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过两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70周年华诞。

走过70年，今日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以壮美画卷呈现于每个人的面前，而我们生活的浙江，更以它的“传奇”立于这幅画卷的醒目之处。为浙江传奇注入

活力的，正是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在即将过去的9月，钱江晚报全民阅读周刊推出“精神的足迹”特别报道——打开《中国精神读本》、《飘》、“浙江学者思路敦煌书系”、“杰出青年学者研究

文丛”、《路》这五部书，从其背后的浙江人、浙江事讲起，再读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这一精神已经注入了为这片土地日益美

好而前行的奋斗者们的日常。

今天，我们打开一本1989年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路》。

这部大型历史文献画册由著名摄影家、浙江桐乡人徐肖冰和他的夫人侯波编著。他们用一个个弥足珍贵的历史镜头，真实地记录了老一辈中国共产党

人为创建和建设新中国走过的艰难历程。

路，是过去的路，也是通向未来的路。《路》是徐肖冰、侯波以相机“写下”的日记，它的影响由个体到一代人，进而延续到当下以及无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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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精神的足迹

本报记者 汪佳佳

“天鹰同志，你好！这次我们在杭州举办影展，曾得到您和出版社各位领导如此热情的关照，为此，我们向

您表示衷心感谢！”

1987年7月15日，奚天鹰收到了徐肖冰和侯波夫妻俩写给他的第一封信。这封信由徐肖冰执笔，一笔一

划，写得认真用力。

从这封信开始，前后整整两年，徐肖冰夫妇写给奚天鹰的信总计66封。在这些信件的背后，奚天鹰和徐肖

冰夫妇为一本画册反复磨合，奔走于北京和杭州之间。

这本画册的名字叫《路》。

30年前，大型历史文献画册《路》出版

两位摄影家与家乡的出版社用66封信反复磨合——

过去走过的路，也是未来要走的路

往返北京和杭州
一本画册为何值得奔波

这封信要从两个月前说起。

1987 年 5 月 30 日，徐肖冰、侯波摄影展

在浙江展览馆举行。时任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摄影部主任的奚天鹰，提前一天去看了预展。

“两个字——震撼！”时隔多年，奚天鹰依

然难忘那次展览给他的感受。

徐肖冰是浙江桐乡人，在延安中国人民

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期间，拍摄了许多毛

泽东给抗大学员讲课的珍贵镜头，先后参与

了《延安与八路军》、《抗美援朝》、《开国大典》

等多部重要纪录电影的摄影或编导工作。侯

波则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专职摄影

达 12 年之久。在毛泽东生前发表的 600 多

幅照片中，有400多幅都是由侯波拍摄。

那场展览中，展出了很多珍贵的照片，记

录了很多大家听说过没见过的画面，许多照

片是首次公开展出。

展览的第二天，浙江省摄影家协会安排

奚天鹰陪徐肖冰、侯波去桐庐的瑶琳仙境游

览。“当时，徐侯二老就住在你们浙报的招待

所呢！”奚天鹰回忆道。

在游览的途中，奚天鹰提议，参观展览的

人毕竟有限，如果把这些珍贵的照片编辑出

版成摄影画册，就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二老

对奚天鹰的建议很感兴趣，他们说以前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也提出过这个想法，但是具体实施过程会比

较复杂，需要回去商量一下。

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这封信。之后，

徐侯二老又于7月26日给奚天鹰写来第二封

信，信中说，一直未得到奚天鹰的回信，特来

信询问情况。而此时，奚天鹰正忙着跟主管

部门的领导汇报这件事，故而未能立即回信。

前期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奚天鹰于当年

9 月 10 日专程去了北京，由徐肖冰陪同前往

中共中央文献室会谈画册出版一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对这件事非常重

视。参加那次会谈的有不少重量级人物。这

阵仗让年轻的奚天鹰紧张起来。

李琦看出奚天鹰的紧张，便拍着他的手对

他说：“不要紧张，小伙子，你们这个方案做得很

好。”奚天鹰这才慢慢放松下来。

187幅照片汇成的革命之路
记录过去，更指向未来

在各方面的全力支持下，画册的出版工

作顺利推进。徐肖冰和侯波拍摄过的照片数

量巨大，而对他们本人来说，每一张都难以取

舍，因此，筛选照片的工作量也变得大起来。

“他们会带一些自己的感情色彩，比如某张照片

是某位战士刚牺牲时拍的，某张照片是大部队

开拔后拍的，对他们来说意义会格外不同。”

但是，为了全局考虑，奚天鹰还是从党史

的完整性出发，筛选出 187 幅更具代表性的

照片。“虽然有的照片难以取舍，但最终他们

还是尊重我的意见。”

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奚天鹰带着需要

商榷的问题和未完成的画册去北京，在徐、侯

二老的家里，与他们反复谈论；同样，二老不

顾高龄，跑来杭州，在奚天鹰的暗房里，跟他

讨论每一张照片的构图和裁切，包括缩放比

例、安放位置。

“那时也不像现在有科技手段，用鼠标点

一点就能定好大小和位置，我们那时候就是

拿一本本子，把照片按需要的大小洗出来，然

后贴上去，所以一本本子就有三本的厚度。

我们就抱着那么厚的模板，一趟趟地往返北

京和杭州，探讨选片和每一张图片的构图、裁

切。”奚天鹰说。

取名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当时大

家提了很多意见，诸如《历史的一页》、《光辉

的历程》之类。”

最终，他们只选了一个字——“路”。

“因为这本相册就记录了我们的革命之

路，这是我们曾经走过的路，也是我们未来要

继续走下去的路。”奚天鹰说。

1989 年 8 月 29 日，大型历史文献画册

《路》的首发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由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社、广播电影电视部

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主办。

一张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的动人故事展

现在更多人面前：遵义会议、党的七大、百团

大战；延安窑洞边毛泽东和女儿在逗笑；刘少

奇、王光美和家人在北戴河滨；周恩来和邓颖

超在海南岛参观华侨农场⋯⋯

历史以别样的角度和姿态如此真实地呈

现出来。那些烽火硝烟，以及烽烟之外的人

间温暖，从解放前的满目疮痍到解放后的和

平岁月，从无数看似寻常的细节中显露出来。

《路》的影响
不止于一本书的出版

2016 年 12 月，奚天鹰将徐肖冰夫妇写

给他的66封信，以及92张照片和2本书籍资

料、7 份参考资料，一起捐给了坐落于桐乡的

徐肖冰侯波纪念馆，自己只留下复印件。从

此，这些在历史的车轮中留下印记的书信、照

片，有了让更多人看到的机会。

“在那个年代，《路》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个

开拓创新的典范，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出

版社，敢于出版那样一本历史性的文献画册，

况且里面 85%以上的照片都是没发表过

的。”奚天鹰坦言，这本画册从选题的提出，到

拍板，再到最后实施，都是需要勇气的。

《路》的出版，开启了国内地方出版社与

中央学术研究机构合作出版领袖题材图书的

先河。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在这种合作模

式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先后推出了《开

创——邓小平决案改革开放史话》、《大决

策——邓小平与改革开放》《共和国领袖的

故事》等9种（套）书，与时俱进地弘扬老一辈

革命家风采，获各种奖项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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