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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将

于 12 月 15 日至 2024 年 1 月 21 日在厦门

举办，今年，集美·阿尔勒的 32 场展览将

于厦门市集美艺术馆、三影堂厦门摄影艺

术中心，以及厦门、福州的美术馆和艺术

院校举办。本届摄影季特别推出“群岛计

划”，以“艺术并不孤单”为主题，辐射和联

动多元文化、艺术和生活空间，邀请观众

开启一场城市艺术漫步。

而在杭州，由摄影艺术展开的 City
Walk（城市漫步）正在进行。譬如，英国皇

家艺术学院摄影系在中国的首个机构摄影

群展“BEYOND LENSES 意镜”在平行所

艺术空间展出。此次联展的作品来自过去

20年中毕业的部分校友及核心教师，共汇

集了24位（组）中外艺术家的70余件作品，

一探不同时空、不同年代的摄影背后的故

事。据悉，该展由摄影系导师和艺术家李

昶策展，将展至2024年3月16日。

11月27日至12月10日，“列岛·影像

志”在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展

出，此项目为媒介展演系长期的社会实践

项目之一。展览聚焦于福建省宁德市霞

浦县列岛，以不同家庭背景、各种职业和

年龄层的市民的真实故事为整体叙事背

景，形成列岛群像，以纪实摄影手段呈现，

从而展开列岛的家庭变迁图景，演化社会

进程。

同样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12
月 1 日，“国际旅游者——`定格`定格”邵

文欢作品展，在美院电影学院开幕。主要

展出的三个系列《国际旅游者》、《不朽的

地方》和《剩余的颜色》将捕捉到的——跨

越阶级、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国际旅游

者”，或定格置身于奉为经典的场景之下，

或定格存在于某种模糊的虚空场景之中。

独立策展人高琬婷在为该展览的撰

文中写道，如果摄影是定格瞬间，那邵文

欢的作品则是对定格的再度定格。他以

摄影方式获取图像，于暗房中以银盐乳剂

手工涂绘和通过显、定影时具有绘画感的

干扰——综合成像。有时也会在中间底

上进行图像抽离，而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

过程中，原本确定且可控的图像似乎超脱

了自身携带的纪实性，转变为某种“超现

实”的显像。这种充满温度的创作方式及

其营造出的氛围感在跃离摄影原有叙事

的同时，反而更能显出作品的灵光与永恒

性。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2月25日。

作为摄影重要且独特的呈现媒介，

摄影书历来受到艺术家的重视。摄影理

论的研究也一直是视觉文化和传播学的

热点话题。而这些作品跨越地域的经纬，

截取时间切片下不可思议的瞬间，记录毁

灭与重生。借这些摄影艺术展，我们可以

理解摄影作为当代艺术核心媒介之一的

多元性，也可以触发影像艺术的在地生

长，从摄影艺术的非凡气质中感悟城市的

魅力以及对于生命的思考。

（本报记者厉亦平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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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摄影艺术先驱

郎静山先生曾说：“在摄影中，制作理想

而又美丽场景的困难是双重的。这依赖

于镜头能够吸纳的内容，并且受制于机

械本身的缺陷。”这种对摄影本质的思

考，在今天依然对我们有深远的启示

意义。

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段的出

现，在中国似乎从未像在西方一样掀起

挑战传统的轩然大波，中国美学讲求形

而上的写意，取材于现实又升华于现实

之上，于是照相机同纸笔一般被看作了

不分轩轾的器物工具。对于所谓弦外之

音，话外之意的追求让郎静山、李元佳等

一批先驱摄影人的镜头中弥散着儒士的

宁静清远。而后当代中国摄影的进程也

随着时代的演进独具一格，不仅反照现

实，又在镜头、图像和媒介之中渗透着隐

晦而深邃的东方性。

本次展览“意镜”所呈现的，则是一

次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的深度对

话，覆盖了新千年初至今二十余载的时

间跨度，也展现了东西文化从镜头媒介

出发的交融与碰撞。选择这样一个时

间节点，是为了回顾和分享这段中国学

生旅英深造的历程，亦是因为这二十年

中，摄影技术、艺术理念和中国社会经

济环境都今非昔比。通过各个时期毕

业生们的作品选材，我们尝试反观和探

讨这段切近可触的历史对艺术创作的

影响，以及中国艺术家们如何置身西方

成熟的学院体系之中，在中国美学，技

术革新与时代变迁之间找到一种和谐

的平衡。

此次展览既有皇家艺术学院摄影系

核心导师们的作品，也有二十年间中国

校友们的创作实践，在空间中等量齐观，

以话题为导线形成以艺对弈的有机互

通，即贯彻皇家艺术学院自建校以来吸

纳包容、亦师亦友的教学理念，也为观者

提供了一个从不同角度、不同经验出发

的全面视角。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从

摄影系各位资深教师，到第一位中国留

学生张鸥、再到近期毕业的年轻艺术家，

他们的作品不仅反映了各自时代的特

点，还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展开了

丰富的非线性的对话，探讨个体身份与

社会、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

“意镜”借中国美学中的“意境”做

题，以“镜”为境，是一次对摄影本身语言

的探索，也是一次对几代中国青年艺术

家留学历程的全面回顾。希望借此机会

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摄影作为当代

艺术核心媒介之一的多元性，也可以更

加清晰地看到中国摄影在国际艺术界的

潜力和价值。遂映朗先生所言，定格于

镜头，又不止步于图像。

（本文为意镜展览序言，标题另拟，

本版图片来源“意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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