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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 写文

1995年 1月 4日，《中国青年报》第 8版整

版刊登了摄影专题《驾驶证——社会的另一

种“文凭”》，生动展现了 20世纪 90年代辽宁

大连的学车热潮。作者为时任大连日报社摄

影记者王大斌，编辑是中青报原摄影部主任

贺延光。中青报“摄影专题”版面就此开启，每

周一期，以 8 幅左右的照片并含短文的形式

讲述一个新闻故事，成为国内报纸摄影专题

版的头一份。此后，国内多家媒体纷纷推出摄

影专版，刊登成组照片报道。

历史沿革

《中国青年报》重视图片表达早有传统。

在 1995 年“摄影专题”创刊号之前，《中国青

年报》曾用多种形式进行照片的编排呈现，经

历了从“画刊”到专题报道的发展过程。

从 1951 年《中国青年报》创刊起的头十

年，成组照片的形式常常在报纸上出现，但没有

特定的版名。这一时期的图片内容在主题上多为

宣传性质，也出现了少量即时性较强的新闻组

照。漫画、油画等美术作品常常整版刊登。

1961年起，摄影作品有了固定的阵地——

“美术与摄影”版。除了刊登美术作品赏析、名

家介绍、评论外，还发表成组新闻照片，以及

关于摄影的散文、漫谈、科普性文章，整个版

面图文并茂，搭配手写的艺术字版名，文艺气

息浓厚。这一版名持续至 1982年年底。

1983 年到 1991 年，版名改为“摄影之

窗”，是副刊的一部分，摄影开始作为独立的

体裁占据整版。版面内容多种多样，经常发布

摄影比赛消息，刊登获奖照片、摄影评论、读

者来信等，是以纪实照片为主、图文结合的

“大杂烩”。

1986年，一组拍摄即将奔赴前线的士兵

与未婚妻在站台上洒泪惜别的组照《出征》受

到广泛关注，摄影师是潘科和侯登科。读者形

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派认为哭哭啼

啼有损士气，另一派赞赏军人的真情流露。

“摄影之窗”版面上，围绕《出征》的读者来信

和评论刊登了近半年。这次大讨论深刻影响

了后来摄影专题版面的发展。

1992 年到 1994 年，画刊专页更名为“瞬

间经纬”，致力于深度报道的专题摄影亮相并

成为主角。此外，还设有推出摄影界新人的栏

目“尖尖角”，介绍中外佳作、配以短文的“佳

作赏析”，以及精选大型影展优秀作品的“展

厅”。但这一时期的专题摄影，仍然是和其他

内容“拼盘”。

1995 年，“摄影专题”版正式推出，摄影

版从一个月一期进化到一周一期，办报思路

上有了根本性的转变，用纪实摄影和过去的

“大杂烩”区别开来，用一个专题深入讲述一

个新闻故事，这背后是应对报业市场化转型

和接受读者检验的决心。

2002 年，“摄影专题”版名简化为“摄

影”，形式又丰富了起来，国际、国内的好照

片，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赏析，平常人的身边

事，都在这块版上得到呈现。在逐步的发展

中，一个版上只有一个专题的惯例确定下来。

2019年起，为顺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介与

新思维，摄影版名变更为“微光”，承载以摄影

专题为主的更广义的观看。

时光荏苒，如今我们已站在 AI时代的潮

头。今年是中青报“摄影专题”版创立 30 周

年，我们特别约请创刊号的作者王大斌与编

辑贺延光，一同回望彼此结缘的故事，畅谈对

摄影专题的实践与思考，追问摄影记者与图

片编辑在当下的使命。

创刊号

1994年 12月 27日，在最后一块“瞬间经

纬”版上，当时的中青报摄影部 7名成员刊登了

《新年致友人》一文，向全国各地“拿照相机的朋

友”公布了两个重要消息：报纸扩至每日 8个
版，图片需求增加，且每周将推出一个摄影专

题，号召大家踊跃投稿。其中对于摄影专题的界

定，是“以 8幅左右的照片并含 800字的短文形

式，多情节多角度地向读者讲述一个新闻事件

或一种社会纪实或一种民情风俗的故事”。

时任中青报摄影部主任贺延光在该版面

的寄语中说：“凡人小事也有动人的故事。”这

成为后来中青报摄影专题的一种基调。

20世纪 90年代新闻业蓬勃发展，机关报

走向市场化经营，国内报业竞争激烈。如何充

分发挥视觉的优势，使摄影报道符合读者的

要求，成了摄影部最重要的任务。在几次开会

研究并征求了摄影界的意见后，“摄影专题”

