱着乡民的酸甜苦辣。我的车子的
响动，将几只正在草林中寻觅草粒的山野鸡赶向了
远山……

在我停下车子的不远处，一位乡民正在放羊。
我走上前去，跟他攀谈了起来。

闲谈中，乡民告诉我，这道沟只住着一户人家，
家里有个在二十几岁时就出了车祸的儿子，他在这
道沟里一躺就是二十年。听了这个消息，我有些心
痛。未曾想到这蓝汪汪的蓝花沟，有个人的青春年
华就如这蓝野菊一样沉寂在这偏僻的地方。但愿
绿树笼罩的小山村为那个残疾人抹去一丝薄凉，愿
村前那几棵闲散的柳树好好守护着孤零零的村庄，
愿那片秋天的金黄在夕阳落地之前为他送上一缕
光辉。也愿那一簇簇蓝盈盈的野菊花一次次地刷
新着他那有限的视野，为他送上大自然最纯真的美
景。

时光的隧道永远点缀着令人陶醉的日月星
辰。希望那位与我未曾谋面的年轻人，在这开满蓝
野菊的山沟里享受岁月静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