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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艺术｜我在现场】摄影的边界：执像——中国当代摄

影展研讨会观点节选

【凤凰艺术独家报道】2015年4月24日，“执像—中国当代摄影展”于广州红专厂

E9馆开幕。本次展览由广州红专厂文化艺术机构主办，策展人王川，鲁明军担任

学术主持。展览邀请了翁乃强、张大力、计洲、封岩、张超音、塔可、姚璐、洪

浩、冯梦波、张波、刘铮、鲁小本等12位摄影艺术家参展，以红专厂及其所象征

的工业与后工业文化的变革为起点，围绕历史、时间、城市记忆及日常经验等相

关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关于摄影这一媒介语言的思考和实验。以下为“凤凰艺

术”为您整理的研讨会观点节选：

▲“执像—中国当代摄影展”研讨会现场

鲁明军：谢谢各位，特别感谢台上的几位老师、艺术家，当然最主要是红专厂提

供了这样一次机会，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关于摄影的问题，刚介绍了台上的几

位嘉宾，王川老师还有4位艺术家。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把艺术家作为一个按他理

解像一个对话一样，包括今天这个展览，两组艺术家翁乃强老师和张大力老师，

封岩老师和计洲老师，作品都有内在相关性，这个实际上按照我的理解，我对摄

影，关于美术史的一些方面的研究，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摄影问题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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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技术也很重要，技术本身就决定了摄影效果，画面的画质等等，但是我们更愿

意把他放到一个整个摄影的生产机制来讨论，那这个就涉及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

技术的问题了。而且摄影他是这样，19世纪以前我们把它可以追溯到暗箱，暗箱

从中世纪就有了，整个暗箱跟美术史的关系也非常有意思，某种意义上暗箱本身

可以建构一部艺术史。所以到现在为止，比如说我们还按照透视的原理来理解艺

术的时候，我觉得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两天霍克尼在北京做展览做讲座的时

候，我觉得他的作品都跟他的摄影经验有很大的关系。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话题，主要围绕我们整个项目的策展理念，还有今天在座的4位艺术家的一些工作

实践进行一个简短的对话。首先呢，展览的布局思路，来自于策展人王川老师，

首先请他做一个介绍，对今天的展览做一个说明，下面有请王老师。

▲展览现场

王川：大家下午好，说到这个展览呢，我觉得刚才明军老师提到的一个说法，我

特别认同，今天在谈论摄影的时候，似乎已经不太有办法仅就摄影而论摄影去讨

论，比如今天的这个展览，刚才我也表达过，我在这想再表达一下，就是如果让

我们谈今天坐在这个展场的时候呢，我觉得感谢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办方，我钦佩

他们胆量，因为从策展这个概念来讲，我是一个绝对的新手，我以前没有策过展

览，他们敢于把这么大的展览空间交给我来去构想，去操办，我想可能除了胆

量，还要倾信于一点共识，这种共识就是对于今天，无论是当代艺术，还是影像

的这种判断，以及做学术性的这样展览一种总体上追求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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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主办方给策展人以及给艺术家以及更大的超越传统意义上展览的，作品和展览

形态，给了这样的空间。我认为这些都是能够成就一个展览非常重要的方面，那

么这些话题其实我觉得听起来是在摄影之外，但同时就今天而言，它又是在摄影

的话题之内，它是一个非常有机的组成。

这个展览应该是去年的这个时间，最初一次偶然的闲聊的时候。就是觉得如果我

们做一个当代中国影像的这样一个展览的话。目前每时每刻都可以听到，或者说

看到这样那样的展览，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想做的话，我们需要怎么去做。当

时并没有具体的这种想法，只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就是无疑就是有关中国当代

影像艺术对它的认知，实际上现在已经足够丰富了。但这个过程并没有停止，那

么他只是一个在众多的艺术个体或者无论是是还是研究的那些艺术个体的个体经

验的不断的累计的过程中，在不断的增长，不断的丰富的过程。所以我们想如果

有这样的一个展览的话，它会发出一种这个展览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我们希望

第一应该是独特的，第二呢他应该是它有它自己的质感，所以这个就是有关展览

最初的想法基础性的东西。

再往下，其实就牵扯到了展览具体的结构，这个结构在我的脑子里生成的时候，

和我到红专厂来看的来看现场的空间有特别直接的联系，就是这种连体的厂房，

但是连接又相对独立的这样的空间的，让我想到的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将来也能够

有这样类似的单元结构，在这样一个单位结构中，我们希望他都能够关联或者指

射到当代影象中的某一个或者某一些重要的话题，重要的问题，或者说重要的方

面。当然了，这个一定是一个挂一漏万的这样一种形式，但是至少这些话题这些

方面是值得探讨的。同时，在这些方面，这些话题的探讨中，我们一定能够有我

们认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样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作为他们的实践经验的这