版在这样的时代与行业背景下应运而生。

每周刊登一期新闻分量和画面质量兼备

的摄影专题，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除了让本部

门的记者放开手脚拍摄外，为了保证质量，约

稿也要走在前面。当编辑手上凑够了三四个

成熟的专题后，第一期才有了发出来的底气。

创刊号的作者王大斌从 1992 年起就开

始关注“学车热”。在大连寒冷漫长的冬天，他

与学员们一同站在姚家考场的寒风中接受驾

驶培训。这是一个刚刚修建完工、设备尚不齐

全的大型培训场地，教练车是清一色的大解

放卡车与简易的北京厢货车。这些老旧的车

辆经常“趴窝”，培训中，学员还要跟着教练学

习车辆维修。尽管那时人们购车条件尚不成

熟，但驾照的未来价值已经显现，来自四面八

方的学员跑到驾校门前排起了长龙，以不菲

的费用接受长达 3个月的驾驶培训。

当时，王大斌已在大连日报社担任了 10
年摄影记者。他敏锐地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

下捕捉到这个小切入点：“一群怀揣理想的追

梦人在气候恶劣的冬季，来到城市边远角落

打造自己的梦想，学员的精神追求与时代高

度契合，特别适合影像记录与视觉表达。”

历时一年多，王大斌完成了“学车热”的

专题拍摄，其间写下了近万字的拍摄笔记。这

篇专题颇具时代特色的新闻价值和生动的画

面，与筹备中的“摄影专题”版的要求不谋而合。

“摄影专题”版创立以来，题材涵盖十分

广泛，其中不乏一些当时的“敏感”角度。在能

力范围内，编辑部尽可能地将有价值的社会

问题呈现给读者。贺延光坚信“屁股要坐在读

者那儿”，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才会既赢得读

者，也赢得摄影师的信任。

记者：摄影专题版的创立，对于当时的新闻摄影
界、中青报摄影部和您个人而言，分别意味着什么？

贺延光：专题能更深一步地发挥图片本身的能

量，而且拍摄专题的过程，对摄影记者的思维、技巧都

是一个提升。对有志于纪实摄影的人，它是一种推动，

对摄影师本身是个挑战。（中青报摄影专题的）契机作

用是大家比较认可的。

对于中青报摄影部本身来说，是显示实力。一

是你想到了能做到，第二，能吸引那么多的摄影

师，这种凝聚力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和长期

以来与关注中青报的摄影师建立了密切联系关系非

常大。

当然对我个人来讲，算是做了一件事吧。我们推

出来的第一个报道也确实是社会上的一个热点，而且

画面拍得很有意思，故事讲得也很生动，所以这一炮

就算打响了。我做这件事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后来那

么多的报纸都搞摄影专题。

记者：当时摄影部如何与外稿作者建立联系？
贺延光：我跟咱们摄影部的同志讲过多次，没有

作者，就等于没有读者。如果没有一大批作者给你供

稿的话，等于我们办的报纸没有人看。

当年，北京各报社的摄影记者每个月都来中青报

6 楼礼堂聚会，一起讨论业务、唇枪舌剑，有时多达

100多人，业务氛围还是比较浓的。

我们的选稿原则是谁拍得好就用谁的。因为多数

读者是不太关注作者是谁，他关注的是你报道的内

容。曾经有一个地方作者拍摄青藏线上运输兵的艰苦

工作，给对口媒体投稿受了冷遇，专程进京来，灰心丧

气地来到中青报摄影部，我们也不认识他，一看照片

觉得不错，帮他改了改，他人还没走就马上见了报，中

午还请他吃了顿饭，他很感动。

中青报当时搞了 5 届“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

者”评选，每次投稿的才 100多人，因为要看全年 5
张代表作的整体水平，难度是相当大的。我后来发

现，谁入选过这个比赛，谁在简历里一直都写“曾经

被评为全国十佳摄影记者”，大家都认可这个比赛的

公正性和严肃性。

所以中国摄影界很多人都和中青报感情很深，就

是因为这里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阵地，谁有本事，谁就

可以在这儿发挥自己的才干。

记者：创刊之初，您对“摄影专题”有什么
样的期望？您希望向读者传递怎样的拍摄和编辑
思想？

贺延光：我们特别在意照片摄影语言的表达，因

为摄影专题一切都是要以你的画面能不能讲故事为

准的。好的摄影师、一般的摄影师和差的摄影师，差

别在哪？就差在一口气。一个细节不一样，照片马上

就不一样。你观察要敏锐，反应要迅捷，尤其要对这

