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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的前夜》

内容概要

《内战结束的前夜：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镜头下的中国》中的照片出自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
伯恩斯就他的老相机，从这些被尘封了50多年的照片来看1947年的上海，看那些正处于贫困、腐败和
混乱的包围中反映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照片绝不普通，它们以静态的视角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转折。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中国的国民党军队在1948年至1949年短短两年间
，竟会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在本书中，杰克·伯恩斯灵活地运用自己的镜头，将当时的许多场景聚
焦在我们面前：都市贫民不同程度的窘境；种种天下太平假象的崩溃；对所谓“疑匪”进行残酷镇压
，恣意滥杀的暴行；外国人的特权与中国人毫无人权可言的强烈反差等等。对于当时那个苦难的岁月
来说，本书为读者提供了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图解实录。
这些照片如实地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末的大动乱给中国民众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并揭示了这场大劫难
的本质。对于这场改变世界命运的大革命，伯恩斯为我们提供了一批真实记载其焦点事件，有振聋发
聩之效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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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的前夜》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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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的前夜》

书籍目录

序言
作者前言
导言
上海的街道
偷棉花者
穷人的冬天
奉天“防守”战
共产党军队的一次袭击
一边是贫困，一边是特权
抗争
大撤军
夜生活
街头行刑
一个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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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的前夜》

编辑推荐

　　《内战结束的前夜：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镜头下的中国》中的照片出自美国《生活》杂志摄影
记者伯恩斯就他的老相机，从这些被尘封了50多年的照片来看1947年的上海，看那些正处于贫困、腐
败和混乱的包围中反映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照片绝不普通，它们以静态的视角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转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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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的前夜》

精彩短评

1、让我们有机会去亲临那个不属于我们的时代，每一幅照片都值得细细品味，图片很清晰，要是能
像老照片那样每张照片都有一个故事陪伴就更好了，一会就看完了，不过瘾。
2、再现了那段历史的画面，难得的珍贵资料。。。
3、我觉得史景迁在书后的评述很好：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中国的国
民党军队在1948年至1949年短短两年间，竟会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在本书中，杰克·伯恩斯灵活地
运用自己的镜头，将当时的许多场景聚焦在我们面前：都市贫民不同程度的窘境；种种天下太平假象
的崩溃；对所谓“疑匪”进行残酷镇压，恣意滥杀的暴行；外国人的特权与中国人毫无人权可言的强
烈反差等等。对于当时那个苦难的岁月来说，本书为读者提供了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图解实录。
4、照片带给人的震撼感，比文字强1000倍。
5、如果带着“成见”的视角去报道新闻，那么最好的结果是能成为一个事后诸葛。亨利R卢斯，你是
怎么想的？
6、真实记录了那个充满战乱、动荡和不堪的年代：上海普通居民的种种窘境，动荡之中极具讽刺意
味的粉饰太平，对敌对者的残酷镇压和虐杀，外国人高高在上的特权与中国人艰难悲惨处境的对比⋯
⋯在这些图片面前，国民党大溃败的原因已经跃然纸上。
7、文字一般，但照片让人看到了真实的一面，珍贵的照片收藏了。
8、不至于震撼人心，但提供了一个足够详实的视线。
9、感谢作者给我们留下如此珍贵的历史影像
10、我想明天我也许并不会记得这些图片。多少人会记得一周以前的新闻？有人说得好，所谓人民的
愚蠢和智慧都在这里。
11、1947年的上海，内战结束之前，战争阴云密布，社会动荡，而在黑白镜头里的人们和城市却不失
时代的优雅和淡定。将要来临的新时代对于画面里的人们来说更多的是喜悦还是失落不得而知，但可
以确定的是，那些人那些城市，将不再是当初的那个模样。60多年之后再看往日的印记，多少令人感
慨。
12、杰克·伯恩斯作为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在中国内战的最后几年被派往上海进行战时报道
。通过记录国民党在大陆败退前的社会各个阶层的底层反映，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了国民党为什么会
失败的原因，值得研读！
13、有时候你是永远也说不清楚到底喷老蒋的是一个“见证了那段历史的理智米国人”，还是“坐在
有关部门的某中国人”的。所以， 看看照片就好吧。 拍的还是不错的。那么混乱的地方人家抗台120
到处跑也不容易。
14、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15、比电视剧强一百倍
16、以外国记者的眼光观察中国内战，很有客观性，照片半个多世纪首次披露，其中有几张关于国民
党处决游击队的照片很震撼，发人深省。
17、無辜的百姓，戰火就這樣燎到你身上，那麼疼，那麼疼。
18、在生活杂志上刊出过的几张之前见过，当时印象就很深刻，其实在最大城市东方巴黎的上海所能
见到的苦难远逊于广大国土上无数的惨剧吧。摄影师难得地把镜头对准了普通民众，这是一个记者的
良知。另外，翻译把agent特务翻成了经纪人，还有国产电视剧的剧组都该看看真正的国军土成啥样掉
渣样
19、历史总让人动容
20、历史是无法逃避的
21、喜欢的，可以看看
22、真实镜头，在战争中的中国是如此破败与不堪。即便是十里洋场，也是一副凋零
23、书中的照片也都是珍贵的史料，内战时期，似乎也没多少摄影师关注普通的民众。所以很感谢外
国人伯恩斯，直观的感受到了祖辈们身上心中所承受的东西。 时光越甲子，当年的痛楚渐渐平息，希
望海峡两岸早日连为一体。
24、往事般的图片，诉说一段历史：那时有贫穷的一面，可是没有法子啊，因为这块土地连年不断的
战事；那时有时尚的一面，西装革履的男子、时髦的女子，这些穿着和五年后比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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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的前夜》