种展现的作品，这样的话呢，这个展览就变的具体。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希望这个

展览，我们想适当的改过这种，现在那么多的展览所具有的这种一次性这样一种

状态，就是我们把时间花在很多的人力、物力，然后约请了很多的艺术家，组织

了很多的作品，做了一次展览，然后这个作品在开幕式可能会有关注，然后他就

待在这了。所以我们是希望把这一年的时间中转，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

让我们更多的人在更长的时间段内有机会不仅是观看，而且是逐渐的涉及到一定

程度的理解和消化的这些作品，以及这些艺术家的经验，所以有关大致的展览结

构和流程就是这块。

那么关于这个展览的题目呢，我觉得，刚才明军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现在很多这

方面的探讨已经不是基于比如说有关摄影的审美等等，也不是关于摄影的某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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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不是它的某一方面，像这样的一个题目其实是一个关于今天的摄影和从事

摄影的人，以及观看照片的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和一种状态。那么以及呢我

们这个图像尽管有将近180年这样的历史，我们对他的这种认知的经验还是在不断

的增长，所以“执像”的这个题目就是面对这样的一种状态。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

文字的考虑，来源于弘一法师说过的一句话，当然这句话显然并不仅针对是摄

影，但是摄影的有关于对象，有关于真实以及它表象之间的关系，又发现它是完

完全全那种状态，那个话语的语境之中。所以这次展览大致的不能说主题吧，他

大致的这种指向是这么来的。那么这些展览从第一个单元开始，我特别特别高兴

的一点就是说我所有在预期的设想性的东西都非常非常完美的实现。我想可能观

众也会有感觉，他会和常态型的摄影感不一样的，由于感受到这种不同，也许大

家就会有问题，这样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所期待的。

▲展览现场

鲁明军：谢谢王老师，他对选择这个项目，还有今天这个展览做一次非常概括的

介绍，我想基本的一个出发点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看摄影，或者说从摄影的角度怎

么去看今天的艺术，或者当代艺术也好，我觉得这个项目就是一个大的当代艺术

的项目一样，这次展览首先是把翁老师作为一个参展艺术家请来，同时也把张大

力老师作为一个参展艺术家请来，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这种关系，

实际上准确的说应该是互为镜像的一个关系，作为翁老师来说，他在当时那种语

境下，他所记录的一个历史。那今天张大力老师所要探究一下历史怎样建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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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是在建构历史，一个是在解构历史。所以我想这个关系不一定完全对

立。我想我就想今天来说，我不想问翁老师怎么看自己作品，我倒是想问问翁老

师怎么看张老师的工作，然后张老师是怎样看待翁老师当时的这种工作，来一次

对话。

▲翁乃强作品 棉农

翁乃强：早些年的时候，咱们中国拿照相机的都很少，最开始我的相机是从海外

带回来的，都是公家的。跟现在是有很大不同，拍照的人通过很多的手机都能拍

照，所以说我们这些搞摄影的人来说，现在摄影门槛不高，要是能够各方面独

到。我相信以后我们中国能够出现很多很多优秀的摄影艺术家，我为什么要拍我

的一些照片呢，记录时代，我是要记录时代。我是学美术的，中央美术学院油画

系，可是我拍照受到我的老师的影响，像董希文老师的作品开国大典，詹先生的

狼牙山五壮士。当时就是想要表现社会现状，我要反映社会，我要反映我拍摄的

东西，我去海南岛做创作，我去体验生活，可是我回来画草图的时候没通过，老

师看了以后就是说你这个态度太明显了，当时想着要表现中国怎么好啊，那个青

年什么那个东西，就是自己主观的去创造， 可是这样子不真实，那时候这么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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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我拍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现在呢，就是说这些片子是文物，因为这些东