个故事的背景有了解。

不是说题材重要，就一定会出好照片。文字记者

是拿笔，我们是拿照相机来描述信息，所以第一要准

确，第二要生动，既准确又生动，做到是很难的。

记者：当时做整版摄影专题，面对的阻力和挑战

有哪些？
贺延光：我们报道面是比较宽的，影响比较大，很

多人觉得不能报道的，我们都报道出来了。当时我们

最大的挑战还是觉得好稿少。报社也有压力，有的副

总编辑值班的时候，老抱怨没有好照片，一有好照片，

眼睛就放光。

再就是要杜绝拍“假照片”。经过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假照片”现象已被杜绝，如果发现为了

迎合什么，故意去制造这些东西，那就是你个人的

责任。

记者：您担任摄影部主任期间，对摄影记者和图
片编辑都有哪些要求？

贺延光：我一直跟摄影部新来的记者讲，我们不

能忽视文字。我有时候送稿子，那些夜班的文字编

辑，一看照片都皱眉头，因为文字说明总共一二百个

字，得让人家改来改去。有的摄影记者文化不高，使

很多人心里边看不上摄影记者。

有一次开会，记者部的一个老主任郭梅尼跟我

说，小贺啊，你要两条腿走路，不光要拍照片，文

字上也要下功夫，我就把这话记下了。我经常看我

们文字记者写的东西，研究他们那些好稿是怎么出

来的。

我们反而对新人的摄影技术多高没有太多要

求。2003年我们出了一套招聘编辑、记者的试卷，里

边就几道有关摄影技术的题，分值都不高，考的主要

是一些社会常识、生活常识。我们要求摄影记者的文

字能力、英语水平都很高，尤其是一个人出差的时

候，光有照片是不够的。

拍专题，到现在很多人也不会拍。照片罗列在一

起就是一个专题？不是。它的角度、故事情节应该是

有变化的，镜头也应该有变化，这样才能让读者读起

来像一个故事。

以前有新记者问过我，出差要怎么拍啊，我说

我哪儿知道怎么拍，我不在现场。但我会告诉他

们，要特别注意拍摄的这个人物和其他人物的关

系、和环境的关系，要记录那些不起眼儿的细节。

所以在采访过程中，你总要绷着神经的，因为不是

他在给你表演，而是你在捕捉。随时发现的一些细

节，可能正好对你叙述这个新闻故事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绝大多数作者接触的都是凡人小事，可是搞摄

影的人往往有个错觉：我没有拍到好照片，是因为

没有碰到重大事件。这个不对。我当了这么多年摄

影记者，真正碰到的重大事件也没有几次，绝大部

分都是平常人平常事。你能从平常人平常事里把新

闻挖掘出来、生动地表现出来，这才是本事。

大家到摄影部来都愿意当记者，为什么呢？记

者太容易出名了。但我的感受是，十个好记者好

找，一个好编辑难找。编辑就应该比记者的知识、

文化、眼力、功底更强。我们办摄影专题，就是要

求编辑比记者更强，才能办得好。

一个好的记者，好的编辑，我觉得拍照不能停了。

“矛盾百出、故事百出”，正是拍照片的好时候。不同的

人在同一个环境下，会获得不同的结果，你有什么样

的准备就有什么样的收获。

记者：您的作品在国内外众多媒体发布过，相较之
下，您认为《中国青年报》的平台性质和编辑理念有何独
特之处？

王大斌：那时没有网络，组稿、投稿只能依赖编辑与

作者的通联关系并邮寄完成。《中国青年报》非常重视通

联工作，对我摄影的专业发展与走向影响至深。我喜欢

这张充满朝气的报纸，更喜欢采编人员对新闻的敬业精

神。当年摄影部主任贺延光和摄影采编人员对新闻产品

的精心打造，以及对地方作者的倾心呵护，都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

记者：您拍摄过大量摄影专题，并著有《专题摄影入
门》一书，您在专题摄影上有哪些思考？

王大斌：摄影之难，难在选题，而选题之难，难在深

入、难在发现。现实常常是这样，普遍的场景往往会淹没

发现的价值，许多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现象会在你面前一

闪而过，能否抓住机遇全凭自己的能力与功底。

在“学车热”专题拍摄中，我放下记者身份，以普通

学员的视角来观察体验驾驶培训的过程。这组照片后来

还被《中国故事》大型专题摄影图书收录，编辑筛查发

现，当时拍摄“学车热”的专题作者全国仅有两位，一位

来自北京，一位来自大连。

记者：30年后的今天，摄影已经和开车一样，成为人
人都能掌握的技能。如今短视频、直播等碎片化影像形式
深入人心，AI生成图片易如反掌。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
为摄影师和图片编辑应该作出哪些调整，以更好地记录
这个时代？

