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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青春唱完1990-1999》

内容概要

20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音乐历经短暂的爆发之后，进入了长久的沉眠。但这十年，在特殊的时代背
景下，这些音乐不仅呈现了“一种社会现实性的、个人内心化的焦虑与寻求宣泄表达的企图”，也陪
伴很多人走过了青春。
中国摇滚的黄金十年，因其时代的特殊性成为不可复制的时代 缩影。一代人对于青春、自由、才华、
独立的追求，深远影响了那个时代。在这十年中，摄影师高原近距离记录下了中国摇滚台前幕后的影
像经历，凝聚着整整一代人的情感回望。与此同时，高原记录的也是自己在摇滚乐圈里的真实生活，
记录她和她的朋友们。
看到青春，重返青春。与其说高原在记录摇滚乐的十年，不如讲她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记录朋友的生活
状态。这本书里的人物，是音乐人、艺术家，也是高原的朋友。她的镜头里有他们：崔健、窦唯、何
勇、张楚、老五、丁武、高旗、艾敬、许巍、栾树、汪峰、孟京辉、张扬、黄觉、周迅、讴歌、欧洋
、王勇、黄燎原、张有待、贾敏恕、张培仁⋯⋯高原和他们见证了摇滚乐的黄金十年。若干年后，他
们会如何看待曾经的青春时光。
这段在混乱中自在生长的记录，因其真实和诚恳而具有特殊的力量。从这本书里，每个人都可以得到
自己想要的，不论是从摄影、音乐、社会学的角度去解读，还是重新唤起自己的青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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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青春唱完1990-1999》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高原，上世纪90年代开始拍摄摇滚音乐圈，她的作品参与定义了90年代诸多经典音乐专辑的视觉效果
，也为这一时期大陆摇滚和流行音乐发展几乎所有里程碑式的人物和事件都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她还
涉足了影视、戏剧等领域的拍摄。
“从前，摄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有我所有的青春记忆，而现在，这是一份工作。现在当我翻开那一
张张老照片，会再次眼眶湿润。每一次现场都是不可复制的永恒，重要的是，我在现场。那是我一辈
子的精神财富。”
——高原
-----------------------------
【编者简介】
法满，Lens 品牌创始人。2005 年创立 Lens 杂志，倡导深度关注现实与人性的影像阅读，带领团队
将Lens 打造为中国最具口碑和份量的人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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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青春唱完1990-1999》

书籍目录

活着是一件比摄影更要紧的事儿   ——刘树勇
在场   ——王小帅
其动人之处，是一种真诚的参与   ——贾敏恕
我们那个年代   ——黄燎原
正文
致高原   ——路路
越是痛苦，越不接受怜悯   ——芷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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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青春唱完1990-1999》

