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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志文教授多年来，以上海、巴黎、纽约三大国际大都
市为轴心，遍访艺术宝藏于三十多个国家，足迹所至，眼界
开阔。我则一直热衷于从东方艺术家的眼中研究西方艺术
文化这样的交流活动，由此与他结识。此次黄石专题摄影
展，就是他自然艺术创作的一次尝试，也是他用中国人的
镜头对西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的一次解读。
黄石公园是世界最大和最早的国家公园，被列为世界

自然保护遗产，它最吸引人的就是其完全原生态的环境。
黄石丰富的地貌和奇异的景观，给艺术家们带来了无尽美
的感受和创作灵感。但美在自然界中无论显得何等瑰丽，
却总是偶然的。自然在具有艺术家眼光的人的观察里，才
表现为美，并且只有经过人们的再创造才能升格为艺术的
美。正是这种再创造的能力让沈志文教授赋予了黄石独特
的魅力，也让其摄影作品区别于他人的呈现。

想象力是再创造能力的基础。人的个体本能非常有
限，譬如大漠的沙粒，沧海的滴水，面对大自然的伟力，渺
小而孱弱。然而，人的心智却包罗万象，四通八达，上接天
下纳地，焕发着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艺术家在现实世
界中获得生活阅历和情感体验，从对大自然的观察中汲取
养分和开拓眼界，运用想象力，把在社会实践中看到的客
观事物，恰到好处地熔铸到艺术作品中。沈教授的再创造，
往往带有明显东方哲学的印记。
比如一幅名为《天眼》的作品中，土地表面由地热形成

的一汪彩色泉眼，在沈教授的想象中，变成了上天的眼睛。
我知道在中国人的传统里，认为天最大，所谓天意不可违，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天眼》表现的是一个自然景观，但神
圣化的处理手法，使得作者把对大自然的赞叹和敬畏都融
入到作品中，让观者感同身受，印象深刻。
沈教授向我介绍说，年轻时大量进行新闻摄影和纪实

摄影，现在又选择以大自然为题材进行艺术摄影，还是出
于中国文人骨子里的山水情怀。古代中国文人大多寄情于
山水间，不少山水画作和诗句，在描绘美景的同时，多有托
物言志之目的。如今，科技的发达让文人们多了一种表达
诉求的方式。而他拍摄黄石公园也是处于对当今环境恶化
的忧虑，希望能用镜头传递自然美，用艺术激发心灵美，唤
醒更多的人，投入到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列中去。
人类的艺术创作源于自然又归于自然。我非常期待看

到沈教授更多用镜头和自然对话的艺术作品。
!作者为法国著名出版人"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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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观光留念的拍拍照照$ 沈志文教授镜头下记录的

黄石公园是&会说话'的(看得出来$沈教授的作品并不是随手

一拍$再加点后期制作起个名就完事的$他的作品一般都是经

过了深思熟虑后才按下的快门)这不仅是说他拍摄的角度"光

线如何巧妙$光是技巧许多摄影爱好者同样可以做到$他最难

能可贵之处是在于对眼前的景色能先行做出一番思考)

万里晴空下$苍茫的岩地中央$一潭青蓝色的泉眼引人注

目$此情此景会让你想到什么* 我猜想$沈志文定是怀着一颗

对自然最敬畏的心凝视着这片土地的吧+不然他怎么会认为$

这小小的泉眼是一副&天眼'呢*这是何等的赞美啊+当我看到

这幅,天眼-的时候$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单是这个池子或许担

不起&天眼'的赞誉$然而看到整个画面时$我不得不承认这名

起得实在贴切)

他的镜头刻意寻找着真实$自然是什么样$他就拍什么$

因而他的作品中每一个色调都是原始却包含深意的)

想象力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就是生命力) 甚至可以说$

每一个艺术家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拥有怎样的想象

力) 沈志文教授的想象力让他的作品展现出了东方文化神秘

而浓郁的沉静美)

虽然取材于美国的黄石公园$ 但是每一张作品流露出的

都是中国味道)沈志文教授用东方人的思想想象着.记录下黄

石公园的美景$这种中西视角的迥异既让东方人感到新鲜$也

同样能让西方人深深沉醉$ 这其中关键就在于他创造出了自

己的艺术语言)作为东方人$我居然在题为,地壳初貌-中$&看

到'了青藏高原的日照+截然不同的景致却有着如此神似的精

神体现$这就是沈志文的创作风格)

现代文明发展太快$ 很多东西我们还来不及细细留心就

可能消失) 在这样的快节奏中$沈教授却还能静下心来$走在

寻回原始生命之美的路上$ 他何尝不是在提醒人类要拾回对

大自然的感恩*不同于后现代艺术用颓废怪诞来张扬$他用最

饱满的生命力却同样有力地呼唤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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