西已经过去了，已经在留下来的，我就把70多张照片给博物馆。我拍的东西，历

史上是反映生活时代为导向的，我1964年毕业，毕业以后刚好到我开始工作，所

以说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比较多，还有中美建交的，还有打倒四人帮，一直到改

革开放，我这个经历的一些我都有记录的，这些照片在这。我感觉到这个路还算

是走对了，我就这样的，要实事求是的要看到什么拍什么，不要去摆布，不要弄

虚作假，这就是我拍照当时所想。

▲张大力作品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张大力：各位下午好，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这次展览，感谢王川策划的这个展

览。实际上我的创作形式比较多样，这是我创作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摄影可能是

除了文字之外最伟大的一个发明。我认为它除了传达理念还有传播信息，更真实

的呈现在眼前，即使没有知识没上过学也能一眼看懂。从达盖尔1839年就取得了

法国专利到现在有170多年了。但是从2003年开始的，我觉得这个门槛完全就降

低了，数码时代来临了。2003年以来每两分钟产生的照片是19世纪的总和，这个

照片量到了今天，我们地球上存在的图象的总量是4万亿，这个4万亿到今天肯定

是突破了，现在的这个数字是，地球上有25亿的人在使用相机。我们从图象发展

到今天，事实上90%以上，或者95%以上，都不是艺术作品，他都是一个商业作

品，或者是纪实作品，或者是各种各样产生的图像。可是我的一个疑问，就是说

摄影家跟大众拍的有怎样的区别，怎么样去区别。从摄影发明以来，摄影师一直

在告诉我们他能够记录一个瞬间，但事实上摄影它并不是仅仅是一个物理现象，

因为你的光线角度，变化就能产生完全不一样的一张照片，所以这样是不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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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的也不知道，我们只能说它是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通过它的研究历史。但

我们不能就看到照片就认为他是一个历史。还有说还有今天门槛突然降低了以

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摄影家了，你看我们的微信，上个月刚加的微信，我每

天看到我的朋友一天24小时往上传照片，我觉得那照片从今天的每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拍的还真不错，就是照片也好，现场抓的也好，这些照片它是什么呢，它

是摄影作品还是摄影艺术品。

所以这些摄影作品，仅仅的是承载我们感情的一小小的部分，我们不能全部相信

摄影，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对有些人来说，摄影可能是他们的全部。但对我来说

不是，因为我只是在研究摄影。我们是把摄影看待成一个，我们今天的一个媒介

或者是文化导向，这种文化导向多多少少会影响我们所有人。在作品中，我提供

了几种可能性：一是政治，政治在生活中不可缺少，是引领我们生活前进的方向;

二是文化政策，每个时代有它的文化主导性;三是普通生活习俗。至于观者怎么

看，我不强求观者，但必须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去观看物象，一个国家只有拥有

怀疑和制约，才能更健康发展。当未来摄影没有门槛以后，我想可以把他技术不

断的往前推进，未来的10年，我们今天使用的摄影概念和摄影的相机肯定不是现

在这样子的。我今天也在想3D打印算不算摄影呢，它实际上就是摄影，它实际上

三维扫描，然后经过一个机器的操作，它就变成一个立体的，而且这个立体的是

从摄影而来的。可能未来这些门槛都没有了，比如说我做雕塑根本不用再自己动

手做，没必要，你就掌握一个机器，一扫描，他输入一个键就完全可以打印出

来，摄影就是这样，摄影是不是能变成像那种无人驾驶的汽车一样，很可能，今

天为什么说可能过三年以后就倒了，因为机器真的是你输入以后能代替运动，可

能真的是没有门槛。但是这仅仅摄影的童年，摄影的青年或者他的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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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岩作品 山石

封岩：首先感谢王川邀请我们参加，也感谢红专厂给这样的一个空间，让这个项

目非常有意义的。我没有什么太多要说的，就是把我的一些想法表达一下。像摄

影作品，还是在摄影的范围内，摄影的可能性，从数字化来说，我觉得能变成各

种可能性。各种可能性不管是从技术层面或者关键的层面来说，我觉得他这个限

制范围越来越小，就是怎么去理解摄影，怎么样理解图像，怎么理解作品，这个

东西区别很大。我觉得这个线越来越模糊，门槛越来越低，人人都可以可能性成

为这样一个影像学者。我个人理解这么多的图像，可能呈现很多的思维方式，我

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不管你用什么字，或者其他方式，那么这种便捷更能让人很

快的的去获得信息。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就是说摄影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这差