精彩短评

1、好喜欢老树的序文。活着是一件比摄影更要紧的事儿。
2、为窦唯而看
3、em⋯我的点可能有点奇怪。93年这些rocker穿的单品跟今天的潮流区别不大。所以潮流真的就是抄
前20年的东西吧。耐克keds匡威boy罗马鞋牛仔夹克紧身裤长刘海金属复古眼镜方形墨镜，对摇滚了解
不多，对那个年代了解也不多。
4、从摄影的角度讲，很一般的生活照，但它却是一帮牛逼的人的生活照，见证历史时代的价值
5、很大篇幅都在记录90年代开始中国摇滚乐发展，比较有趣的是“重塑”的华东在当年魔岩三杰来南
京五台山时，正在南京念高中，看完窦唯的演出后，发觉原来摇滚乐并不一定是要哭爹喊娘拯救世界
的，也是可以如此冷漠，自抑和内敛的。
6、嗯...刚出来那会给老板买了一本当生日礼物...
7、太爱这个年代
8、一个个大神级的人物在时间之歌上留下的片片残影，真实，灵动
9、去吧。
10、2016-04-05 
11、珍贵的照片⋯⋯
12、2017年3月11日读，2017-78，图48。
13、这些影像，一代人的回忆
14、十年时间。除了耳熟能详的那些人外，一边读一边有惊喜：原来他们都认识；还有这么个人；他
们没事老去北京郊区；这么多人都搞过洋妞儿；等等。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那些人很真诚，真
诚的表达着自己，真诚的活着，谁都不为，所以他们快乐着。而且，那时候他们都那么年轻，20出头
。想想我的20岁，只能呵呵了。
15、少一星，是因为没读够
16、光从摄影技巧来评判这本书就显得有点偏颇了，“在场”本身也是影像价值不可忽视的一种体现
，中国摇滚最好的时代，不论是身在其中者还是旁观者，都是一段回不去也忘不掉的记忆
17、最佳模特：窦唯；最佳受访者：张楚。能看到这些照片和采访很幸福，而且在理想的层面很有现
实意义。感谢高原。感谢高旗。感谢促成这本书的所有人。
18、四星给中国的摇滚乐顽主们。黄燎原的文章太乏力。编辑零星（本书的编辑是版式师傅？），印
刷一星，装帧零星（能用好点的版本吗，对得住本书承载的历史吗）
19、“心存善愿和远方，我们是永远的少年。”
20、不为别的 就为追忆国摇 追忆窦唯
21、看着1995年的窦唯何勇许巍黑豹唐朝......，一个那么热闹喧嚣、流溢才华的时代一去不返。曾经以
为永垂不朽的青春，其实也不过是时间河流里的一朵朵浪花，能够在飞溅起来的时候迎着阳光映出一
道虹彩，也许就是那一瞬的永恒啦⋯⋯感谢高原的图像记录，让我们---把青春唱完
22、有人说：你拍得不怎样啊，还失焦，为什么他们都说你牛？要我在我也能拍。高原说：对啊，我
牛是因为我在啊。（2017.1.5于成都方所）
23、给情怀五星。
24、90年代摇滚记录
25、非常非常感动，也非常非常感慨。老树和路路分别写的前后序真好。以及窦唯真好看。
26、七十年代的他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最纯粹的时代。同时他们也是最幸运的，从小接受音乐教育
，敢于从这片保守的土地开拓自己的未来。从他们开始唤起了自我意识，强调个人的意志。可惜现在
的很多人反而丧失了自我思考的能力。张楚很让人意外，对音乐，对自我价值的看法真的是一个艺术
家。致敬，90年代的他们。
27、有一张窦唯匆匆疾走的背影，高原捕捉了下来，这就是把目光停在了另一个人身上，由此看遍了
世界，他就是这个世界。
28、时间越久，这些会越珍贵。
29、能活得像书中这样纯，挺幸福的。
30、只有努力过，那才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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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青春唱完1990-1999》

31、三星半
32、他人的生活 自己的音乐心事
33、书上关于人物语言较少，基本通过照片反映了那个时代摇滚人的生活，主要还是写给窦唯的感觉
34、高原最牛的地方不是别的，而是她在。
35、一段充满阳光、自由、诗意的年代
36、混乱中自由生长，表达自己。
37、刚翻完两年前朋友送的礼物。
38、不仅仅是摇滚。
39、三星半吧
40、还能再喜爱窦唯五年
41、中国摇滚简史
42、看完了照片，摇滚从神坛下来了
43、影像记录，图文并茂。那时候的穿转在现在看来也一点儿都不过时。
44、他们好像都是在玩 借着音乐释放自己 说不好他们究竟是在认真做音乐还是想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
但是对于摇滚 他们依然是纯粹的
45、没错 高原牛逼是因为她“在场” 嗯 窦唯真他妈的帅啊
46、没有她的话怎么能看到那个年代的那群人 幸好幸好
47、就像高原自己说的，她拍的并没有多好，但关键在于：她在。
48、在场既有价值。
49、高原的照片哪好？都是随性抓拍的啊，很多跑焦啊，那她牛逼在哪呢？牛逼在——那个时代，她
在。并记录下来了那个独特且唯一的时代
50、窦唯年轻时候咋帅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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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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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青春唱完1990-1999》

章节试读

1、《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3页

        

2、《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65页

        1993年云南大量古城，21岁的吴珂在逛街。
做梦乐队的解散，多少给吴珂造成了一点儿伤害。他很留恋做梦乐队，虽然大家都没有钱，但大老远
骑着车去排练，大家都没有怨言，很快乐。“但是我必须面对现实，不能再做梦。”1993年3月的一次
采访中，吴珂说道。

吴珂最早是跟着做音乐编辑的父亲出入录音棚，认识了许多乐手。16岁时，他央求父亲让他搞摇滚乐
。在他看来，摇滚圈很小，却又发生了很多事，而且，大家差别很大。“有的人能够独立思考，有的
人整天什么都不想。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大家都喜欢做音乐。”所以，他这个圈子既有好感也有反
感。