王大斌：新媒介不仅改变我们的影像，更重要的是

改变了我们的思维。如今人们更加注重表达自我的认

知与感受，人人都是发布者，人人都是受众。但主流媒

体仍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其专业性、权威性与可信度依

然领先。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发展的

失衡或许加速行业的新旧转型。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将直接颠覆传统行业与手工技术，还有人类的固有思

维。人类的未来是一幅难以描述的图景。

贺延光：用短视频报道新闻是一个趋势，是受读者

尤其是年轻读者欢迎的，我认为跟着这个潮流走也是

正当的。我有异议的地方在于，不该让摄影记者兼视频

记者。因为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拍视频的

人是要从头到尾拍连续画面，搞摄影的人所有精力都

是在等待捕捉那个生动瞬间。要把摄影这一门经营好，

已经需要耗费一生的精力了。

对纪实摄影来讲，我认为 AI不构成威胁。AI在摄

影这方面会有所发展，比如说我给一个指令，让它把照

片（后期）做得更好，或者在查找照片时更轻松，在创意

作品上也是有作为的。但它唯独和纪实摄影是两码事。

AI越是以假乱真，真实生动的照片越珍贵，所以真正

搞摄影的人不应该因为 AI的出现而动摇自己，它只能

逼着你把照片拍得更好。

记者：如果现在让您再策划一期摄影专题，您想做什
么内容？

贺延光：如果我在北京，我想拍各种各样的大学生、

研究生，拍他们毕业以后干什么。年轻人的变化是社会

上最根本的变化。

现任辽宁省摄影家协会顾

问、大连市摄影家协会名誉主

席。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

史系，同年分配至大连日报社

任摄影记者。作品先后在海内

外20多种报刊发表，代表作有

《驾 驶 证—— 社 会 的 另 一 种

“文凭”》《针灸门诊》 等。

2020年荣获第十三届中国摄影

金像奖。

中国青年报原摄影部主

任、图片总监，曾任中国新闻

摄影学会副会长。退休以后仍

然继续他钟爱的摄影事业。

1968 年赴黑龙江插队 5

年；1973 年起在北京基层工

厂工作6年；1979年起在团北

京市委工作两年；1981 年起

在北京青年报社当记者两年；

1983-2011 年在中国青年报

社工作。贺延光 王大斌

与微光
再谈摄影专题

《中国青年报》摄影专题30年

左上：1995年6月5日，高度383.95米的深圳市地王大厦即将封顶。这座建筑的高度当时居世界第四、亚洲第一。 贺延光/摄

右上：2005年 10月 12日早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前，即将搭乘神舟六号飞船飞往太空的航天员费俊龙（左）、聂海胜，向冒雪前来送行的各界人士挥手道别。9时整，运载神舟六号飞船的

火箭点火升空。10月 17日，神舟六号返回舱成功着陆，航天员平安返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萍萍/摄

左下：2022年 2月5日晚，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混合团体接力决赛结束后，中国队队员武大靖庆祝胜利。当日，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混合团体接力决赛中，

中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队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上夺得的首枚金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右下：2019年 6月 4日，高考在即，云南禄劝一中高三文科网络培优班的同学们与班上在外地参加高考的同学视频通话，彼此加油。这块用于网络直播教学的屏幕，伴随他们从高一到高三。

2018年 12月，本报反映云南省禄劝一中等贫困地区高中利用网络直播，与名校成都七中“异地同堂”，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的长篇报道《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也让禄劝的这所中学广受关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曾经在《中国青年报》摄影专题
刊登过的部分照片

从上至下：

1995年 1月4日，《中国青年报》第8版，第一个“摄影专

题”版：《驾驶证——社会的另一种“文凭”》。

2009年 7月 29日《中国青年报》第8版“摄影”：《要苍

天知道我不认输》。

2024年 8月 9日《中国青年报》第 4版“微光”：《2024

巴黎奥运：穿越历史 与你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