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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产生

! ! ! !这是一场仪式，一次精神的祭
奠和治疗。
这些年，我的创作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过艺术方式对
于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与诗意的挖
掘以及艺术创作与个人伤痛的联系
与治疗。这两大主题是我这些年来
艺术创作的主要核心。对于日常生
活中诗意以及戏剧性的挖掘是基于
我长期以来的绘画以及浪漫主义的
美学诉求。而我摄影中胶片的不确

定性（经常会出现一些随机的画面
效果），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摄
影的完整性和现实感，从而营造出
了一个反常规的视觉空间，一种梦
境般的视觉体验。我十分迷恋这种
间于现实与超现实之中画面，从我
!"年的作品《诗意的感伤》《心中的
景致》。

就是我对于这一主题主要创
作，而这一系列作品是我将个人情
感在创作过程中释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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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当你置身于美术馆，一幅惊艳绝伦
的作品吸引了你的眼球时，你忍不住驻
足停留：这是一幅油画，画中的女子犹
如神话中的维纳斯般美丽，拖曳的长裙
让人错觉她仿佛就是从安徒生童话里
走来小美人鱼。这时的你开始了无限的
想象：她望着窗外是不是在思念大海？
她有着怎样的烦恼？……殊不知，正是
你专注的背影吸引了别人的关注，当快
门一按，你已然成为了另一件作品的主
角。你又何曾想过，当别人看到你在灰
暗的背景中微微透出的背
影时，他们也同你一样也
在猜测你究竟在思考什么
呢？唯美宁静的画面，就仿
佛是画中画一般，在灰暗
的格调下更能激发人的思
考。

这样的作品绝非独
此一例，这不，一位少女
在黑白摄影中也成为了
风景。比起平面的绘画，
雕塑似乎更能引人前去
互动，尤其是年轻人，格
外喜爱在和雕塑合影时
发挥创意。这张合影咋看
之下很像是单纯对雕塑
的拍摄，因为雕塑本来就
是一群上世纪的上海学
生在合照时的真切模样，

加上黑白效果的处理后，一旁这位同龄
的少女更显得“合群”。黑白效果不仅
让雕塑变得和真人一样栩栩如生，还加
深了雕塑雕塑本身的年代感，实在很有
意思。

古镇向来是黑白摄影的“宠儿”，因
为古镇的古韵令人着迷，然而眼前的古
镇却不再朦胧，而是在真实中发人深
省。斑驳的砖墙、破损的屋檐以及已经
被磨得凹陷下去的石阶，无不彰显着这
里的落后。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弱

小的身影倚在墙角，他胆怯又好奇地望
着拍摄者，也许正在猜想这个黑黑的小
盒子是什么。这样可爱又令人心酸的身
影虽然小小的，却带给人更多的震撼，
在拍摄和欣赏美丽的同时，我们也需要
这些带着伤痛的“刺激”才好。

无论是看风景的“我”，还是作为风
景的“我”，都离不开思考，人与艺术的
关系也同样如此，我们需要艺术带来的
审美体验，更能通过不断思考带来更多
好的作品。

当“我”成为风景时

! 影像杂叙

人的眼睛有5.76亿像素，可以欣赏到无数色
彩的变幻，但是繁华过后，反而是最简单的黑与白
最难以忘记，也最令人感慨万千。有时候在不经意
间，自己也成为了别人眼中的美丽风景，一个眼神，
一个背影，也许就成为了另一种思考。

对于我
而言，艺术
创作是调和
生活与精神
的 最 佳 途
径，日常的
生活经验以
及过去的记
忆经验对我
的创作起着
至关重要的
作用。思想
的矛盾和冲
突，心理的
微妙感受在
创作的过程
中得以宣泄
和思考，并
试图达成和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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