25、喜欢看点照片集
26、值得收藏
27、逆旅过客捐赠，更多精彩书籍请至朋歌书房：http://site.douban.com/pongo/room/529268/
28、大一时偶然接触的这本书，冥冥中决定了今后我的摄影价值取向
29、一幅幅照片展示當年的景象
30、童尸；一脸茫然的“共匪”；虽然面黄肌瘦，但是穿着得体的上海人
31、用图片描述历史。公正客观的还原一个时代。
32、具象的历史使人放弃了浪漫的幻想，更加触及到切身的痛楚
33、图片书最有爱了，目测国军装备为小米加步枪
34、他们牺牲在黎明前
35、这批《生活》杂志的照片，连同更多的反映那个时代的中国的来自《生活》摄影师的照片，均在
几年前被杂志社慷慨的储存到了Google Images上，供全世界的读者免费观看。其时，我看到很多论坛
也转载了一些照片，但大家的好奇心几乎都在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等人身上，占到社会绝大多数
的老百姓总不是大家最关心的一群人。不过，这本由加州大学教授负责通稿的书，则是大处着眼、小
处着手，通过老百姓的角度，再现了一个将被若干年后人定义为“反历史”的一次大逆转。如果再打
一仗，尤其若某党派不以土地为名欺骗农民的前提下再打一仗，相信蒋不会输，但是，呵呵。向把镜
头对准人民的摄影师致敬。2013年10月读，借于首都图书馆。
36、对于今天的你我，那段历史仿佛是另外一个星球上发生的。看到那具孩子的尸体，瘦瘦干干，没
有一点肉，他是因为饥饿而死的麽？(>﹏<)我不想看见、听见孩子被欺辱被虐待。
37、很好，半价实惠
38、帮朋友买的，朋友很喜欢，内容精彩，印刷精美，包装也不错。
39、美国人可以从人性的角度理解中国，却永远也不可能从政治的角度理解中国。
40、看到有几张照片，想起了我的爷爷和爸爸。
41、比起外文原版，中文版开本小了一倍，画质不清，图片不全，少了很多视觉冲击力。杰克 伯恩斯
是《生活》杂志1947年10月派驻中国的新闻摄影记者，忠实记录了兵荒马乱、人间地狱的真实现场，
然而这些照片被亲国民党的总编卢斯全部毙掉，在半个世纪以后重新出版面世，这时中国也终于从人
间地狱慢慢走出来。书中不仅有各种上海的照片，还有沈阳摆拍的战事准备，浦口车站等待转移的士
兵。书中少有领袖，多是平民日常生活的血腥和挣扎。每一张都能让人泪流满面。
42、看的电子版
43、我觉得是记录下了上海除了“十里洋场”之外关于普通人生活的另一面吧。记录即态度，彼时被
禁的照片现时便成了现执政党的香饽饽。所谓的纪实，你这边看得热泪盈眶，他那厢不过一件宣传工
具。看看就好，有句讲句，照片还是挺不错的。
44、历史图片很有魅力
45、摄影画册，文字内容不多。很多时候外国记者记录的历史更接近真实。图片质量不错，也看到了
很多罕见的情景，不需要宏大的叙事，更多反映普通人和普通士兵在那段变革时期的状态。
46、图文并茂，应该说图片真的很不错。真实、震撼。一张真实的照片所反映出来的信息量，有的时
候远远超过无数的文字。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普通的中国人，那些占据了近乎于全部人口的底层的、贫穷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可以让你震撼。
强大的国家是每一个国民得以安居乐业的基础。
就是价格有些小贵，但是书的印刷质量和内容都是上品
47、历史的瞬间，不能忘记！！！！！
48、倾向性太重。
49、很一般啊，只是标题起得好罢了。片子拍得很普通，记录的事实也缺乏大格局下的思考，只是赶
巧在合适的时间待在了有故事的地方而已。换个人会比他做得更好。布列松来几天就比他拍得好太多
50、勇敢的美国人，写的很不错。
51、没有钢盔帽，一帮农民打农民
52、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在我看来只是很平常的照片，如果没有历史加于其上的阴影，其实也不过
是过去一个时代的日常。生活的车轮从没有停过，在这里也没有卡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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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的前夜》

