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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国英是甘肃不多见的具有广泛公众知名度的摄影家。他的知名度建立在持续 30 年不断见诸报刊的作品之上，还建立

在他极具亲和力和轰动效果的艺术展览留给观众的深刻印象之上。

辛国英的摄影题材几乎全部集中在兰州这个范围之内，他的行动轨迹就在大兰州这个区域。无论奔走在街巷，还是在空

中俯瞰，无论面对这个城市的时代巨变，还是乡亲们的平凡日子，他的镜头始终对着兰州聚焦，三十多年间，他坚持做的一

件事情就是给兰州照相。用“照相”这个词语表述一位摄影家的工作，丝毫没有轻慢的意思，只是为了强调他与这个城市的

亲近感。

精选了辛国英代表作品的《兰州视觉》，可以看做他对自己摄影历程的一次总结。他的摄影履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作为自由摄影人，他以朴素的摄影观念注视着身边的生活细节，非常敏锐地捕捉到最有意味的画面信息；第二

个阶段是作为职业摄影记者，他在工作要求的“规定动作”之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份坚守，坚守着摄影作为艺术的纯粹

的部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辛国英作为自由摄影人最为活跃的时期。他是兰州最早把镜头对准普通百姓生活,

最早“扫街”的摄影人之一。按照当年影友们的说法，这个阶段他几乎“承包”了东方红广场，那里发生的每一个有意味的

市井故事都被他用镜头拾捡起来。这些作品大量刊发在转型中的报纸杂志上，画面语言一改人们习惯的新闻摄影的宏大叙事

和生硬腔调，使传统报刊的呆板面孔有了清新温暖的生活气息，一时被称作“软新闻”。“软新闻”可以看作为辛国英的创

举，所谓“软”，一是时效性上的非紧迫要求，二是内容上的民生话题。这种“软新闻”甚至影响了一个时期甘肃报刊的图

片运用，成为一时风尚，也对后来的甘肃新闻摄影的趋向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凭着自己的个性化作品和逐渐建立起来的知名度，辛国英完成了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

期成为职业摄影记者之后，他的“硬新闻”同样出彩。圆满完成重大事件的摄影报道，是他工作的本色部分，这里姑且不论。

而对一般性事件的影像把握，更见他作为职业摄影记者的硬功夫。《“溅”劫难逃》是他最有代表性的获奖新闻作品之一，

拍摄这张照片时，他冒着大雨，站在没膝深的水里。这张作品刊发后反响巨大，可以说态度和角度决定了作品的品质。

比较起来，他作品中最动人的部分，还是那些生活当中柔软的瞬间。《四郎探母》《“国际”比赛》《支柱》《今个儿

真高兴》《黄土春潮》等作品，任何时候阅读，都具有人性的力量或者生活的趣味。《四郎探母》画面朴素无华，但是略微

了解秦腔、了解西北的人都会为之动情——台上四郎，台下儿郎，人说这就是大秦腔。秦腔与西北这方土地，秦腔与人民那

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在一个瞬间全表达清楚了。而表现兰州太平鼓的《黄土春潮》，充满了土地的气息和音乐的律动，看一

眼立刻就能融汇到那个情境中去。

近十多年，辛国英着意完成一个体量很大的纪实题材——拍摄变化着的兰州城市面貌，为这个城市照相。十几年如一日，

他几乎走遍了兰州的大街小巷。在空中，在楼顶，在山巅，他变换着角度，一次又一次，积累了数万张兰州写真。为了一个

完美的画面，他登高爬低很多次，春夏秋冬很多遍。甚至同一个地点，同一个角度，被摄对象的面貌改变了，他一定要记录

下最新的状态。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和情感为一座城市照相，没有热情、耐心是做不到的。

摄影是时间的艺术，是瞬间对自然物象和内心世界的把握和表达。但也是“字斟句酌”的苦吟的艺术，每一位成功的摄

影家都经历过“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过程，按下快门的百分之一秒背后，往往是经年累月的积淀。辛国英拍兰州，真

有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劲头。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陌生而又熟悉、平常而又惊艳的兰州影像，就是他

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寻到的“那人”——一个亲切又惊艳的兰州。

与所有的艺术一样，影像作品在完成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属于作者，而属于作为欣赏者的公众。《兰州视觉》也是这