1996年9月7日，24岁的吴珂去世。

1993年，王勇和陈劲等人在云南。
高原回忆说，在西双版纳时，他们住在一个村子里。有一天，路上碰上俩老乡约他们去家里吃农家菜
。他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因为当地经常有这样的”。那晚，跟着那老乡走出很远，越走越黑。“
我就有点儿含糊，问丁武，这靠谱吗？要不咱回去吧，他说，没事。后来那人忽然站住了，掏出一把
枪。人家把枪都掏出来了，那就要啥给啥呗。高原回忆说。”劫完了钱人家指了一个方向说，往那边
走能上大路。我心里想，完了，肯定一回头人家就啪啪两枪。结果没走多远就到马路边了，敢情他一
直带着我们跟那儿绕来绕去。第二天，一大帮人还去那儿找，报名，警察也不管，说是边境那边儿过
来的。

3、《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338页

        青春的残酷，在于无法应付劈头盖脸的变故。

4、《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9页

        没有什么事情比认真地活过本身更为重要。

5、《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99页

        窦唯在上初中时第一次听到摇滚乐，“完全就热血沸腾了”，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窦唯曾
经在职业高中学习精神病看护专业。在学校期间，窦唯自学了吉他。离开学校后，参加一些走穴演出
，唱英文歌曲，以及崔健，齐秦等人的歌，也跳霹雳舞。很快，他也展现出自己的创作才华。

6、《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11页

        年轻真好，除了年轻和爱什么都没有。

7、《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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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青春唱完1990-1999》

        1994年夏秋之际，魔岩三杰张楚，何勇和窦唯在HARD ROCK硬摇滚咖啡厅。

“三个人代表三种不同的风格。他们的生活状态都一样，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已”贾敏恕说，“如果说
它起到一种开天辟地的作用，其实也就是因为它单纯真实。”

何勇后来则说，三杰应该改作三劫。

“跟他们魔岩合作，其实我觉得学习到了很多东西，能够对于唱片的制作和对于唱片与社会的交流上
面，有了很大的理解。魔岩三杰这个名称，一直被中国的很多年轻人所记忆。它给了我，还有何勇，
窦唯三个人挺大的一个影响：它变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东西。有的时候，就个人性格来说，好像我们都
不是擅长于去担当一种社会责任的人，可能我们都会是喜欢一种个人责任的人，去完善自己的梦想，
完善精神上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认为在这个上面使我们进入了很多我们不想进入的世界。”
张楚在接受高旗采访时说。

在张楚看来，魔岩的动作，“可以说是理想化的资本家碰上了艺术家了”。

8、《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9页

        每一生命个体的独特经验怎么能够被那些粗陋势利的公共说辞所绑架。

9、《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336页

        如今的我们未必愿意时时缅怀，却也未必舍得忘记。

10、《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36页

        1991年底，高原在位于亮马河的办公室里，负责接听处理电话。这是她迄今唯一一段正规的办公
室生活，为时不到一个月。这个办公室的设立，是为了筹备1992年初美国乡村乐手约翰丹佛在北京的
演唱会。

在北京演唱会前，约翰丹佛在排练。因为邓小平1979年访美时，丹佛专门为他演唱了《乡村之路》，
所以他很为当时的中国人所熟知。虽然这场演唱会的上座率并不高，但观众水平很高，很多人都能用
英文演唱他的歌曲。

1997年10月12日，约翰丹佛因飞机失事去世。

11、《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336页

        每个人的命运中，都注定会遭遇到一些意义深远的朋友，他们在某个决定性的时间出现，也说不
定哪一天又会随着岁月走失或渐行渐远，但他们的影响将波及你一生。

12、《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336页

        梦想纷至沓来，未来遥遥无期，每颗心都充满着蛮横的自信及睥睨一切的无畏。

13、《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15页

        历经多年的陈年旧像，它的无比珍贵就是来自时间，每一张都是曾经生命的一个定格，除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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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青春唱完1990-1999》

定格，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

14、《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5页

        这样于一个人群内部发生的影像，这些影像当中无所不在的丰富细节（甚至是一些平庸的细节）
，那种随意为之的不完美的拍摄视角，那种拣拾碎片式的影像捕捉，一些漫无目的的瞟瞥，恰如一个
女孩儿的自言自语那样，琐细，散漫，没有头绪。你偶尔会看到一些照片，形骸放诞的摇滚乐手们正
经起来，一脸的严肃，貌似深沉的样子，如临大事，摆出一副在欧美摇滚音乐海报上经常见到的样子
，叫她拍。这样的影像忽然就变得考究整饬起来，顿时有了专业摄影家所迷恋的那种视觉仪式感。其
实也不过是一时要有什么用项，一起拿捏出个什么架式，游戏一般。戏演完了，解散开来，嘻嘻哈哈
，各自端碗用饭，一如平常的样子。
    所以，高原有关摇滚歌手的照片，不再是那些处身这个群体之外的狂热粉丝们关于他们的过度夸饰
与想象。高原不用想象。她甚至没有想象。她看到的只是一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人。
    重要的就在这里了：我们在这些照片当中只看到了人，而不再是什么牛逼的摇滚和摄影。
——老树《活着是一件比摄影更要紧的事儿》