53、K266.06/1 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 
54、原书名明明是“革命的前夜”
55、放了一年多，终于拿起来，读一读。
历史的一个瞬间，凝聚了无数中国老百姓的苦难。希望战争不要再来了，尤其是中日之间。
56、不能忘却的记忆。
57、不忘历史，努力工作，振兴国家。
58、没印象。。。2009-06-16�
59、用照片记录下当时的历史影像，对于饱受苦难的中国来说，弥足珍贵。
60、古籍书店里面看完的。
61、有价值的老照片
62、幸亏我们没有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63、图片很真实，也庆幸49年以前的图片能出版，正因为是KMT统治时期，图片也确少“意识形态”
论争。和那些49-78图片很难出版形成鲜明对比。
64、一图胜万言。
65、秦风的老照片，很喜欢，对历史的记录很详尽。
66、精致的书
67、相机保存的历史
68、还蛮感兴趣的题材，就是照片少了点
69、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农民在站台向过往的军列买土鸡
70、实际看的是2009年3月第2版，封面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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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的前夜》

精彩书评

1、2010年的冬天，在上海的北安跨线上读的这本书。封面照拍摄地点是南京的浦口火车站，2010年的
春天我刚好去那儿拍了几张照片。半个世纪的时间，当时整个东亚最繁忙的火车站如今只剩下一排排
梧桐树在每个深秋等待着全国各地赶来的长枪短炮。封面照上那个女兵的眼神是这样的清澈，她怎么
也不会想到接下来这半个世纪中华儿女会遭受什么样的苦难吧。怀中那个婴儿如果现在还活着，肯定
已经是白发苍苍，回望过去，他可知道当年他母亲抱着他一路逃难历经的种种艰辛？人都是很渺小的
，一个瞬间做出的决定就会改变整个人生的轨迹。只愿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下一代人，不再像先辈
那样遭受种种苦难，人人都能开心的度过每一天。一切都会过去。前几天在微博上忽然听说上海要取
消北安跨线了，不知道这以后同济学生将如何往来于本部与嘉定校区？办法总会有的，世界一直在变
化，人们总得去不停的适应这个世界。只是，很多东西一旦走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2、很高兴看到中文版，多谢编辑的劳动。视角独到，拍摄时间也有四两拨千斤的味道。中文版的注
释翻译略有瑕疵，但瑕不掩瑜，还是很值得购买的。
3、最初被这本书吸引是因为封面的女子，好美。借回寝室后，室友也都这么说。在苦难中颠沛流离
的乱世佳人，看着她的脸，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好。书中其他的照片也都是珍贵的史料，内战时期，
似乎也没多少摄影师关注普通的民众。所以很感谢外国人伯恩斯，让我们这些晚生后辈更直观的感受
到了祖辈们身上心中所承受的东西。时光越甲子，当年的痛楚渐渐平息，希望海峡两岸早日连为一体
。
4、有人说历史是帝王之史。古往今来，胜者在史册中对败寇随欲编排并极尽奚落的记述比比皆是。
对于上世纪四十年代那段曾经的骨肉相残，作为败寇的民国政府和军队被人为扭曲丑化便不足为怪了
。但历史终究有着自己的本来面目，虽然文字可以杀人，但在忠实记录历史的那些老照片前，画面给
予意识和心灵的冲击往往是文字所无可比拟的，现实题材的作品尤是如此。作为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
美国《生活》杂志中国局的派驻记者，杰克.伯恩斯用禄莱（Rolleiflex）和康泰克斯（Contax）相机真
实记录了1947至1948年中国内战结束前的一段历史，这些图片的合集便是现今发表的摄影图集：《内