样，当这些影像呈现在这里的时候，自当任人评说。但是，这不会冲淡摄影家的主观表达。辛国英所表达的，就是对这个城

市虔诚的爱和强烈的归属感。

他坚守着一座城市，用镜头说话。是为序。

序

2012 年 10 月

甘 肃 省 摄 影 家 协 会 主 席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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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兰州
JIYI   LANZHOU

借助影像，我们可以回到细节生动的往昔。

过往的岁月斑斑驳驳，不是简单的好，或

者坏。就像黑白影像，并不是只有黑，或者白；

黑与白之间流转着的色彩，其实丰富得没有边

际。生活总在是与非之间前行，而那些发黄了

的故事，回头去看，常常有新的意绪。

记忆里的兰州，有时间的烙痕，有年代的

印记。无论多么短暂的一瞬，也无论多么渺小

的场景，能够留存下来的，就是历史。



2

【东方红广场   1982】 城市的客厅曾经是会场
旗帜和呼喊已定格多年

【兰州旧貌   1986】 时光深处
城市的记忆模糊成了黑白

【盘旋路   1989】 当年是这座城市的地标
在车流滚滚中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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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路   1995】 过往不久的岁月
有时候你无法想象

【南滨河路   1988】 没有高楼耸立
没有车流拥堵
这样的时光需要重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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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胶卷   1995】

【五泉山门口的自行车   1989】

【记忆   1994】记录时间的胶卷
最终被时间记录了

公园还是那个公园
人群已不是那些人群
情景也不再是那个情景

日子就是这么熬过来的
回头看，已淡了那些艰难

【农村外出架子车   1994】 不管什么车
方便就好
不论啥样的日子
温馨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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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1989】

【住   1984】

【食   1982】

【行   1989】

扯块布料添件衣
当年的母亲们
总得掂量很久很久

下馆子先得下决心
尝个味道解个馋
光阴还得省着点过

挤就挤吧
既然要前进
就不要在乎拥挤

三代人的十二平米
局促已成过去
温暖时常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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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拍像   1978】

【铅字印刷    1995】【坐快艇   1996】【交警指挥   1989】

清贫的日子也有欢乐
如今已不能重复

铅与火
曾经用来记录历史
现在已经变成历史

习惯了筏子的速度
这快艇能坐住不

没有红绿灯的年代
秩序靠人维系
也靠人心维系

【记忆   1983】 他们的孩子也该这么大了
世界还像从前一样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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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与子   1988】 【吼秦腔   1996】

【街头理发   1985】 过往年代的惬意
我们能体味得到吗

在母亲膝头小憩
什么累就都没了

咱秦腔有没有市场
棚子里人挤满着呢
这把式吼得咋个样
身上有人给披红呢

【大哥大   1990】 信息时代的沟通
不是都发生在写字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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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兰州武威路进行旧城区改造，使街区
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旧城改造】

拆迁动员会，讲政策讲程序

老房子虽然住习惯了，改变还要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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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地震发生后，人们用自行车抢运救灾物资

保护好孩子是首要任务

1995 年 7 月 22 日 6 时 44 分，甘肃永登七山乡发生 5.8 级
地震。地震造成 14 人死亡，533 人受伤，8860 人无家可
归……道路堵塞，山体滑坡毁坏大批农田

【七山乡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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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潮】 【英雄无悔】 【取水】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春节前后的“民
工潮”是兰州火车站的一大景观

1995 年 12 月 18 日，民警刘晓东因追
捕持枪歹徒壮烈牺牲，被授予“一级
英模”。安葬之日，兰州万人相送

1984 年夏，永登秦王川。村民吃水要
从十几里外用驴车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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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滩   1998】【民宅   1998】

【小西湖   1998】

【小二楼   1982】

从田畴到高楼
中间地带
总是一片繁忙的工地

常常会想起清贫的日子
前街后院的邻居
如今都去了哪里

名字可以比西子的地方
 很长时间都在凌乱之中

殷实人家的日子
也经不起时间的洗磨
小楼上已经没有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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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事”   1991】 【“市场经济”   1993】

【牛大碗   1992】【乡村小卖部   1981】

谁说咱退隐不问世情
“国家大事”尽在掌握

当年的甩卖声
积攒出今天的好日子

大碗里的市井
马路边的市井
兰州人朴素的市井

巴望着来点生意
且顾住老少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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