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社之镜世纪光影”新闻摄影展在莫斯科开展

2025年7月20日，由新华社主办的“国社之镜世纪光影”新闻摄影展在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隆重开幕，吸引了众多中俄
观众的目光。这场展览精选了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珍藏的近500张历史照片，时间跨度从1931年到2024年，涵盖
新中国成立75年来的重大历史时刻和社会变迁。展览以“浴血新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时空巨变”“富民厚生”
五大篇章，通过百姓视角和光影艺术，生动展现了中国从战火纷飞到国泰民安的伟大历程。许多照片为首次公开，揭开了历史
尘封的一面，引发观众热烈反响，展览话题迅速登上X平台热搜，讨论量突破千万。 展览的缘起可追溯至新华社为庆祝新中
国成立75周年而策划的系列活动。作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以“国社之镜世纪光影”为主题，首次将如此大规模的新闻摄影
展带到海外，旨在通过影像向世界讲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故事。莫斯科作为首站，体现了中俄两国在文化领域的深厚友
谊。开幕式上，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表示，展览不仅是历史的回望，更是中俄友好合作的见证。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副主
席加林娜库利科娃在致辞中称赞，照片中定格的瞬间展现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也让俄罗斯观众感受到两国人民并肩奋斗的历史
共鸣。 展览内容丰富多彩，令人叹为观止。“浴血新生”篇章展示了中国抗战时期的珍贵影像，如1937年淞沪会战中中
国士兵英勇作战的场景，记录了中华民族的顽强抗争。“丰衣足食”篇章则聚焦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生活图景，如1950年代
沈阳粮食供应站居民凭粮本购粮的画面，勾起许多观众对“票证时代”的回忆。“安居乐业”篇章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百姓生
活的改善，如2017年贵州黔东南苗族小女孩享用免费营养午餐的温馨瞬间，折射出中国扶贫事业的成就。“时空巨变”与
“富民厚生”篇章则聚焦新时代，展现高铁建设、生态保护、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辉煌成就，如2023年雄安新区拔地而起的
现代化城市景观，令人震撼。 展览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以百姓视角切入，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折射国家巨变。每一张照片背
后都有动人的故事。例如，一张拍摄于1960年的照片记录了北京市民在街头欢庆新中国成立11周年的场景，笑容洋溢的
普通面孔传递出时代的希望。另一张2020年的照片则定格了武汉抗疫期间医护人员与患者相互鼓励的瞬间，展现了中国人
民的团结与韧性。这些影像不仅是中国历史的缩影，也引发了俄罗斯观众的共鸣。一位名叫安娜的莫斯科市民在观展后表示：
“这些照片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也让我想起俄罗斯走过的艰辛道路。” 此次展览得到了中俄双方的高度支持，
由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新华社欧亚总分社及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主办。展览场地选在莫斯科中国文化中
心，这座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文化地标，为观众提供了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展览采用高科技展示手段，如互动数字屏幕和VR
体验区，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重温历史瞬间。此外，展览还特别设置了“中俄友谊”单元，展示近年两国在军事、文化、经
贸领域的合作照片，如2024年中俄联合军演的震撼画面，彰显两国“背靠背”的战略协作。 网络上，展览引发热烈讨论
。X平台用户“中俄文化桥”发帖称：“国社之镜世纪光影太震撼了！500张照片就是一部中国史诗，俄罗斯朋友看了都直
呼感动！”另一位网友“莫斯科摄影迷”晒出观展照片，感叹：“从黑白到彩色，每张照片都是一个时代的故事，中俄友谊也
在这些光影里延续。”然而，也有网友提出疑问，认为部分照片可能带有宣传色彩，呼吁更多元化的视角。对此，新华社回应
称，展览旨在真实记录历史，欢迎不同声音的讨论。 “国社之镜世纪光影”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心灵
对话。展览计划在莫斯科展出至8月20日，随后将在圣彼得堡等地巡展。业内人士指出，此次展览不仅是新华社“国家摄影
队”的一次集中展示，也为中俄文化交流注入新活力。观众期待通过这些光影，感受中国75年的奋斗历程，同时也希望中俄
友谊在未来绽放更多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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