战结束的前夜》。这是一部反映战争却没有太多血腥战争场面的平民化作品。当我的目光在尔雅书社
一个僻静的角落中扫过时，它正安静地躺在一堆装帧考究的图籍后面，一如它的名字般朴实周正，又
深沉寂然。轻轻拾起，惴惴翻开，一段沉重的历史就此一下子跳入了我的眼帘。学生时代读过、听过
的那些“记述”又从记忆深处飘浮上来，手里翻动着厚重的书册，脑海中与国统区相关的警笛、乌云
、狂风、破落和惨淡却被眼前所见的干净空气，慵懒人流和灿烂阳光猛然击散。这是真实吗？跟三十
多年来自己接受的教育相距是那么遥远：国统区的人们生活是那样寻常，不仅街边小贩在减价叫卖，
一个落魄于城市污水河边缘贫民窟中的女子竟然发际齐整，在阳光下翻晒着被褥和衣衫！这不该是即
将战败的国统区啊！可这一切又是如此地确定无疑。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和最为著名的摄影杂志的记
者，杰克.伯恩斯相机记录的这些图片有着无可辩驳的真实。那么，到底是谁？又在哪里出错了呢？看
看下面这些画面吧：在游街的卡车上，一位即将行刑的男子镇定而安然。路边围观的人群好奇地注视
着刑车的通过，有些人脸上竟还带着笑颜；在生命苏醒的清晨，一位老人木然地用手拎起一具干瘪的
童尸扔到了收尸车上；在临时停尸房里，另一个逃难至此的孩童正望着相机，眼中包含对这个世界的
新奇；民国的总统身着笔挺，扭头向着镜头外边凝望，身后的傅作义却衣着朴实，直视着相机，毫无
誓死捍卫平津的凛然；一干人等被奉天（沈阳）卫戍部队击毙，残忍地被开膛破肚后遗弃于河边，一
位士兵竟拎着一颗新鲜的头颅往墙上悬挂，远处已有三四条野狗窥视着准备吃一顿久违的“大餐”；
如果以上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那么下面这些呢：从淮海前线撤退的士兵，虽然冬装臃肿，却齐
整干净，没有惊恐和落魄，到有几分茫然写在脸上。在一位士兵憨厚的微笑身后，一只鸽子在安祥地
向着周遭张望；一个帮军的娃娃兵在泥泞中垫着脚尖从一位长者水壶中饮水，没有军阀官长对下级兵
士的打骂，那位年长的军人一定对这个孩子充满了同情和爱怜；游走于街头的市民普遍留着油光可鉴
的发型，穿着锃明黑亮的皮鞋还有裤缝笔直的干净长裤，以及时尚、端庄的旗袍和长裙。脸上没有悲
苦或惊慌，就如同你我今天在街头遇过的普通人毫无二样；更为让人惊叹的是上至民国总统、演习的
炮队、下到撤退的败兵、以及逃难的百姓，所有相片中只见到一个人在吸烟！够了！看来是曾经读过
的所谓“史书”蒙住了我们的眼睛、扭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更是偏执而幼稚的历史观让几代人厚此
薄彼并使自己从中饱受世人的诟病。在不知P.S为何物的年代，一个记者相机记录的老照片还给了今天
的我们一段真实的历史，更启发我们思考一些历史之外的问题：如何让百姓不再几十年、上百年、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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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地冷漠？如何避免同胞之间一次次的手足相残？还有，就是：如何不再浪费宝贵的资源一再重复滑
稽可笑的失真的历史寓言。对于苦求历史完整与本真的我们而言，多年来几乎已成奢求和梦想的期盼
，在这本书中，却找到了所有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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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内战结束的前夜》的笔记-第59页

        在路边小摊陈列着的美国最新期刊。（1948年1月）哇，时代，时尚先生，新闻周刊，纽约客，好
莱坞，科学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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