15、《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87页

        

16、《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14页

        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所谓“意义”，哪有那么深远，有时候只因为你和某个时代、某个空间同
在，而且你就是那个按下快门的人，就够了。罗伯特·卡帕说：“如果你拍得不好，是因为你离得不
够近。”而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够不够近的问题了，而是我们有时候明明在场，却错过了。
而对高原来说，某些时间，某些空间，她在场，同时也没错过。

15页

越来越多的经验让我们体会到，经历多年的陈年旧像，它的无比珍贵就是来自时间，每一张是曾经生
命的一个定格，除了这一定格，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

17、《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8页

          她说她很伤感，不敢回头翻看这些照片。我理解，当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张熟悉的人当年的青涩骄
狂，如今的青春不再，她看到的是蕴含在时间里的记忆、情感和温度。
    看着她的这些照片，我说时间回不去了。现在想来不光是照片里的时光、青春、那些灰濛濛的记忆
回不去了，同时回不去的还有高原身处的那个“现场”和她按动快门这件事情本身。当下社会，你已
经不可能是那个唯一的”在场“者了，拍摄照片已经不是某个摄影者的事儿了，也不是“留作纪念”
了。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拿出各种可以拍摄的器械，没有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区分，按下的图像再随
时互传或发布到某个公共空间。按下快门已经不是某个“在场”者的专利，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共同“
消费”和“分享”着“在场“感，同时也分解了”在场“这个事情本身。所以说一切都回不去了。
    所以高原的这些照片便不可复制地保留了它们的唯一的珍贵性：那是十几年来她享有的“在场”的
特权，并且没有错过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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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在场》

18、《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115页

        排练的间隙，张楚在看报纸。他说自己看事情的视角，不少是来自读书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读
杰克伦敦和王小波的小说。

张楚在采访中，常常怀念20世纪90年代那种追求颠覆的力量，那种氛围和横向影响，有时候会让平庸
的人也一直处于不断精进，不断朝一个方向努力的状态里，“活在那种纯粹中，或者认为那种纯粹可
以指导自己”，“相比较来说，在那个时代没有那么格格不入，只是那个时代 好像在建立自己的个性
，相对来说还挺质朴的，所以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认为自己跟社会有那么大的反差。反倒是到现在这
个时代，我觉得有时候会格格不入“。

张楚曾经参与毒刺乐队，后来又成为魔岩三杰的一员。他说：PARTY的能量还是挺强的，特别多男人
待在一块儿，各个内在都挺强壮的。音乐上互相有一些比较。那时候音乐上我会看谁的音乐更有意思
，还是挺刺激的。”

张楚说自己会受到两个倾向的影响。“一种是在现实里人的一种文明发展的特质，比如我们应该用什
么样的态度来看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人心灵的部分，这是生命的部分。我后来喜欢电子音乐之类
的，是因为有的时候又会受到另外一种东西的影响：忘我的东西，非我的东西，放弃自我，这种戏剧
化矛盾的存在，进入一种更简单的自然规律或者人的意识存在，影响了最自然的东西。“他总结道。

19、《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10页

          看高原的作品，你不难理解，那些随着时代变化的主题，无论是人物，还是环境、光影，所表达
出来的并不只是当时她被托付的一个摄影任务，也不是从摄影爱好者自我表达的一种文艺情怀，更不
是技术至上的一种世故老练。当你双目注视她的作品再久一点，你会发现，其动人之处，是一种真诚
的参与，参与在这个镜头下生命体验的交换，同时，也道出了她内心世界的纯真之象。
    老头，老朋友之间都这么叫她，我虽然认识她很久，二十多年来深刻交谈的时间却没比我看她拍的
相片加起来久。在过去有一段时间里，为了要把我所制作的音乐和音乐人们连贯起来，呈现出一致性
的质感，我曾大量地看她的作品，大量地选择她的镜头下所捕捉的一切。事隔多年以后我再看看当时
的那些作品，才有了不同的感受，它不只是在当时出版品中的美术元素而已，而是在我的年轻岁月中
，和一帮哥们儿，怀抱着理想，放胆地各自表述，在工作中同欢同悲，在混乱中一起成长的记录。然
而，她都全程参与其中。
——贾敏恕《其动人之处，是一种真诚的参与》

20、《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第23页

        

21、《把青春唱完1990-1999》的笔记-封面封底

        封面封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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