不多，我也经常问我自己，我觉得我做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可能毫无意义，但是

这个毫无意义东西让我下了个工夫，也没有说这些东西有那些外在的驱动力。我

觉得想一想，我能够让我们去想其他的问题，我们很多去做一些东西，就是我在

想这个东西，我需要不要让他太快，一年两年来创作作品。所以这次参展的作

品，我没有拿其他的系列其他的这个作品参展，这次几乎都是山石系列的。终南

山，我小时候经常去的地方，还有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我印象很深一副作品。不

管是影象还是绘画，那么我在连接这样的自然的东西的时候，我能不能用我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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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去做作品。这是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表达方式，差不多十年来一直在不断的去

做，包括接下来做的有关唐代、的，就是说可能都是我的出生地的这个方面历史

有关，因为我从小就看到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草木和土地对我来说都是一种

启发。我从影象的作品，其他东西我也可以用其他途径去做，我觉得对我景象来

说，我觉得要表达这种，就是说他有独特性，所以我很期待这东西能做到什么

样，下面大家有什么需要交流的，大家单独交流去分享。

▲计洲作品 灰尘

计洲：我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展览。我也是美院毕业的，开始是学画画的，后来怎

样走向摄影的呢，其实对我来说更多是当一个材料来看，所以我觉得技术的发

展，不发展，对我怎么都是好事，因为我只取他我感兴趣的一部分。所以我的作

品有一部分，比如在工作室拍的，那完全就是主观意像的，还有一部分就是用数

码相机拍的纪实的，那一部分就是我先不想，让机器去想，然我跟着照片再去

想，如何把纪实的变成自己主观意像的，这就是主要我的工作。所以呢，这次展

览我觉得王川的出发点很有意思，我走进这个展厅也学到很多东西，所以觉得他

对摄影本身来说，让人多了一些角度来看。基本就这样。

鲁明军：我刚开始提问，然后两位老师很间接地的回答了我的问题。翁老师他

说，我相信他那个时期看到了就是真实的内容，张老师则表示历史在有些时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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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建构起来的，被虚构的。那这个时候我在想，这里面隐藏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那就是身份的转换，作为那个时期的摄影家身份，作为一个今天的当代艺术家身

份，这个身份，是他理解这个摄影机制核心的东西。其实我想，从今天来看，那

个历史呢，从张大力老师的角度来看，在历史的缝隙中，它既不是当时的人所理

解的真实，也不是被虚构，被篡改以后的真实，可能这个篡改本身就是最真实的

一个东西，我想这个也是我对他们实践的一个理解。另外我想计洲和封岩老师他

们的作品也有一个相关性，我是硬性把他们理解成一个相关性。这个直接涉及他

们对对象的一个理解，对对象的一种感知。当然，他们两个也有着截然不同，一

个是将摄影作为一种材料，另一个是完全把摄影作为本体来思考的。作为本体的

是封岩老师，我想也跟他以往的工作电影摄影有关。我想这里面也隐藏着一种大

的趋势的这样一个东西。对表面的质感，通过叙事的质感氛围建构画面，这一点

体现的特别明显。计洲老师这里，他可能是一个完全的根据自己对物的理解。如

果放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来看，我觉得他是把装置的作品平面化了。在这个过程

中，他对摄影这种媒介本身有着自己的思考。

▲展览现场

结语：随科技发展，影像艺术在当下的讨论已足够丰富，而这种探索并没有停止

的趋势。对于个体经验的研究是否能在同类讨论上发出独特的声音?在策展人王川

看来，当下之于摄影而言，既是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比较艰难的时代，因

为摄影已进入到大众化时代，“从某种程度而言，摄影的覆盖面、影响力、传播速



2015/10/23 【凤凰艺术｜我在现场】摄影的边界：执像——中国当代摄影展研讨会观点节选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UwNzAwNg==&mid=220296833&idx=3&sn=165a9afc85ffceab4aac60e2388861b4&scene=1&srcid=1022CyV… 11/13

度、表达样式及技术媒介都随着科学技术而迅猛发展，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

恰恰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摄影艺术，它的空间在哪里?而这些艺术家正是为这个

问题提供了各种不同版本的答案，他们各自对摄影有着更为严肃而深入的探讨，

并基于这种探讨提炼成语言，起到示范性作用。当大众接触到这种共同语言基

础，有关摄影文体的认知、语言的实验，以及与相关领域交融之后，将产生一种

新的内容，并对这种新的内容进行再次探索。”

以上为本次研讨会内容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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